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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市新站镇蛟河市新站镇::““肉牛贷肉牛贷””让养殖户致富更有奔头让养殖户致富更有奔头
本报讯（记者姜岸松）“黄牛贷款

政策好，养牛赚得真不少！”这是在蛟

河市新站镇养牛户中流传的一句顺

口溜。近年来，新站镇将壮大肉牛产

业作为带动农民走向致富路的指向

标，贯彻落实我省《关于实施“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

全力推进“肉牛贷”这一惠民政策落

地见效，解决农民融资难、担保难的

问题。

蛟河市新站镇肉牛存栏已达1.2

万头，饲养量达2万头。全镇现有养

殖户1421户，肉牛养殖规模百头以上

3 户、50 头以上 18 户、20 头以上 84

户。自 2020年推行“肉牛贷”政策至

今，蛟河市农村商业银行向新站镇

650户村民共计发放贷款2939万元。

养殖户通过贷款购买的肉牛数量达

2000余头，占目前全镇肉牛饲养量的

10%，总收入可达1300万元左右。

肉牛养殖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

秸秆清收，用秸秆来养牛，再也不用

单独去买牛饲料了。“我们村民养了

1000 多头牛，都争着抢着用秸秆喂

牛，秸秆禁烧工作不愁喽。”北安村支

部书记李春山笑呵呵地说。秸秆禁

烧是春秋防火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

每年全镇秸秆收集量约为7.7万吨。

近年来，新站镇的肉牛养殖户大增，

随着肉牛养殖规模的扩大，秸秆饲料

化已成为重要的秸秆处置方式，这样

既提高了秸秆利用率，又起到了保护

环境的作用，让“秸秆变肉”“牛肉转

钱”的目标早日实现，降低了秸秆清

收和肉牛养殖成本，也进一步提高了

养殖户收入。
蛟河市“肉牛贷”助百姓增收。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吉林

化纤集团投建的 3.5 万吨助剂项目

（一期）开车成功。该项目是吉林化纤

集团依托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的规模

优势，加快推进碳纤维产业强链、补

链、延链的又一新举措。

该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及生产装

置，对设备全面升级改造，主要生产碳

纤维产业所需的拉挤树脂、缠绕树脂

和其他树脂等优质原料。该项目一期

年产可达 3万吨以上，二期 5000 吨上

浆剂项目计划在2024年投入使用。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加快碳

纤维产业链配套项目建设，全年建设

无间断，冬季项目不停工。该项目历

时8个月，实现了一次开车成功，进一

步诠释了吉纤精神和吉纤速度。

除已经开车投产的助剂项目外，

吉林化纤集团正在建设的 15 万吨差

别化腈纶、1万吨细旦化连续纺长丝、

6 万吨碳纤维及其项目配套设施、3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汽车轻量化

复材及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项目

都已进入暖封闭阶段，设备施工陆续

进厂，预计明年 3月开始将陆续释放

产能。

吉林高新区援建舒兰工程完工
本报讯（记者冯荟羽）日前，随着舒兰市

金马镇朝阳村边沟铺设完成，吉林高新区支

援该镇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程全部完工。

舒兰市汛情过后，吉林高新区承担对

口支援金马镇朝阳村、新华村、新胜村、团

结村的恢复重建任务。援建队伍坚持以

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

原则，克服交通运输、供水供电等方面存

在的重重困难，新建机耕路8.25公里，改

扩建村屯路7.4公里，翻新道路边沟10.3

公里，新建围墙 330米，提前 10天完成了

援建任务。

吉林高新区将援建与当地可持续发展

结合起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团结村

通往农田的土路路面松软，狭窄难走，每年

秋收后，村民只能靠人扛肩挑运送粮食。在

这次援建中，高新区将原本的小路改造成一

条3.5米宽的机耕路。

经过当地的027乡道为双向两车道，车

流量较大，援建指挥部科学编制施工方案，

在夜间车流量较少时段施工，保障了重建工

程顺利进行和群众日常出行。

在边沟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先用水泥

浇筑，再将沟槽牢牢固定，确保经久耐用。

吉林高新区还严把工程验收关口，对弯拉强

度、板厚度、路面宽度等进行高标准验收，对

本次灾后重建任务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确保

援建项目顺利移交。

3.5万吨助剂项目现场。

吉林高新区援建舒兰工程顺利完工。

吉林化纤吉林化纤33..55万吨助剂项目万吨助剂项目（（一期一期））开车成功开车成功
新闻走廊

2023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设计与应急处理”赛项国际总决赛闭幕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11月12

日，2023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计与应急处

理”赛项国际总决赛在吉林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落下帷幕，共有国内25

个省43支竞赛队伍及泰国2支队

伍线下同台竞技，另有30多支国

际队伍线上同时角逐。

本次大赛由南非高等教育与

培训部、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

非豪登省政府主办，中国国内赛由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技能

发展工作组、“一带一路”暨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国际联盟、教育部中外

人文交流中心组织，吉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承办。

该赛项主要面向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相关职业岗位群，考核选手

利用轨道交通运营设计和应急处

置相关技术技能完成车站设施设

备布局、开行方案和运行图编制、

车底运用和乘务计划编制等相关

任务，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计

与应急处理技术应用，推动技术技

能与时代创新相结合。

经过激烈角逐，吉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董舒畅在45支竞赛

队伍中脱颖而出，以总成绩第一名

的佳绩夺得“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

计与应急处理”赛项国际总决赛金

牌奖项，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荣

获大赛组织突出贡献奖。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开启试滑模式

本报讯（记者冯荟羽）11月11

日，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开启试滑

模式，正式拉开北大湖冰雪季帷

幕。当天，雪场开放了一条索道

和魔毯，阔别雪道大半年的雪友

们果断开启畅滑模式，尽情徜徉

在粉雪世界。

“一下飞机就直奔滑雪场，今

年的第一滑太爽了。等了足足8

个月。”来自武汉的雪友王甜竹说。

据了解，本次试滑活动持续一

周。其中，11月13日至11月16日

将陆续开放初级、中级、高级三种

不同类型的雪道，与上个雪季相比

增加更多趣味性。参与试滑的雪

友们还可以前往极乐汤温泉，享受

温暖汤泉带来的治愈和舒适。

2023年至2024年雪季，北大湖

滑雪度假区将投入运营雪道64条，

雪道长度72公里，雪道面积239公

顷，运营缆车11条、魔毯7条，运力

和接待能力均会显著提升。此外，

今年将有5户品牌餐饮及雪具店入

驻该雪场，北大湖度假小镇餐饮及

雪具品牌店将增至40余家，并为雪

友准备了50余项专业赛事及休闲

娱乐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冰雪文

化、冰雪运动魅力。

631户村民变“股民”喜领“分红金”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

舒兰市六道河农业有限公司召

开分红大会，为 631 户参股农民

分红。

该公司由水曲柳镇六道村、先

进村、太安村和路家村4个脱贫村

的村集体经济共同出资29万元组

建成立，共有9栋鹅舍，占地面积

9200平方米。同时，这4个村又筹

集资金25万元，吸纳631户农民的

资金共24万元，向养殖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并按投入比例获得分红。

截至今年三季度，该公司累

计盈利 7 万余元 ，真正实现了

“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

体增收益”的共赢目标。

政策发力 活动助力
——前三季度吉林市消费市场加快回升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前三季度，吉林市坚定不移促进消费市场大幅度回升，打

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贯彻落实服务企业“九解一协

调”措施，锁定“企业叫好、指标飘红、发展上扬”根本目标，全

力推进全省副中心城市建设，踔厉奋发争先进位，坚决打赢商

务高质量发展阶段性攻坚战。

前三季度全口径社零额实现 395.6 亿元，同比增长

11.8%，在全省9市州中排名第二；限上社零额实现117.4亿

元，同比增长18.8%。全年全口径社零额指标预计完成550亿

元，同比增长8.5%，高于年初预定目标的7%，实现商务经济指

标新高度。

促销组合拳打造发展“新引擎”

年初以来，吉林市以“消费提振年”为主线，打出“消费政

策+消费节+消费券+促销活动”组合拳，精心谋划并组织全市

商贸企业开展促销活动230余场，拉动消费26.3亿元。

打造主题消费节，接续开展“1·8”消费节等促销活动，

并连续举办每月一次的“乐购江城·特价钜惠日”活动。目

前，参加该活动的企业数量已增至52家。活动期间，欧亚

商都等大型企业日均客流量达 15万人次，日销售额超过

2000万元。

提升特色促销活动，突出“商旅结合”“商体结合”，共开展

“吉马消费季”等系列配套促销活动50余场。成功举办第四届

进口商品展洽会，6天时间吸引客流近1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

1000余万元，带动商场实现销售额5000余万元。

多批次发放消费券，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吉林市今年

已发放商贸消费券3651万元，围绕5个专项板块开展了18批

次消费券促销活动，直接拉动销售额7亿元，整体核销率97%，

平均杠杆率达24倍，间接拉动销售额增长15亿元，对商务经

济指标增长形成了重要支撑。

从各板块情况看，发放汽车消费券 1458 万元，实现

销售额 6 亿元；发放家电和通信器材消费券 450 万元，

实现销售额 2038 万元；发放房展会配套消费券 258 万

元，有效稳住了房地产市场；商贸百货、限上小微吃穿

用和成品油板块，分别发放消费券 900 万元、485 万元、

100 万元，实现销售额增长，为全口径指标增长提供了

有力支撑。

推动“老字号”传承与发展

全面规范“老字号”管理机制。吉林市面向社会、相关单

位及行业协会征集吉林市“老字号”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库人

选，最终确定了35位“老字号”评审专家库成员。

全力推动“老字号”认定工作。吉林市发布“老字号”评选

活动方案，对参加评选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二次复审，确保申

报材料完整齐全；10月8日，组织召开第六届“吉林市老字号”

专家评审会，认定了5户企业为“吉林市老字号”。

组织推荐申报省级“老字号”认定工作。吉林市挖掘遴选

了6家“吉林市老字号”企业，经省商务厅认定，吉林市徐氏食

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认定为“吉林老字号”。

点燃江城“烟火气”

吉林市以“松江花月夜@吉林”为活动主题，全力打造“餐

饮美食”“休闲购物”“文化旅游”“体育健身”4张靓丽名片。截

至9月底，活动实现销售额约5.9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近2100

个，吸引客流逾1500万人次。

举办夜间餐饮美食活动。吉林市城区共有1500余户餐饮

业户和档口积极参与。打造欧亚综合体1个龙头美食广场，推

出清真美食街等5条约有近300家商户的特色民俗风情美食

街，开设河南街不夜街、雪花·华丹主题形象街区等30余个美

食街区夜市，推介包含“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内的100余个特色

餐饮饭店。

开展系列评选大赛。8月中旬，吉林市组织开展“松江花

月夜@吉林”“烧烤名店名品”评选活动和“打卡夜吉林”短视

频评选大赛，评选出“江城烧烤名店”20家、“江城烧烤名品”

50个、“江城烧烤人气店铺”9家、“打卡夜吉林”优秀短视频

15个。

开拓国际贸易新市场

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吉林市与106个国家有贸易

往来，与32个国家的贸易额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对意大

利增长78%，对日本增长46%，对韩国增长25%。贸易商品达

500余种，其中，果仁类产品贸易额增长205.65%，乙烯聚合

物同比增长67.21%，扬声器同比增长15.22%，维生素E同比

增长12.8%。

外贸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吉林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

164户，进出口额超亿元企业10户，超千万元企业29户。吉林

市还制定了《吉林市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实施方案》等方案，争

取国家及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总计573万元，对拓展海外

市场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对俄贸易取得长足进展。吉林市在欧亚超市、万客隆超

市开设两家俄罗斯商品专区，引入俄罗斯特色商品近300种，

月销售额约5万元；纤维原丝产品对俄出口达500吨；组织企

业参加第7届中俄博览会、东博会“俄罗斯商务日”活动，与俄

罗斯客户进行现场对接洽谈。

吉林市升限入统实现新突破，全市商贸业在库企业

483户；截至目前，新增月度入库企业61户，是2022年同期

数量的7倍；正在申报入库91户，12月大个体预计入库35

户，全年预计实现入库 187户，升限入统数量将实现历史

新高。

此外，吉林市线上经济加速发力，市老爷岭集团与快

手张二嫂开展合作，首日销售额达 272万元，提升吉林市

地产品上行效率；吉林市大米企业与京东对接座谈后，在

京东等主要平台实现月销售 100 余万元。跨境电商也取

得新进展，吉林市经贸侨务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

兰，吉林市物流企业签订 3项合作，租赁海外仓面积 1.43

万平方米，完成任务指标114%，实现了吉林市跨境电商海

外仓业务新突破；吉林市新思路公司通过中国（吉林）跨

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申报，实现了吉林市“9710”新

模式“零的突破”。

吉林市大米企业与京东对接座谈。

吉林昌邑万达

广场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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