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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2023年，二道江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

以赴稳经济、强信心、促发展，全区经济持续回稳向好，焕

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活力。

据统计，2023年，二道江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2%；

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 35.5%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4%……一组组“跃动”的数据，彰显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势头。

奋勇争先，主要指标成绩亮眼

2023年，“抓项目”“强招商”“优环境”成为二道江区

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项目建设阔步向前。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

快谋划一批能落地、可实施、有潜力的项目，为项目建设

集聚“新动能”。全年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5个，

完成投资8.06亿元，金马原料车间改造、信能生物质热电

联产、阿尔凯斯特年产500万件高端精密铸件等重大项目

均取得新进展。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聚焦招商重点，紧盯优势龙头

企业，多措并举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招商引资跑出“加速

度”。谋划包装重点招商引资项目15个，计划投资总额

30亿元。依托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推介会、吉商大会、东北

亚博览会等省市重大经贸活动签约项目11个，计划投资

总额42.8亿元。洽谈推动省外招商引资项目37个，计划

投资总额137亿元。

消费市场回稳向好。积极制定提振消费政策措施，

推动消费市场回升向好。抢抓消费节点，以创新促销形

式促进消费复苏，组织大型促销活动10场次，带动消费超

265万元；投放政府消费券7次，带动销售额超270万元。

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亿元，同比增长4.3%。

统筹推进，产业结构焕新升级

2023年，钢铁延伸及配套、现代旅游、环保新材料“三

大产业集群”构筑起二道江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

撑。

钢铁延伸及配套产业实现突破。全年冶金产业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通钢3号焦炉干熄焦及配套发

电项目竣工投产；东新石油机械成功获得国家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资质，涵盖89大类、1897种类型车辆及运输设

备；年产150台石油专用车项目建设完成，正在进行样机

生产。

环保新材料产业稳步发展。鑫鸿年产300万吨环保

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期顺利投产运营。吉林铭邦年处理45

万吨水渣、聚森年产90万吨矿渣微粉等一批新材料产业

项目相继进入试生产阶段。

现代旅游产业粗具规模。编制实施《二道江区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主动融入全省东部旅游大环线，通化溶

洞地质公园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整体设计、地质勘测、拆

迁工作基本完成。

凝心聚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023年，二道江区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

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新名片。

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年

减免税费1.4亿元，惠及企业7410户次。持续深化“‘办

不成事’请找我”服务窗口作用，打造特色品牌名片，提供

应询答疑、应诉调处等一站式服务，政务大厅全年办理各

类服务事项49万件。

经济活跃度明显增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3%。金马药业1.1类新药琥珀八氢氨吖啶片在上海中

心揭盲成功，企业年产值同比增长30.4%。

产业园区发展壮大。牢牢把握全市建设吉西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有利契机，谋划实施新型建材产业园项

目，金属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完毕；东新石油机械与湖

北程力汽车集团达成特种车辆制造与销售合作；鼎信再

生资源利用、盛东机械等5户企业已在园区注册，产业园

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效提升。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通化市深入贯彻

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精

神，坚持解放思想、开放包容、放开搞活，以良好

的营商环境激活力、树形象、开新局。

走进通化市政务服务大厦，前来办理业务

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办理各

项业务、解答各类问题，事项办理高效有序。

在综合服务岛工改窗口，前来咨询办理竣

工验收所需材料的通化市二十中学党支部副书

记卜雷对窗口的办事效率赞不绝口：“通化市第

二十中学异地新建建设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

阶段，工改窗口派专员‘手把手’教学，节省了

30多个工作日，极大提升了项目建设速度。”

春节刚过，通化安睿特生物制药重组人白

蛋白生产基地一期工程项目的施工人员就迅速

投入建设当中。

“春节假期结束，我们就迅速组织人员投入

施工，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进度的90%左右，争

取在今年五一前完成项目试车。现在每天在场

员工能达到100多人。”通化安睿特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监赵洪志说。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建筑面积

1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原液车间、制剂及质检

中心、仓储区、开闭所等，购置设备1008台套，

设计年产重组人白蛋白原料及制剂100吨。目

前，设备安装调试进入尾声。项目达产后，年可

实现产值35亿元，税收3亿元。

通化市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

干劲，全面打造经营主体满意、办事群众幸福、

网办率稳步提升的一流营商环境。

强化好办易办，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深化“一门、一窗、一次”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区

深度融合”服务模式，建立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无差别”受理体系，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线

下办事“只进一门”“最多跑一次”。提升审批服

务质效，优化帮办代办专班服务，健全完善上门

办、预约办、延时办等服务机制，主动为办事企

业提供服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从

企业群众需要出发，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

侧向群众需求侧转变。

强化柔性监管，释放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全面落实“首违不罚清单”

制度，引导、规范、促进经营主体依法经营。深

化行政检查执法智能备案改革，全面推广应用

“我要执法”App，强化改革情况社会监督，推动

行政检查执法智能备案改革“改彻底、全覆盖”，

最大限度减少对监管对象的无效扰动。深化行

政执法领域合规改革，积极推进行政执法领域

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促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长

远稳定发展。

强化改革监督，提升经营主体获得感满意

度。开展“点穴式”提升，聚焦改革重点领域，

高标准制定《2024年通化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行动重点任务方案》，强化“季度联合走访调

研”“优秀经验培训推广”等长效常态提升机

制，确保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整体均衡发

展。开展“跟进式”改革，深化信用报告替代证

明，在已实施的41个领域基础上再增加7个领

域，实现“应替尽替”；全面推行接诉即办改革，

完善接诉即办流程，加大知识库建设和精准派

单工作力度，重点做好“接、派、办、督、评、拓”

六项任务，提升群众诉求分类处置能力。开展

“调研式”监督，综合运用实地走访、现场查看、

座谈交流、发函督办等方式，全力解决企业“急

难愁盼”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各类问题解决，努

力实现“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带动一

项工作”。

“我们将以学习贯彻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精神和‘狠抓落实年’为契

机，从解放思想抓起，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从

优化营商环境破局，做好‘放’‘活’两篇文章，以

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不断开创营商

环境和项目建设新局面，为建设‘丰富多彩’的

美好吉林贡献通化力量，展现通化担当。”通化

市政数局营商环境考评科负责人尉瑞宾说。

本报讯（记者孙鑫 实习生范诗晗）一年之计在于春，开

局起势见精神。龙年伊始，通化市各企业纷纷开足马力，忙

生产、赶订单，跑出开工加速度，努力拼出首季“开门红”。

在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加车间里，工人们全力奋

战在生产线上，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印尼的硫酸镍订单。

“正月初九复工后，工人们加班加点投入订单生产，目

前正在进行四川和印尼硫酸镍的项目工程。新的一年，我

们会以更好的状态起好步开好局。”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

机加车间调度腾海波说。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化建新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合金提取镍、钴、锰、铬等新材料设

备的制造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等于一体的EPC

专业化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专利46项，业务覆盖

东南亚、非洲、美洲、澳洲、欧洲等地，技术及市场占有率为国

际领先水平。2024年，企业还将聚焦关键技术、深耕专业领

域、拓展国际市场，提升高质量发展竞争活力。

机器声轰鸣、流水线转动，通化康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春节过后复工生产以来，保健食品车间和消杀产品车间

铆足干劲抓进度、赶订单。

通化康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东旭告诉记

者：“眼下，公司订单销量情况很好，正在生产的有保健食

品、消杀产品、抗病毒抗流感产品，销量稳步提升。”

作为一家林蛙深加工企业，通化康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12年来已有40项自主品牌，注册商标90多件，成为

集生物科技研发、产教融合和工业化的生产型企业，先后被

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

“今年，企业将不断加大投入，紧盯大健康产业发展趋

势，把小林蛙变成大产业。”林东旭说。

奋发竞春，通化市各企业以“拼”的精神、“抢”的意识、

“争”的劲头，抓订单、稳生产、拓市场，全力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赵成洪 记者李铭）2023
年，通化市文联团结和带领全市广大

文艺工作者，讲好通化故事，传播通化

声音，推动全市文联文艺工作展现新

气象、实现新作为。

强化政治引领，夯实理论根基。

通化市文联紧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这条主线，积极举办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实践活动，持

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

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市文

艺界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文

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强化创作理念，丰富文艺活动。

围绕中心开展主题创作，征集纪念改

革开放 45周年优秀文艺作品近百

篇，刊发“通达四海 化育未来”城市

形象语书法作品，在“通化文艺”公众

号开设“七色之城美丽通化”文艺作

品展播栏目，宣传“七色通化”；征集

文学、摄影、美术、楹联、剪纸作品300

余幅；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3100余篇；通化市美协开展通化旅游

风光美术作品展、“葡萄美酒映乡情”

美术作品展；佟江诗社创作50余首

作品；戏曲家协会原创红色题材优秀

作品《守望》《白山红雪》参加2023年

吉林戏剧节演出；通化市民协持续授

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艺术精品课

程1000课时；通化市影协举办“遇见

通化不一样的美好”通化四季主题摄

影，开展“冰雪奇缘·童话通化”中国

通化冰雪旅游季摄影展、“鸭绿江畔、

养生集安”全国摄影大赛作品征集以

及丹东、白山、通化鸭绿江流域美术、

书法和摄影展等活动；持续开展“万

幅楹联飘红百姓家”品牌活动，通化

市楹联学会携手辽源市楹联学会共

创作400余幅主题楹联。2023年，通

化市文联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群

众文化赛事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强化精品意识，创作成果丰硕。

通化市作协出版长篇小说20部、诗

集1部、中篇小说集1部，在中央级、

省部级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121

篇（首）。电影文学剧本《绝壁》发表

于《中国作家》；舞蹈《最美人参花》《冬去春来》在《印象·通化》中

演出；话剧《回家·宝贝》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在省内外巡演

48场；《荷塘秋韵》获全国石刻设计大赛首届“伍丁杯”大工匠现

场雕刻竞赛银奖；长篇小说《玛珥湖》、诗歌集《白雪之上》、中国画

《白山黑水铸忠魂》、书法作品《史记·管晏列传》、松花石雕刻《参

娃壶》5部文艺作品获第十四届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

强化组织建设，打造文艺队伍。制定《通化市文艺工作者职

业道德公约》，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崇德尚艺，守正创新。建立

“文艺专家库”，推进“名师带徒”工程，培养一批文艺“高徒”青年

英才，目前已结成21对师徒。团结引领“文艺两新”群体，对新文

艺群体进行“身份赋能”。

强化阵地管理，把准文艺方向。加强文艺阵地的意识形态监

管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建强用好“通化文艺”公众号和

“通化文艺公益大讲堂”等阵地，“通化文艺”微信号、视频号刊发

信息203条；“通化文艺公益大讲堂”开展文艺培训15场，受训人

数3000余人，点赞量超过3万次。

2023年，全市各地文联工作各有特色，精彩纷呈。集安市全

力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创作书写近400幅木质楹联作品悬挂在

农家庭院；通化县开展“追寻抗联英雄足迹，打造红色旅游地标”采

风创作活动，实现名城与名家“喜结良缘”；柳河县开展“第一届柳

河县罗通山文艺奖”评选活动；辉南县举办“辉南·磐石两地书画作

品展”，加强两地文化交流；东昌区举办“我爱艺术通化有我”“喜迎

新时代”文艺展演，通过歌舞、京剧、诗朗诵、独唱等形式表达人们

对党的热爱及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二道江区将志愿服务活

动与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使基层文艺队伍在各类传统节

日、“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优化营商环境 狠抓项目建设

通化市厚植沃土赋能高质量发展通化市厚植沃土赋能高质量发展

春节过后，通化安睿特生物制药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一期工程项目的施工人员迅速投
入建设当中。 常平 摄

忙生产 赶订单

通化企业跑出开工 加 速 度

在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加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印尼的订单。本报记者 李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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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创新绩 砥砺奋进向未来
——2023 年二道江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综述

孙赫 本报记者 王忠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