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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亮 田林 记者孙鑫）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富美乡村，辉南县团林镇

把庭院经济作为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引领村

民在庭院内种植早婆婆丁、早西红柿、早黄瓜、

早豆角等蔬菜和新品种甜玉米，提早卖向市场，

实现“半亩小菜园、营收几千元”的增收目标。

来到团林镇东胜村村民李文良家，院子里

的大棚内，一群人正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手里

不停地忙着给婆婆丁去根，十分热闹。大家动

作娴熟，不一会儿面前的盆里就放满了鲜嫩的

婆婆丁。

“村里很多村民都利用院子里的水稻育苗

棚，在育苗前种植山野菜婆婆丁，效益很好。所

以每年这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采婆婆丁，人多

力量大，采摘效率也高。”李文良笑着说。

东胜村党支部书记郑喜宝告诉记者，“庭院

经济”因投资门槛低、收益回报快等诸多优势，

已成为不少农户利用农闲时间来发展经济的首

选。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庭院经济”上尝到了甜

头，不仅盘活了闲置的院落空间、土地资源，也

丰富了经济发展业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

了增收发展新路径。

“你看，去年秋天把婆婆丁种子种上，今年

3月中旬就开始采摘，采摘后立刻包装上市，收

入直接就进到了村民的口袋中。利用农闲时节

让大家有活干、有钱赚，还能提高育苗棚的温

度，产出的山野菜供不应求。”郑喜宝说。

不断释放“庭院经济”发展新活力，辉南县

团林镇将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产业相结

合，整合村民房前屋后闲置土地打造“小菜园”，

打造“庭院经济+产业发展”新模式，按照“宜种

则种、宜养则养、宜加则加、宜商则商”的原则，

因户施策，让庭院“方寸地”成为增收“幸福园”。

通化以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服务治理能力
本报讯（王晓红 记者李铭）近年来，通化市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群众关切为导向，以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为重点，深

入实施“数字通化”建设行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让“数智”惠民可感可及。

“以前怕错过乘车，只能站在公交站点等车。现在

有了‘车来了’APP，公交运行实时信息尽在‘掌’握。你

看，公交车运行到哪？还有几分钟到站？一目了然，节

省出行时间，提高乘车效率。”“掐点”乘公交，让市民张

琰直赞便捷。

服务民生，智慧先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开启

人民群众智慧美好新生活，通化市以公共服务现代化

推动群众生活品质升级，全力打造为民服务新模式。

政务服务“好办易办”。上线“数字政务门牌”，企

业群众扫码可享线上精准引导服务，政务服务从“窗

口”延伸到“家门口”。深入推进“一网通办”，788项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建立数据共享协调联

动机制，归集政务数据18.3亿条，推动身份证、营业执

照等电子证照在 1000 余个政务服务事项中应用，

99.7%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平均办理时

限较法定时限压缩82%。

“智慧交通”便利出行。“车来了”公交 APP上线使

用，通过道路信息精准感知，为市民提供公交车辆实

时位置查询、到站下车提醒以及换乘指导等服务。建

设智能化公交电子站牌 60 个，提供公交信息语音播

报、手机充电、城市信息查询等服务，满足市民出行多

元化需求。

“智慧医疗”触手可及。全市 21家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全面实行“互联网+医疗”服务，网上预约挂

号、指尖结算等服务深受欢迎。深入推进基层医疗

信息化建设，顺利完成与省健康大数据平台对接，推

进电子健康档案开放应用，构建起强有力的信息便

民惠民支撑体系。

“智慧文旅”体验升级。依托“5G+AI”等技术，万峰

通化滑雪度假区成功打造集滑雪过程智能采集、用户

互动参与后期创作等于一体的，沉浸式冰雪运动新体

验。“漫游通化”文旅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包含景区介

绍、路线推荐、演出预告、餐饮预订、特产介绍等多项涉

旅便民服务，游客可一站式获得“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六要素的各项信息。

做好服务文章，通化市努力实现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与民生保障、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一系列数字化转

型建设让市民生活更便捷，惠民成效显著提升。

惠民生，智慧城市有温度；保安全，智慧城市有力

度。打造善治有序的智慧城市，通化市不断提高城市

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城市治理精细发展推动城市运行

质量提升。

聚焦“交通强国”和“数字吉林”战略，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智能化建设，通化市发挥科技信息化在交通运输发

展中的支撑作用，建立智能交通运输综合运行监测与信

息中心，开发城市公交智能平台、城市出租智能平台等

交通运输专用系统，为222台公交和1504台出租车安装

升级信息终端设备，可全程录音、记录车内外视频，并可

一键报警，实现智慧监管和行业服务双提升。

通化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宫兆峰向记者介

绍：“以智慧交通建设为主攻方向，我们增强数据应用

能力，引导行业部门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用数据服务，实现交通运输基础要素数字水平、

支撑保障能力、行业治理能力、运输服务水平等多方面

有效提升。”

同时，提升城市预警应急指挥能力，通化市搭建智

慧消防云平台，现已接入128家单位，实现24小时实时

监测，风险预警和火灾防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提升公用事业管理数字化水平，建立燃气调度指

挥中心，开发智慧燃气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从管道施

工到用户通气使用、从应急决策到抢险维修的全流程

智慧化管理；完善供水综合调度监控等系统，新增感知

设备30余台，实现供水生产精准调度；建设智慧热网大

数据平台，整合用户服务、调度指挥、室温监测数据，有

效提高供热质量。

“我们将聚力实施‘数字通化’建设行动，加快‘城

市大脑’建设，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

升。聚焦人民期盼，拓展数字化生活应用场景，建设

人民满意的智慧城市。”通化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李

明泽说。

完
善
城
市
功
能

提
升
城
市
品
质

通
化
持
续
推
进
城
市
更
新
建
设

本报讯（赵承奇 记者李铭）以城市

“更新”推动城市“焕新”，通化市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设计有

高度、建设有厚度、管理有力度、城市有

温度”的目标，狠抓项目建设、民生保

障、安全生产等工作，持续推进城市更

新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发展为先，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围绕精致城市建设目标，加快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全力推进玉皇山大桥改造工

程，尽早实现大桥顺利通车。实施市政

设施维护工程，改造雨污分流配套道路

工程，对民主路、福明路等街路进行升

级改造。实施绿化美化和绿植管护工

程，新植补植市区行道树、花卉，对公共

绿地进行精细化管护，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城市。严抓工程质量，通过综合督

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加强工程质量、工

程进度、安全生产、施工组织等情况监

管，精心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让人

民群众尽早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民生为本，全力擦亮城乡宜居底

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一体化推

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工作。加快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围绕

建设新型城镇化，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

小区改造，分类推进更新改造。持续实

施燃气等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供热

管网改扩建工程、排水管网二期工程、

污水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民生项

目，推动民生工程走深走实。在推进重

点工程建设中，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供水、排水、燃

气、供热等各类设施进行实时监测，提

升城市运行安全保障能力。

预防为主，牢牢守住领域安全底

线。严把供热、供气、供水、建筑工地、

危房等安全关，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

向“事前防”转型，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强化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加快推进

燃气报警器和切断装置安装工作。强

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开展起重机械、

预防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吊篮3个专项

整治。加强既有房屋安全监管，持续抓

好自建房安全常态化工作。开展大跨

度公共建筑安全体检，发现风险隐患及

时整治。开展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

和“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通化：厚植营商环境“法治沃土”
本报讯（赖禹彤 记者李铭）以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新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通

化市两级法院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

动，创新完善司法举措，深化高质量司法实

践，以审慎善意文明的司法理念，厚植营商环

境“法治沃土”。

畅通绿色通道，助力司法联动。开通涉

企案件“立审执”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诉讼

“快车道”。严格落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

制度，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

企业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成立涉企纠纷司

法联动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中转

站”，实现法律咨询、案件办理、信访等问题的

快速对接与处理，打破企业与法院之间的信

息壁垒，涉企纠纷解决效率大幅提升。

优化司法政策，促进协调配合。出台《关

于以企业信用为担保开展诉讼保全工作的意

见》等7项规范性文件和暖企安商、纾困惠企

司法政策，开展订单式助企活动，为涉企纠纷

解决提供制度保障，打造透明、公正的司法环

境。在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推动与指导

下，县（市、区）基层法院持续健全完善与税

务、工商、金融、保险、工会等各部门协作机

制，通过优化外部协调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

服务社会综治，注重成果转化。在全市

法院统一创建“司法释明服务中心”，为经营

主体提供诉前引导、诉中辅导、诉后疏导“三

位一体”全流程司法释明服务 200余次。与

通化市工商联、市检察院等部门建立沟通协

作机制，确定两家药企和一家供热企业作为

民商事改革试点，印发《人参产业链法律风险

防范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制定《关于加强司

法建议工作的规定》，全市法院发送司法建议

115份，推动县级行政机关出台制度16项，6

类案件实现下降20%目标。

辉南县团林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庭院“方寸地”增收“幸福园”

抢抓农时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通

化市供销社全力

保障春耕农资供

应需求，为全年农

业 丰 收 打 好 基

础。图为位于二

道江区的鸭园供

销合作社，农户来

采购化肥和种子。

庄新岩 摄

数字赋能助力

城市治理精细化，

通化市城市综合指

挥中心建设进展顺

利。

本报记者 李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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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组塔、架线……连日来，

在沈白高铁吉林段TJ—3标桃源村

特大桥附近的220千伏通桃甲、乙

线53号组塔现场，机械声、喊号声、

材料碰撞声交织作响。群山间，国

网通化供电公司20多名工作人员

正在山顶开展输电铁塔组立和线

路架设作业，输电铁塔“拔节生

长”。

“原线路跨越沈白高铁项目拟

建设高架桥箱梁上方，会导致线路

对地距离不足。为项目建设‘让

路’，我们拆除原线路，新迁改4基

塔，预计 3月末完成此处线路迁

改。”国网通化供电公司运维检修

部专责杨立伟介绍。

通化山多林密，初春时节前往

220千伏通桃甲、乙线51号-55号

改造工程现场，路面湿滑泥泞，一

路上山并不容易。

“施工基本都在山区，道路难

行。运输和组塔过程中，我们克服

重重困难，链轨吊车和人工运输组

塔等多种方式并行。眼前的53号

塔，全塔高达45米，正常组塔需要

5至6天，我们预计3天完成，缩短

一半工期。”春寒料峭，但杨立伟和

施工人员的额头却布满汗珠，大家

紧盯施工安全，坚持将每一颗螺丝

彻底检查、紧固，确保工程质量。

宁让电等建设，不让建设等

电。护航沈白高铁项目加速建设，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在保障项目建

设用电的同时，还需要对输电线路

进行迁移改造，已完成一期沈白高

铁66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迁改，共

涉及 4处线路改造，新建铁塔 43

基，架设线路11.397公里，有效地

保证了高铁建设需求。

前不久，二期沈白高铁66千伏

及以上输电线路迁改开工建设，共

涉及 6处线路改造，新建铁塔 33

基，架线6.277公里，拆除铁塔24

基，拆除线路6.02公里。

沈白高铁吉林段TJ—3标总工

程师张建斌对记者说，项目能按照

计划推进建设，离不开电力公司的

用心服务和及时迁改输电线路，为

高铁建设腾出“空间”。

“目前迁改线路上的原有铁塔

正好位于我们的架梁通道上，制约

着后续53孔的箱梁建设。铁塔迁

改后，我们就可以按计划于4月开

始架梁，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很

大帮助。”张建斌说。

据了解，沈白高铁项目通化段

工程点多面广、施工分散、基础作

业多。当好项目建设“电保姆”，国

网通化供电公司主动对接项目，开

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事事走在

项目节点前面，全力做好用电保障

协调。在施工单位提出用电申请

后，将所有办电流程“串联”工作方

式改为“并联”方式，受理、勘查、设

计一体化实施，施工、验收、送电同

步推进。

“二期沈白高铁66千伏及以上

输电线路迁改工程为期两个月。

我们将按照高铁施工节点，逐条迁

改线路，确保项目后续建设顺利开

展，为沈白高铁建设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保障。”杨立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