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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程智 记者李铭 孙鑫）农

田处处染新绿，水稻插秧正当时。连日

来，通化县抢抓农时，高质量开展水稻插

秧作业，田间一片农忙景象，为再夺全年

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时令催人耕种忙。来到通化县西江

镇太平村，万亩稻田拉开插秧序幕，农业

机械化加快栽插进程。伴着阵阵轰隆的

机械声放眼望去，农机手娴熟地驾驶着高

速插秧机来回穿梭，所过之处一株株嫩绿

的秧苗稳稳地立在田中，竖成线、横成

排。边角地头上，几位村民手持青秧，查

漏补缺，不一会儿片片水田便披上了“绿

装”，生机勃勃。

通化县达林水稻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蔡长会告诉记者：“过去，全靠人工插秧，

熟练的工人一天也就能插两亩地，现在，

我们有3台高速插秧机、3台手扶插秧机、

2台运苗车，一天能插秧100多亩，不但省

时省力、提高效率，还降低了种植户的人

工成本。”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西江镇

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强化

技术指导、培养技术人才，提高科学种植

水平，推进水稻插秧工作及后期管理顺利

高效开展。截至目前，农技服务工作小组

开展技术培训25次，发放传单3000余份。

“水稻苗的长势特别好！今年，我们

种植水稻600多亩，从5月20日就开始插

秧了，大概6天左右就能干完。插秧结束

后，用无人机杀虫、施肥，靠科技精准进行

田间管理。”望着稻田渐渐披上一层新绿，

蔡长会坚信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据了解，全力抓好水稻种植工作，年

初以来，通化县组织开展农资检查专项行

动，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和

“放心肥”。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

“主力军”作用，通过线上线下、走村入户

等形式，开展农机具检修技术指导。提

升农户科学种植技术，助力农业增产增

收，利用农业信息化手段调整服务方式，

举办各类线上线下培训班，并针对近期

春耕生产加强苗田管理，派出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看苗情、观墒情、查病害，

技术指导到户、到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今年农业生产种下丰收希望。

“通化的夜，有活力、有魅力，‘烟火气’

足、打卡地多、场景设施完善，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出来，心情特别放松。”赏夜景、逛夜市，

看演出、享美食……感受通化夜生活的闲暇

时光，游客张芳芳沉醉其中。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通化灯光璀璨，

“新夜态”点亮新生活。多元化的游玩、消费

模式，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

来，商圈“火”起来。

进入“夜嗨”模式，通化龙兴里文旅小镇

不断上新，越夜越精彩。

“第一次来通化，夜间的龙兴里文旅小

镇流光溢彩，一秒‘穿越’民国。特色美食让

人垂涎欲滴，风情街区好逛好玩，还有百万

粉丝网红歌手现场演唱，各类演出也是层出

不穷，太热闹了。”在龙兴里开启沉浸式夜

游，沈阳游客王敏一家直言不想离开。

漫步龙兴里，仿古街区建筑再现民国时

期通化关东重埠的历史风貌，老城繁华记

忆，充满历史韵味，让人陶醉其中。小镇以

通化民国历史氛围为基调，融合文化、旅游、

娱乐、休闲、度假、购物等多种功能，成为通

化旅游文化的新名片、热门打卡新地标。
每到夜晚，“萨满舞蹈篝火晚会”“俄罗

斯舞蹈”“经典金曲演唱”等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文化演绎秀，让通化的夜晚火速“升

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欢乐加倍。

“今年夏天，为了给市民、游客带来极致

的‘夜游’体验，我们策划了多种互动性强、

体验感足的演绎活动，每晚平均接待游客近

万人。”龙兴里文旅小镇销售运营总监朱飞

飞说。

初夏向晚，悠悠江水穿城而过，位于佟佳

江岸的滨江夜市逐渐热闹起来，“烟火气”升

腾。整齐规范的摊位上，传统小吃、“网红”美

食、特色小商品应有尽有，熙攘人群穿梭其

间，吆喝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繁华热闹。

一处烧烤摊前，游人排队等候，炭火在

燃烧，烟雾在升腾，各种食材在烤架上翻滚，

发出“滋滋”的声响，摊主陈喜越忙越高兴。

“每年夏天我都到滨江夜市摆摊，一直干到

10月。今年夜市开市以来，每天晚上人都很

多，收益特别好，而且摊位费全免。”

鸭绿江畔观江览景、大吉他广场光影

璀璨、美食云集撞击味蕾、烟火气息催旺人

气……夜色中的集安，特色更鲜明，彰显

“新”活力。

随着夜幕降临，五彩斑斓的灯光在吉他

雕塑上跳跃，集安大吉他广场灯光秀正式上

演，绚丽的灯光配合动感的音乐，将整个广场

打造成一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成为最热闹、最

璀璨的焦点。不远处，大吉他美食街烧烤、海

鲜小炒、大冷面等美食令人垂涎三尺，吸引众

多游客寻“味”集安，共享美好夏夜。

“现在大吉他主题广场的‘夏夜狂欢’不

仅是我们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更是游客

来旅游的必打卡之地，人气旺着呢。”集安市

民刘艺欣骄傲地说。

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围绕“食、

游、购、娱、体、展、演”等方面，通化市努力推

动形成商旅文多元业态相融合的夜间休闲

消费格局，城市“新夜态”不断涌现，让游客

想来、想住，还想留。

本报讯（王晓红 记者李铭）推动

营商环境提质增效，通化市坚持从企

业群众视角出发，以破解办事梗阻、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着力点，紧抓

“高效”“办成”“一件事”3个关键点，

加快推动政务服务“好办易办”，营商

环境不断提升，增强企业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聚焦“高效”，数字赋能推动服务

升级。以数字化水平推动营商环境

再提升，通化市在全国首创“市区深

度融合”政务服务模式，整合“一市两

区15厅”为一个政务服务中心，推动

金融、法律、公共服务等服务事项入

驻政务服务中心，2500多项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一门、一窗、一次”无差别

受理。强化数据共享，推动全市发布

共享资源 9152 个 ，归集政务数据

18.3亿条，精简申报材料4000余份，

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82%，11674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

网通办”。“接诉即办”智能管理平台

投入使用，今年以来，受理各类诉求

4.5万余件，日均受理500余件，热线

接通率98.31%，办结率 99.28%，满意

率99.67%。

聚焦“办成”，优化流程提升服务

水平。以“办成事”为目标导向，不断

扩大“跨省通办”范围，与台州、丹东

实现“跨省通办”事项 129 项。探索

实行“政银通办”服务，在农商银行开

通政银合作网点，拓宽“政银合作”服

务新模式，基层政务服务“就近能办”

“多点可办”。创新实行“政务服务流

动车+上门办”服务，梳理 50项与民

生服务紧密相关的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以政务服务直通车为依托，为不

便出门、不能出门的特殊群体提供预约即办、上门服务 130余

次。持续优化“帮代办”服务，设立帮代办服务窗口、特殊语言帮

办队伍，制定《帮代办服务事项清单》344项，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360余次。

聚焦“一件事”，服务效能提质营商环境。强化跨部门业务协

同和数据共享，将多个部门相关联的“单个事”整合为“一件事”，

推动企业群众办事由“多地、多窗、多次”变为“一地、一窗、一

次”。统筹部署“一件事”改革，确定《2024年通化市“高效办成一

件事”重点事项清单》16项，制作《“一件事”基础信息统计表》，

明确事项受理条件、办理时限、办理流程等33个要素信息，逐个

事项制作申请材料示范样本和审查要点。整合办事流程，制作

“一件事”办事指南、“一件事”办理流程图，实现“一件事”一次申

请、同步办理、一口出件。在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高效办

成一件事”窗口，配备窗口工作人员、物料流转员、自助服务区帮

办员等，为企业群众提供咨询引导、窗口受理、帮办代办等服

务。目前，已率先在全省推行“企业破产信息核查”“开办运输企

业”等多个一件事一次办，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85%，缩减提

交材料85.37%，减少跑动88.89%。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瞄准

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

力，通化市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高校为依托的“创新研

究院+创新联合体”技术创新服务体

系，赋能提升装备制造产业创新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通化市是新中国第一台修井机

诞生地，是国家石油装备重要生产

基地，也是我省产业规模最大、产业

链和创新链最为完善的石油装备制

造基地。

随着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模

式的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决定

产业竞争力的关键。通化市成立装

备制造产业创新研究院、石油装备制

造创新联合体，整合创新要素，构建

上下游企业与高校院所协同发力的

创新关系，开展“有组织研发+有组织

成果转化”，助推通化成为装备制造

产业理想的研究基地、实践基地、创

新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构建新型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研

究院。以政府主导、通化师范学院

承办，成立非营利性公益研究院机

构，并作为公益“第三方”引入到创

新联合体，平衡科技资源供需关

系。在共性技术应用方面，免费开

放成果共享，为产业创新做基础支

撑。在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等方

面，提供发展思路和前沿讯息，为产

业规划做智力支撑。聘用应用研

究、市场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为企

业创新做人才支撑。通过大量技术

合作与研发活动，培育本土管理和

技能人才，为产业发展做长远支

撑。支持企业开展重大技术项目联

合攻关、创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市场

引导性研发做技术支撑。

构建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创新联

合体。以“引导产业发展、推动技术

创新”为宗旨，推动资源汇聚，构建

以销售端为起点，自主研发与开放

合作并存的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的

创新模式，在增强技术支撑助力企

业多拿订单的同时，解决制约产业

现行发展的技术难题，改变企业单打独斗局面。

“创新研究院+创新联合体”模式将市场化引导研究与

基础应用性研究高效结合，既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又为产

业长远发展储蓄力量，实现“1+1>2”的效果。

一直以来，通化市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始

终把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构建积极开拓科技合

作渠道，搭建服务平台，出台惠企政策，有效促进创新资源

引进，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目前，通化市石油机械产品

基本做到井上、井下全覆盖，产品达千余种，畅销国内外各

大油田市场。

初夏的辉南县乡村，风光正好，生机盎

然。

5月20日一早，辉南县样子哨镇小椅山

村热闹起来，几辆车满载鹅雏驶向村部，村民

们面带喜色，三五成群拎着箱子赶了过来。

“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大家

排好队，别着急，都会分到，取完的回家精

心养起来。”

“放心吧书记，大伙儿养鹅还是手到擒

来，到冬天保证一个比一个胖乎！”

盘活庭院“方寸地”，拓宽村民“增收

路”，样子哨镇把发展白鹅产业与产业帮

扶、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精准对接脱贫

户、监测户发展需求，扶持村民利用庭院空

间饲养白鹅，增强“造血”功能。截至目前，

累计免费发放鹅雏5000余只，带动增收50

余万元。

鹅雏虽小，却承载着增收的希望。“我

患有慢性病，干不了重活，去年免费领了15

只鹅雏，刨去喂养成本赚了1500多元。今

年呐，我准备再多养一点，把我家的院子全

都利用起来！”村民林义笑着说。

样子哨镇发展白鹅产业，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举措，是发展庭院经济的有效载体，更关系

着全镇脱贫户、监测户的直接收益。该镇

在鹅雏选苗、培育、发放、养殖、出售各个环

节严格把关、全程跟踪、精准服务，致力将

白鹅产业发展成为全镇乡村振兴新的增长

点和关键抓手。

夜色更美夜色更美 消费更火消费更火 人气更旺人气更旺————

通化市让城市通化市让城市““新夜态新夜态””绽放新精彩绽放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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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滨江夜市升腾人气、商气、
烟火气。 本报记者 孙鑫 摄

◀众多游客
寻“味”集安大吉
他美食街，共享
美好夏夜。

张喆 摄

通化龙兴里文旅小镇越夜越精彩。盖国瑞 摄

通化县：沃野绿如染 只待稻花香

小院鹅雏正“生金”
——辉南县样子哨镇发展庭院经济见闻

李子健 本报记者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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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万亩稻田插秧忙。本报记者 李铭 摄

村民领取鹅雏，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李子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