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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重大项目开启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年初以来，吉林市深入落实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聚焦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全力以赴谋项目、抓项目、建

项目、落项目，积极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项

目建设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今年，吉林市拟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407个，截至

目前，已开复工323个。年底前，吉林市将有180个重大项目

竣工投产。

总投资339亿元的吉化转型升级项目完成土建施工，设备

安装“百日会战”进入施工高潮期；年底前，将有乙烯、蜡油加

氢等21套装置和194个小总体配套工程实现中交。总投资

27.4亿元的碳谷3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原丝项目已于4月开车

投产，实现高强度碳纤维产业化。总投资21.4亿元的碳谷15

万吨差别化腈纶项目将在6月实现8条生产线全面开车，年内

实现6万吨产能。总投资79.2亿元的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启动

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输水发电系统施工。

吉林市固定资产投资在去年全省第一的基础上，持续保

持稳劲势头。1月至4月，增长11.8%，连续3个月排名九市

（州）首位。尤其是一、二产投资增长明显，增速分别达

211.5%、55.2%。

此外，吉林市1月至4月产业项目投资增长72%，占比达

69.5%。制造业投资增长64.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0%。

全年计划实施产业项目256个，占比达到62.9%，较去年提高

2.5个百分点。

招商引资效果显著

挖资源、促合作。吉林市瞄准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

澳等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制定招商引资活动计划，做好活动

前统筹谋划、活动中务实对接、活动后跟踪推进工作。1月至4

月，累计开展市级以上招商活动27次。在吉林省—北京市招

商引资座谈会、赴川渝陕蒙等地合作交流等省级重点活动中，

签约高质量项目7个，总投资额177.8亿元。组织赴北京、广

州、深圳、西安等地开展小规模座谈、一对一拜访活动14次，组

织开展“请进来”考察活动13次，与140户优强企业洽谈，推动

碳纤维等重点领域项目143个。

强统筹、促集聚。吉林市聚焦化工、碳纤维等“四个基地”

相关的4个产业和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冶金及石材等5个

重点优势产业，突出“链主”企业和已落户企业开展以商招

商。深入开展碳纤维产业、冰雪装备产业专项招商行动，围绕

碳纤维及复材制品、拓宽碳纤维应用场景，梳理目标企业135

户，洽谈对接目标企业71户。拜访对接化工产业知名企业62

户，重点洽谈推进化工类项目34个，总投资458亿元。

挖存量、扩增量。吉林市围绕“谋划、生成、招引、对接、落

地、达产”六个环节开展全流程招商引资工作。推进各县（市）

区、开发区招商引资“一号项目”，累计谋划和签约招商引资

“一号项目”46个。深化落实“九解一协调”2.0升级版工作部

署，坚持“双停”企业盘活等专项攻坚和招商引资一体化推进，

市县联动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延面扩面。1月至4月，全市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增长31.05%，新签约招商项目52个，总投资额

330.12亿元。

统筹谋划未来可期

下一步，吉林市将突出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个重点，围绕化

工、碳纤维、冰雪旅游等重点产业，对69个由各县（市）区、市直

各部门主要领导包保的“一号项目”，全面强化项目签约、落

地、建设、投产、运行全周期过程管控，推动36个新开工“一号

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推动33个谋划“一号项目”年底前完成

立项批复、用地招拍挂等前期手续，明年春季开工。

梯次推进抓项目。抓前期进度，逐个项目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力争203个新建项目6月底前全部开工。抓建设进度，

开展项目“大巡检”“云踏查”等系列活动，现场疏通项目堵点

难点，推动吉化北方C8C9综合利用等重大项目，抢抓有效施工

期，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抓重点产业，加快20万吨/年醋酸

乙烯（VA）等165个工业项目建设进度，稳定工业“压舱石”作

用；抓好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等33个农业项目实施，确保

2023年增发国债支持的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推

动龙腾盛世滑雪场、青山大街等11个冰雪旅游产业项目建设，

加快打造世界级冰雪产业基地。

强化保障建项目。延伸服务触角，深化落实“九解一协

调”2.0版，持续推动“解投资难题”“解融资难题”“解审批

难题”提质扩面；为407个项目配备“企业知心人”或“项目

服务秘书”，在用地用能、融资贷款、手续审批等关键环节提

供“点对点”服务。加强要素保障，加快节能审查批复进度，

推动化纤年产5万吨原液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通过省级节

能审查；推动吉化、化纤、建龙绿电保障工程前期手续办理，

尽早启动建设；建立常态化银企对接机制，举办重点项目专

场银企对接会，积极参加省融资路演等活动。优化审批服

务，依托在线平台规范审批服务，清单化管理企业需求事

项，采取即来即审、容缺受理等方式，积极开辟项目审批“绿

色通道”，协调推动用地规划、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快

速办理。

此外，吉林市将全力争取上级资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紧盯征地拆迁、手续审批等项目落地关键环节，促进签

约项目早开工、快投资、真落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

持“一切围着企业转、一切围着项目转、企业有事马上办”，全

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

在招商引资领域，吉林市还将继续组织赴重点区域招商、

组织参加吉商大会等活动，洽谈和签约一批优质项目；锚定促

进招商项目履约，提级统筹，“一项一策”，力促项目开工建设

和资金到位，为吉林市高质量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建设

形神兼备的新时代新江城夯实项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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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记者从

国道G229线舒兰市白旗松花江大桥建

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将于7月底

完成主体工程并具备通车条件。届时，

舒兰至长春将缩短近50公里路程。

白旗松花江大桥东起白旗镇邵家

村，向西跨越松花江，连接长春市九台

区其塔木镇红旗村。项目由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建。项目概算

投资7.8亿元，总长13.7公里，按一级

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路基宽度

24.5米，道路设计时速80公里。

多年来，国道G229线在舒兰市和

长春市九台区之间的松花江处中断。

两岸主要通过在该项目上游76公里的

九站松花江大桥及下游20公里的半拉

山松花江大桥连接，附近交通仅依靠

渡口通行，交通极不便利。“白旗松花

江大桥的建设，对于贯通国道G229线，

连接舒兰和九台，提升两地的公路运

输能力，加快两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舒兰市交通局相关负

责人说。

此外，总投资14.2亿元的白鹅产业

园项目，正在进行屠宰车间、食品加工

区建设，预计9月末前部分功能投入使

用；总投资7.7亿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及改造提升项目，正在进行机耕路、渠

道衬砌建设，预计10月末前全部投入使

用；投资3.96亿元的2023年农村公路

水毁修复、投资2.72亿元的2024年农

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路面施

工，预计8月末前竣工投入使用……

今年，舒兰市全年计划开（复）工

5000万元以上项目45项，总投资118.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7.7亿元，截至目

前已开复工项目35项。1月至4月，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5.4亿元，增长24.2%。目

前，15个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续建项目

20项，总投资66.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1亿元，目前，已全部复工。

桦甸市：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周凇宇）日前，记者在桦甸

市森芝堂孢子粉项目现场看到，8个菌种培

育室正在开展菌种培养，20余名工人紧张地

进行切割菌段作业。

据了解，该项目由省森芝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于2022年启动施工，预计

今年7月建成，8月试运营投产。项目建成投

产后将形成一条集产品研发、产品加工、包

装仓储、线上线下销售、物流运输于一体的

灵芝产业链，在桦甸市聚集形成强大的品牌

效应。

据项目经理张勇介绍，目前，产品销售

渠道已初步建立，将在线上平台及线下2000

多家连锁药店同步销售。通过现有大棚种

植年产灵芝孢子粉10万公斤至15万公斤，

加上随行就市收购当地散户种植灵芝孢子

粉，总计年产可达25万公斤至30万公斤。

这个项目可有效带动周边100多家农户参

与，户均每年可增收10万元。

与此同时，位于桦甸市桦甸大街的华宇

国际酒店项目，目前已进行至收尾阶段，预

计七月初可投入运营。

华宇国际酒店项目经理徐晓雷介绍：

“酒店预计于7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营业

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年接待能力在10

万人次以上，年可实现营业收入5200万元。”

记者了解到，华宇国际酒店总投资1.8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6038平方米，建筑面积

近2.9万平方米。酒店是集住宿、餐饮、婚

庆、展览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场

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城区综合承

载力，提高接待服务水平，成为桦甸市新的

商业消费中心。

今年，桦甸市计划开工5000万元以上项

目50个。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2个、1亿元

至5亿元项目28个、5000万元至1亿元项目

20个，产业37个，占比74%。目前，已开复工

项目40个，开复工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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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凇宇）近日，记者走进昌邑区

农产品食品外销仓储物流及销售服务平台项目

建设现场，一栋栋厂房已经初具雏形，工人们正

在紧张有序地施工，现场一派火热景象。

该项目由吉林市昌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 建 设 ，建 设 用 地 2.9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12627.93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库房、冷藏库、烘

干中心、中转库、加工车间、电商平台、智能物流

综合服务信息中心、门卫室等，同时建设销售服

务平台及附属配套设施，主要从事功能米、米粉

及杂粮分装生产。

功能米计划年加工能力5000吨、米粉1000

吨，杂粮精包装能力50000吨。稻米油及食用油

生产线可同时生产笨榨豆油、纯香豆油等各类油

品近20款，年榨油量15000吨，年食用油分装量

30000吨。

“该项目自开工以来，已完成4个厂房和1个

办公楼的主体结构施工，正在进行10号厂房填充

墙砌筑及外网工程建设。”农产品食品外销仓储

物流及销售服务平台负责人潘帅告诉记者，“下

一步，我们主要进行二次结构及装饰工程的施

工，预计11月中旬完成项目全部建设内容。”

同样位于昌邑区的吉林都市工业产业园项

目二期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据介绍，该

项目外墙涂料、外墙保温、园区内外网工程已全

部完成，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装饰装修和收

尾工作。

该项目二期工程总用地面积3.4412万平方

米，共建设8栋多层厂房及人才中心、研发中心、

门卫等建筑，建设配电设施、通讯及管网、高通量

智能计算中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总营业

收入2913.66万元。

截至目前，昌邑区已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重

点项目15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4亿元；累计

协调解决项目问题5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

目手续办结率80%。

船营区：多个项目同步施工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记者在总投资

1.56亿元的东北电力大学储能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现场看到，承载建筑物料的大型卡车往来

穿梭，工人们有的在用专业设备切割钢筋，有的

在搬运水泥，吊车正吊起一块混凝土材料向上

运送……据现场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于3

月15日复工，目前，正在进行6层梁板柱的钢筋

绑扎和支模施工。

东北电力大学为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促进

学校长期健康发展，建设储能技术研究中心大

楼。项目占地面积0.7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1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储能技术研究中心楼

1栋，内设智能综合能源系统运行控制平台实

验室、规模化储能参与电力系统调节调控关键

技术研究平台实验室、新型电力系统多尺度调

节能力测试与控制研发平台实验室以及其他实

验室等业务用房；建设管网等配套附属设施；购

置科研实验设备25台（套）、公用工程设备27台

（套）。

据悉，该项目于2023年9月开工建设，目

前，主体封顶，2025年竣工。项目建成后，将对

东北电力大学深耕储能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有

利于加快储能技术的进步，带动储能产业竞争

力，推动我国现代能源体系实现能源安全供应

和绿色低碳发展。

总投资0.76亿元的搜登站镇3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已于3月5日开工，目前，正在进

行排水渠开挖及渠道衬砌施工；总投资0.9亿

元的中国联通吉林市网络建设5G项目，于3月

5日开工，目前，正在进行5G低频和中频站建

设；总投资0.7亿元的侵蚀沟治理工程项目，于

5月20日开工，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今

年，船营区计划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36

个，总投资7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8.1亿元。

其中，新建项目15个，续建项目21个。截至目

前，已开复工项目29个，开复工率80.6%。1月

至4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4亿元，同比增长

14.1%。

吉化升级改造项目加速推进。

吉林市中心医院省域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项目进入内部施工阶段。

东北电力大学储能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封顶。
吉林都市工业园二期主体施工完成。

桦甸华宇国际酒店项目即将完工。

舒兰市舒兰大街改造工程加快建设。

吉林市船营区农村四好公路项目建设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