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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连日来，临江市大栗子街道党工委组织街道机关干部、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快速投入到汛后恢复工作当中，全面勘察摸排辖区农田水利、生产设施、道

路设施、房屋建筑等水毁受损情况，协助农户开展农业保险申报，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陈禹光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张磊）今

天上午，镇赉县“镇赉莫莫格号”列车

首发仪式在镇赉站举行。首发的

Z5002次列车车厢内张贴着镇赉风

光和资源特产的图片，让乘客在旅途

中就能感受到镇赉的独特魅力。列

车开通后为镇赉学生上学、群众就

医、农民工外出务工、公务人员出差

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镇赉

莫莫格号”共有2列客车，镇赉到长

春每天早中各开行一列，长春到镇赉

每天早晚各开行一列。“城际列车的

开通，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便捷和

高效。”乘客高女士开心地说。

“‘镇赉莫莫格号’列车的成功首

发，不仅标志着镇赉县在铁路建设方

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也是镇赉县发展

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既是一项

方便全县人民出行的民生工程，也必

将促进镇赉与周边城市特别是与省会

长春的交流与合作，为镇赉带来更多

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

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努

力将镇赉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美丽、宜

居的现代化城市。”镇赉县发改局负责

人说。

白鹤之乡通春城

“镇赉莫莫格号”列车正式开通

本版编辑 李达 刘洋

投资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

省投资始终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前5个月增速均在6%以上，

上半年投资增长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彰

显了全省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

“作为全省投资主管部门，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省政府工

作部署，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用足用好多重政策

机遇，高质高效推进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各项工作，全力

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投资是驾辕之马，项目是定海神针。今年以来，全省各

地坚持谋定后动、快推快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拉动大规

模投资加快形成更多实物量。

炎炎夏日，吉林化纤1万吨超细旦连续纺长丝项目现场

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将产品打包装箱，源源不断地发往

销售终端。

1万吨超细旦连续纺长丝项目采用吉林化纤自有技术，

是人造丝板块继续向“连续化、细旦化、大型化、匀质化”升

级延伸的又一重大举措。该项目分三期进行，去年8月土建

施工，10月末完成暖封闭。

“从今年 3月份起，吉林化纤每月都将有项目开车投

产！”吉林化纤股份公司设备能源处处长付洪瑞介绍，吉林

化纤全年计划投资52.1亿元，谋划续建、新建年产10万吨

烧碱、5万吨人造丝等14个项目，向着总量再翻番的目标加

快迈进，进一步巩固吉林化纤腈纶板块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扩大有效投资，重在“服务”二字。积极解决项目难点

堵点，是吉林化纤重点项目“加速度”的强大后盾。

为保证吉林化纤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吉林经开区建立

驻企服务机制，设立服务化纤集团办公室，选派优秀干部驻

点服务，推动反馈诉求一日内受理、两日内提出解决方案、

三日内召开二级联席会议，全力高质高效化解难题。建立

捆绑招商机制，指派职能部门和企业共同参与碳纤维制品

招商引资、产业孵化等工作，紧盯泛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靶

向驻点招商。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吉林碳谷碳

纤维研究院作用，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

立拓空间保发展工作机制，主动协调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部门调整城镇开发边界，为承载拟实施项目、建设碳纤维产

业园腾出空间。

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我省紧紧抓住项目建设

“牛鼻子”。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10亿元以上项目488个，较去年增

加35个；百亿级项目31个，较去年增加11个。百亿级项目

中，奥迪一汽PPE、吉化转型升级等15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

上海电气、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等7个新项目已开工建设。

持之以恒狠抓项目建设，激发投资活力，吸引和带动了

更多民间资本参与经济建设。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民间

投资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

发展的脚步不停，如何“更好”永远是省委、省政府思考

的方向。为抢抓发展机遇，用足用好政策，我省大力争取资

金支持。

据了解，今年已争取到位增发国债额度367亿元，预计

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240亿元以上(已到位208.7亿元)、中

央预算内资金120亿元左右(已到位79亿元)，这都将成为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财力支持。

另外，上半年全省投资呈现的另一大特点是投资结构

的持续优化。

全省产业投资增长17%，高于全部投资10.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51%，较去年同期提

高5个百分点。

对我省发展而言，优化投资结构，意味着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大水漫灌”，让投资更加精

准、有效。仅以制造业为例，在全省产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达2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1个百分点。

汽车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支柱产业。眼下，正值企业开足马力，工厂加劲生产的好时节。走

进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一辆辆物料小车有序穿行，一个个机械手臂来回挥舞，

技术蓝领熟练地调试着设备……各个智能生产环节“人机合一”，紧张忙碌。自2月2日正式投

产以来，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已经制造完成了两万余支电芯。目前，产品已顺利

通过各项试验测试，产线正在有序生产，产能稳步提升。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也有亮眼表现。3月21日，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

制的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试验线上成功进行了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试验，标志着中

车长客在氢能动力轨道交通领域取得新突破。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产量增

长16.2%；轨道客车交付量同比增长29.2%，其中动车组同比增长57.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一个个投资项目的背后，正是吉林在高

质量发展上聚焦发力，构筑坚实经济发展“底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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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

来，我省在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

小”等民生实事问题上大力推出了一

系列新政策、好政策，实施了一大批

暖民心、惠民生的改造提升工程，在

嘘寒问暖间认真聆听人民群众的民

生意愿，用真抓实干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作为我省民

生实事的重要领域，在2024年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丰硕成果。

——改造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

用户“阀、管”80.45万户；

——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

——改造客运班线公交化线路

91条；

——完成515个行政村的污水

治理；

——建设法律援助半小时服务

圈；

——对85家中小学校进行“互

联网+明厨亮灶”升级改造。

眼下，一项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公共服务正在白

山松水间徐徐展开。

聚焦幸福

让公共服务暖意融融

走进延边州延吉市小营镇五凤

村，这里阡陌交通，一派优美的乡村田

园风光。可在过去这里却是“风吹满

身灰，雨天一身泥，路上长满草，垃圾

到处抛”的杂乱景象，由于生活污水得

不到有效处理，村子里常常臭水横流，

村民生活环境苦不堪言。

今年以来，在省生态环境厅的协

助下，五凤村充分考虑了当地地形地

貌以及污水排放特点，投资644.79

万元，采取了集中收集转运的方式处

理农村生活污水。通过治理工作，五

凤村臭水横流、污水乱排乱放的现象

得到了有效遏制，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截至今年7月底，我省已新增完

成5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工作，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为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实事

见实效”，我省印发了《吉林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管控）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统筹推动全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还对各地开

展了全覆盖督导帮扶，逐个地区分析

情况，确保干一个成一个。为助力地

方解决资金难题，筹集中央及省级资

金7055万元，优先支持一批条件成

熟项目，并推动10个项目纳入中央

及省级储备库，总投资约1.25亿元。

街坊邻里有了矛盾纠纷怎么办？

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帮您排忧解难。

家住长春市光明社区的79岁居民马

慧文，因楼上房屋漏水问题与邻居产

生了纠纷，一直没能解决。

今年以来，长春市光明社区设立

了法律援助联络点，设有专门的法律

援助顾问和联络电话，可供居民咨询

并及时给出解决方案。“社区的法律援

助工作人员彻底解决了我困扰已久的

难题，帮助我做了很多自己不了解的

法律工作，真心感谢他们。”马慧文还

告诉记者，“最近这里在举行普法讲

座，很多居民都自愿来参加，知法守法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十分重要。”

“今年，我们在全省开展了法律援

助便民服务‘百千工程’，精准研判法

律援助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聚焦网

约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

动者、进城务工人员法律需求设置联

络点，让更多需要获得法律援助的特

殊群体就近就便获得法律援助服务。”

省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主任周玲表

示，未来，我省还将进一步深化法律援

助半小时服务圈建设，不断为群众提

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创造便捷

让公共服务拉近距离

当前，我省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

项目不用再“跑断腿”“磨破嘴”，许多

有关法律援助、医保查询、医保异地

备案等事项，群众在所属社区就可以

完成办理。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惠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家住附近的居民何经奇一

大早便到这里办理医保异地备案，工

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一番后很快就

完成了相应工作。

“原来办理相关业务还得跑医保

大厅，路途远不说，到了还得排队取

号，等待时间长。现在医保服务下沉

社区，走几步路就到了，还不用排队，

非常方便。”何经奇高兴地对记者说。

目前，我省正在全面构建“15分

钟医保服务圈”，统一规范服务标

准。通过印发医保服务下沉事项清

单，明确14项医保服务“乡镇可办”、

8项医保服务“村可办”。通过印发

全省统一的医保服务事项清单、操作

规范和业务受理指南，加强基层网点

规范化建设，为医保服务下沉、拓宽

服务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乡镇（街

道）医保服务覆盖率100%，村（社区）

医保服务覆盖率超80%，已提前完成

民生实事任务。

穿梭往返于城市间的客运班线是

众多群众出行的选择之一。近年来，我

省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运

输组织形式，持续推进客运班线公交

化改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交通出行

领域的新需求、新期待。（下转第三版）

持续优化公共服务 致力营造美好生活
——我省民生实事系列报道之公共服务篇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当前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人民银行

吉林省分行发布的上半年吉林省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金融

运行总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全省经济发展

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截至

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8841.36亿元，同比增长4.7%，较年

初新增1048.94亿元。上半年，全省

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1463.94亿

元。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科学把握信贷投

放力度和节奏，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

资需求。

从领域上看：先进制造业贷款

高速增长。6月末，全省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 1076.34 亿元，同比增

长11.7%，较去年同期提高1.8个百

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等制造业”贷款余额

分别同比增长59.5%和 22.1%，较去

年同期分别提高2.5个和19.6个百

分点。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得到切实

保障。6月末，全省基础设施中长期

贷款余额 5771.73 亿元，同比增长

5.9%。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2.8%，较

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小微

企业融资实现量增面拓。6月末，全

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7460.38 亿

元，同比增长15.4%，较去年同期提

高2.5个百分点；较年初新增601.27

亿元，同比多增176.57亿元；授信户

数达5.6万户，同比增长8.3%。绿色

贷款保持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绿

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6%，上半年

绿色信贷增量占比达到20.9%。其

中，清洁生产和生态环境产业贷款

余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90.2% 和

44.4%。房地产贷款环比回升。6月

末，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0.8%，环比提高0.1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房产开发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5.1%，较年初新增

157.62亿元。房地产金融政策效果

逐步显现。

从融资成本上看：经营主体融资

成本明显下降。上半年，全省新发放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27%，同

比下降34个基点，其中普惠小微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同比下降107

个基点。6月当月，个人住房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50个

基点。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银行吉林省

分行积极开展债兴吉林系列主题宣

传推介活动，完善“吉林省债券融资

项目储备库”和“绿色债券支持企业

名录”建设，对“入库进录”企业分类

指导、重点培育、跟踪服务、动态管

理。上半年，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

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工具

等债务融资工具124.8亿元。支持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发行全省首单民

营科创票据10亿元。

金 融 总 量 保 持 合 理 增 长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463.94亿元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截至7月，吉林油

田今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2亿千瓦时，实现

绿电替代创效0.8亿元，且所发电全部用于

油气生产用电自消纳，全油田绿电占比已

提高至 29.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个百分

点，同时，通过精细化管理，弃电率实现全

面下降。

今年以来，吉林油田锚定“三分天下”战略

目标，在狠抓油、气传统业务稳产上产的同时，

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低碳转型的全

“新”路径，积极布局能源各业务领域，加快新

型油田建设步伐，努力成为清洁低碳能源贡献

者、绿色企业建设引领者，为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贡献“吉林方案”。

转变观念，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吉林油田

多渠道获取新能源指标，走多能互补之路。

他们深度挖潜，充分发挥人员、组织、设备优

势，进一步提升发电能力。同时，坚持组织

风、光等绿电全覆盖专项检查，全油田发电管

理水平全面提升，绿电发电量同比增长6600

万千瓦时。

半年多来，吉林油田通过变电所改造、区

域负荷联通、抢投13项融合发展项目等技改

措施，以及采油厂调整间抽运行时间、电加热

炉“追光运行”等管控办法，实现了弃电率降至

3%。同时，将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作为提质

增效的重要手段，强化自消纳发电和清洁热力

节能管控，实行生产计划管理，切实落实应发

尽发要求，不断提高自消纳绿电占比，加快实

现清洁替代。

吉 林 油 田 今 年 新 能 源
发电量突破 2 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