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高气爽，田畴沃野起欢歌；产兴业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绘新景。

10月10日，长春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暨推动乡村振兴

会议召开，此次会议采取现场观摩+集中开会方式分两个阶段

进行。会前，市委、市政府利用1天时间组织市直部门、六县

（市）区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围绕产业发展、粮食安全、农民增

收、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到公主岭市、农安县、双阳区现场观

摩了长春市国家农高区、合隆镇商业街、如意湖休闲旅游度假

区等8个点位，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

无论现场观摩还是参加集中会议，每到一处，与会人员都

认真倾听、凝神思考、轻声交谈，就如何稳定经济增长、稳住工

业底盘、加快项目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培育特色产业等方面，

详细了解先进做法，汲取成功经验，互学互鉴，进一步激发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声声号角催人奋进，会议释放出长春加快推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一股股蓬勃的生机在广袤的长春

大地竞相迸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动力。

因地制宜上项目 创新升级促发展

县域要发展,产业必振兴。六县（市）区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实体经济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区位

优势、特色产业、休闲文旅等优质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乘势而

上，持续抓好招商引资，积极谋划储备一批符合各自战略发展

要求的重大项目，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程，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主岭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范产业园位于公主岭市岭东

工业集中区，走进园区的肉牛屠宰车间，记者看到整洁的圈

舍、先进的设备，工人们正在熟练地进行着操作，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范产业园肉牛屠宰和食品加工

基地是公主岭市充分发挥肉牛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通过招

商引资重点打造的集饲养、屠宰、加工于一体的三产融合项

目。“项目总投资2.6亿元，选用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生产线、加

工设备，全厂实现5G覆盖，监控从繁育到生产肉制品的全过

程，可以精准地对质量进行控制，年可屠宰加工肉牛10万头，

精深加工3万吨肉制品。”企业副总经理焦立军说。目前，项目

已进入试运营阶段，达产后产值可达40亿元，解决500人就

业。

推进“秸秆变肉”，抓实“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公主岭市

锚定“争当全省县域突破排头兵”目标，通过强化产业升级，筑

牢振兴根基，带动经济总量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8.1%，位列全市第二。

阵阵麦香、果香和奶香扑鼻而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农安县

合隆镇的阿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配料、制

作、烘烤，不同种类的面包新鲜出炉，将从这里运送到全国各

地。2023年，农安县加大同阿兴食品有限公司的合作力度，推

动企业自筹资金建设总投资3亿元短鲜食品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引进全自动生产线6条，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年产

值达3亿元，利税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

聚焦现代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工业等七大

产业集群，农安县坚持以经济强镇建设为突破口，不断推动产

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加快项目建设进程，打造长西北经济

增长极。

定位“全域旅游示范区、旅居康养新高地”的双阳，今年又

添一个“如意”之处——如意湖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该项目

原规划区域为双阳河河道的险工险段，地势低洼导致雨季房

屋经常被雨水淹泡，为彻底解决防洪安全、人居环境提升及生

态治理等问题，双阳区明确把加快“如意湖休闲旅游度假区项

目”建设作为拉开城市框架、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任务。项目

总投资21.98亿元，建设期为3年，占地256公顷，是全省第一

个国家生态环境部入库的以生态综合治理为主，导入文旅产

业、利用未来收益反哺项目建设的EOD项目。截至今年9月

底，已经完成投资近7亿元，并于中秋节期间对外展示并吸引

了大量游客。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导入游客超200万人次、营收

超3亿元，未来，将成为长春全域旅游示范区新标杆。

自全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召开以来，各县

（市）区、各相关部门及包保单位认真落实市委“坚定信心、真

抓实干、紧抓快干，坚决有力打好打赢县域突破攻坚战，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的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企

业、扩投资、促消费，推动县域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上半年，长

春市县域板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高于长春市平均

水平，其中，公主岭、九台、德惠位居全市前5位；1月至8月，规

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限上社零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

全力以赴增产量 粮食安全底气足

长春市作为黄金玉米带上的农业大市，已连续多年荣获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六县（市）区也都进入全国粮食生产百

强县。一直以来，长春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面落实全省“千亿斤粮食”产

能建设工程，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并紧紧围绕

“种好粮”这一目标，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让

百姓饭碗盛上“长春粮”。如今，长春这个全国著名的粮仓，正

向着发展现代化农业的目标勇毅前行。

春耕，无人机搬运秧苗，高速插秧机插秧，省力又省钱；夏

管，植保无人机喷洒营养液，安全又高效；秋收，全程机械化收

割，跑出丰收“加速度”。从“靠天吃饭”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

管理,5G监测、无人机植保、水稻侧深施肥、旱节水、统防统治，

长春在农业生产各环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动力变革、

效率变革、质量变革。

夯实“耕”基，筑好粮仓，长春牢牢攥紧种业这张农业“芯

片”。持续突出良种，推动高产品种扩面应用，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加大种业科研力度，坐落于公主岭市的长春国家农高区

科创中心正在加快建设中。

在长春国家农高区，一座雄伟的大楼拔地而起，这就是正

在建设的科创中心项目。该项目是集农业科技创新研发、科

技成果示范推广、智慧农业平台等功能于一体，中心采取市场

化运营模式，用于智慧农业系统平台开发，打造农业数据应

用、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人才培养、农业社会化服务和产品展

示展销的综合创新型基地。项目设有科研楼，用于承接吉林

省农科院、中科院地理所、赵春江院士团队、长春理工大学、吉

林农大、中科院光机所和浙江长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科研

单位入驻；设有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实验室、植物组织培养

车间、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黑土地保护与循环农业重点实验

室等，是现代农业科研机构的汇聚地。

在加大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确保良种供应安全的同时，

长春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

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建设高标准农田，可以显著提高粮

食产量和产能，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今年，长春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新建续建项目 238.95 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

203.68万亩，完成进度85.24%。其中，新增项目170.2万亩、

完成79.7%,续建项目68.75万亩、完成98.95%。如今，随着

“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

农田的建成，长春市粮食产量即将迎来又一次大丰收。

农村面貌美如画 农民增收笑开颜

入户村道平坦干净，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彩色墙绘主题鲜

明，农舍庭院花香四溢……每到一处村落，处处弥漫着诗意乡

情，散发着勃勃生机。

在农安县孙家窝堡村，每经过几户人家就会看到一个垃

圾箱。“全村始终把人居环境改善提升作为常抓不懈的工作，

围绕‘五清、五化’清洁标准，以实现‘五美’为目标，并配备卫

生保洁员9人，全村配有垃圾勾臂箱及勾臂垃圾车，建有粪污

收集中心，可实现垃圾日清，确保村屯街道两侧整齐、整洁。”

农安县合隆镇党委书记林青远说。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农村公路建设，长春市出

台了《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若干举措》，通过示范引领、垃

圾治理、分类施策、环境治理等举措，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市今年共实施“百

村示范”村、“千村美丽”村建设项目205个，新建绿化美化村屯

120个，改善提升绿化美化村屯240个，村庄绿化美化率达到

30%，并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治理，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

盖100%行政村。

同时，长春市按照2023年提出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三年

攻坚方案》要求，利用三年时间，投资百亿元，建成网络畅、品

质高、服务优、路域美的农村公路网络。全市全年计划建设养

护4209公里，截至10月7日，计划建设项目已全部开工，并完

工3505公里。村路建成后，村民出行变得更加方便，有利于农

作物的运输，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

也能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将棚膜经济等绿

色农业产业效益最大化，最终使农民实现收入增加。

在农安县孙家窝堡村记者了解到，该村利用土地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区位优越，重点发展棚膜经济。大棚种植不仅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还丰富了种植品种，促进集体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个人的收入。

“2020年，全村建成大棚17栋，属于村集体财产。2024

年，一期新建棚膜77栋8.9万平方米，出租47栋5.9万平方

米，租金13.7万元，其余由村集体经营；2023年，村集体机动

地发包与投资收入达85万元，村民年均收入可达1.8万元。目

前，二期棚膜41栋6.5万平方米正在建设中。”农安县合隆镇党

委书记林青远介绍，村民收入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秋色正好，丰收正酣，一幅乡村振兴锦绣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如今，在长春的大地上，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全市上下将拿出更大决心、更实举措、

更足干劲，咬定目标不放松，一步一个脚印把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为长春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作出更大贡献。

“‘一厂一策’项目实施以来，长春市城市排

水排涝能力和城市水环境质量极大提升，人民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不断增强。”近日，

长春市建委相关负责人高兴地说。

2022年以来，按照长春市政府统一部署，

市建委围绕系统整治主城区合流制溢流污染，

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

系，提高城市韧性，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

末端优化”的系统性治理思路，针对东南、北郊、

西部、南部、串湖五大污水处理系统9个行政区

域、554平方公里服务片区，科学谋划了“一厂

一策”提质增效工程。项目总投资80亿元，计

划利用3年时间，实施六大类共计204项工程，

包括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市政及小区雨污分流

改造、排水管网清淤修复、排水泵站新建改造、

地表行泄通道建设、河道水系恢复工程。

在推进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笃行不

怠、久久为功，在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全面加强城市内涝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市排水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源

头减排，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实施626个住宅小

区雨污分流改造，建设海绵项目853个，实现源

头“清污”分流。过程控制，实施52公里市政排

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修复管线452公里，62处

市政混错接摘除，挤出“外水”。末端优化，新建

扩建污水厂4座（芳草街、南部、北郊三期、东南

三期），污水日处理能力增加65万吨，总能力达

到268.25万吨；完成南部至西部污水调配工

程、芳草街污水厂配套管网、东南污水厂进水管

线切改等工程，强化污水收集处理，收集率由

2022年的77.56%提高到2024年 1月至5月的

86.76%，实现旱季全处理，达到国家目标要求。

城市水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提升。2023年

以来，重点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城区内涝积水治

理等工程，截至2024年上半年，主城区共完成

污水管网建设改造114.42公里，其中，2023年

96.64公里，包括新建污水管网73.29公里、合

流制改造13.46公里、老旧污水管网改造9.89

公里，超额完成 2023 年度计划任务；2024 年

17.78公里，包括新建污水管网11.75公里、合

流制改造5.5公里、老旧污水管网改造0.53公

里。城区市政吐口溢流污染入河进一步减少，

伊通河、新凯河水质持续向好，2024年1月至5

月，新凯河公主岭市、杨家崴子国控断面水质均

值达到Ⅳ类水标准。

汛期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极大提升。通过

实施新建6座排水泵站，提高了区域排水能力；

恢复农大明沟、宋家明沟水系，消除排涝通道瓶

颈，实现水系连通，扩展雨水自然调蓄空间。针

对城区积水隐患位置，“一点一策”制定改造方

案，实施地表行泄通道工程258处，重点治理了

21处积水隐患位置，实施了新发路省委汽修门

前、铁北二路与凯旋路交会、惠工路新业街、青

年路等积水隐患点治理工程。经统计，2023年

汛期城区积水隐患位置平均积水深度下降至

20cm以下，平均退水时间小于0.5小时，没有发

生大面积积水情况。

今年以来，长春市建委正在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更大力度推动“一厂一策”工程建设，全

年计划实施27公里市政排水管网及124个小区

及单位雨污分流改造，清疏修复10公里市政排

水管渠，建设2座雨水提升泵站等30项工程，进

一步完善长春市排水设施。利用国债资金，推

进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投资4.2亿元购买50万

立方米每小时的应急移动排涝设备，投资1.56

亿元推进中心汇水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大幅

度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同时，加快推进排水“厂网一体化”体制改

革，加强智慧水务平台建设，实现厂、网、站、池

一体化运行，科学指挥排水设施联调联运，全面

提高运行效能，发挥管理的最大效益。

这里，位于“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

乡”；

这里，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

森林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优良的生态

环境、厚植的产业基础，为现代化林场建

设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里，被评为“省级林业产业化基

地”“吉林森林康养基地”“吉林省森林康

养先进集体”“吉林省青少年自然教育绿

色营地”“省级重点樟子松嫁接红松基

地”，被中国林场协会授予“全国十佳林

场”等称号；

……

这里，就是正在全力推进现代林场

建设的长春市九台区国有林总场波泥河

林场。

2017年，九台区原波泥河林场、上

河湾林场、卢家林场、胡家林场和二道沟

林场进行了整合，组建了长春市九台区

国有林总场。其中，长春市九台区国有

林总场波泥河林场经营面积3.7万亩，

森林蓄积24.8万立方米，东与吉林市永

吉县的太平乡、左家镇毗邻，南与永吉县

官厅乡接壤，域内长春龙嘉国际机场、长

吉高铁、珲乌高速等交通体系快速便捷，

石头口门水库、庙香山旅游度假区等文

旅产业蓬勃发展。

2020年，我省开展现代林场建设试

点，长春市九台区国有林总场波泥河林

场被列为16家试点单位之一，九台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现代林场建设工

作，把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和现代林场建

设作为生态强区重点工作内容，牢记构

筑长春东部生态屏障的战略职责，高位

统筹，科学编制发展规划，举全区之力

加以落实，确保各项改革重点任务落

实、落细，现代化林场建设成果显著，为

建设生态九台提供绿色支撑。

近年来，他们围绕建设“高质量的森

林资源培育基地”，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

案，打造样板工程；围绕建设“高效能的

经营管理示范基地”，健全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明晰产权建立制度体系；围绕建设

“高标准的综合配套保障基地”，实施综

合服务设施用房改造和智慧管理中心工

程；围绕建设“高水平的绿色转型发展基

地”，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围绕建设“高融

合的富裕、和谐、优美林区”，统筹“三产”

融合发展。

在“森林资源培育基地”建设方面，

他们已完成“大径级用材林培育”样板工

程749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样板工

程1221亩、景观提升工程68亩、红松果

材林培育工程2111亩。

在“经营管理示范基地”建设方面，

他们健全完善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林

地林木保护、森林资源培育利用等制

度。目前，国有林地全部办理不动产登

记证书。

在“综合配套保障基地”建设方面，

生态建设展示馆、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气

象监测站、防火公路提升、界桩、围网设

立等配套设施全部完工。大疆T30植保

无人机、精灵4监测无人机、巡护皮卡车

等信息采集、通讯、巡查设备全部投入应

用。

在“绿色转型发展基地”建设方面，

他们积极发展“樟子松嫁接红松”产业

4500亩，“大果榛子”产业750亩，“黑果

花楸”产业675亩，“红松嫁接红松”，“蓝

靛果”，“核桃楸”产业300亩。

在“富裕和谐优美林区”建设上，景

观亭、自然观察径、休闲文化区已全部

建成，研学观测台及栈道已投入使用；

以爱护森林为主题的铁艺标志和LOGO

标志牌，成为波泥河管护站的新地标。

一直以来，波泥河林场围绕“绿色、

文化、智慧、科技”的建设任务，不断提升

国有林场整体发展水平，逐步建成体制

机制健全、人员精简高效、森林经营科

学、资源保护有力、产业发展充分、基础

设施完善、林区富裕和谐的现代化林场，

为全省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进现代林场

建设提供九台经验、贡献九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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