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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当下，城市建设管理正经历着深

刻变革。吉林市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全面完成国家工程建

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的城市，成功打造

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数字化管理的“江城样板”，为城市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统筹规划

锚定数字化管理航向

2024年，住建部在全国精心挑选27个城市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吉林市作为

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非省会城市，迅速行动，将试点工作

深度融入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案，为改革绘制了清晰蓝

图。

锚定数字化管理新方向，秉持“一体化管理”理念，将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核心。“我们分阶

段推进建设工程设计、施工、验收、运维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管理，就像搭建一座大厦，先打好基础，再逐步完善功能。”

吉林市政数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副处长刘娜介绍。通

过1.0阶段“打基础”、2.0阶段“扩服务”、3.0阶段“强应

用”，稳扎稳打推进数字化管理建设。

为实现高效协同，该市打造“一股绳协同”工作机制，

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18个部门打破壁垒，建立在线协

同工作机制。在实际项目审批中，不同部门围绕项目类

型和业务流程，开展多阶段并联审批，“一口受理、并联审

批、限时办结”的线上协同审批模式让项目审批流程大幅

简化。

“一系统联通”思路为数据共享开辟道路。吉林市政

数局遵循“边建设、边应用、边完善”原则，梳理业务系统需

求，打通部门间数据和信息壁垒，搭建起“会商协调”链

条。特别是在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审批时，绿色通道的建

立保障了审批流程高效顺畅，为项目建设赢得宝贵时间。

数字赋能

构建审批新模式

聚焦全流程数字赋能，吉林市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

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数字化审批新模式。

报件“精简化”。该市编制《吉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服务事项清单3.0版、要件材料清单3.0版》。“我们实现了

458个要件材料数据共享，共享率达25.2%，压减142个要

件材料，压减比例7.25%，大大减轻了企业提交材料的负

担。”刘娜介绍道。

证照“电子化”。电子印章、电子证照在工程建设全流

程网上办理中广泛应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工程建

设项目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一件事”的7个证照实现

电子化，27类事项审批结果采用电子证照。

图纸“数字化”。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图纸数字

化管理，实现设计方案、施工图、竣工图等全环节数字化审

查。2024年共有141个工程建设项目从协同服务到竣工

验收，全生命周期图纸均可在线数字化应用。

一码串联 打造数字化新体系

全周期“一码串联”是吉林市改革的一大创新亮点，打

造出横向联通、纵向贯通的数字化建设新体系。

编制《吉林市工程建设项目建筑单体编码、赋码、落图

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搭建起房屋建筑单体编码、

赋码、落图的制度框架。“我们采用‘一库、一码、一系统、一

规程’的建设方式，就像给每栋建筑赋予了独一无二的‘身

份证’，便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相关技术人员解释道。

通过横向联通多个省级和本地系统，纵向整合城乡房

屋相关信息系统，吉林市将不动产登记环节融入工程建设

项目全生命周期，实现从建筑“设计—报建—施工—验收”

到房屋“预售—交易—登记”的全链条贯通。

在技术应用层面，建立房屋建筑单体赋码落图技术，

采用“一个建筑单体空间数据库、一个建筑物空间编码辅

助工具和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房屋建筑和

市政设施智慧管理子系统”的建设方式，实现“落图即赋

码”。系统自动采集数据、落图并生成编码，大大提高数据

管理的准确性和效率。

集成服务

收获审批新成效

吉林市注重全链条集成服务，通过深耕“一站式”、定

制化、场景化、集成化服务，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上取得显

著成效。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区（窗口），采用帮办、

代办、陪办VIP服务模式，真正做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

一口受理、一网通办”；定制化服务则充分考虑建设单位和

审批部门需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办理及服务应知应会

常识百问百答》（2022-2025）4本实用手册，为企业申报和

部门审批提供清晰指引；场景化服务通过运用多项机制和

创新服务模式，为重点项目审批带来极大便利。丰满二实

验新城校区等多个项目实现供地手续、用地规划许可、工

程规划许可和不动产登记手续“四证齐发”；集成化服务依

托区块链监管体系，建立“系统黄灯督办、部门线上督导、

实时电话督促”的“三督”模式和“30分钟提示机制”，对项

目审批进行全程监管服务，确保审批环节无缝衔接。

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吉林市共有81个项目408

个建筑单体实现在线申报。目前，项目平均审批用时压减

至30个工作日，事项平均审批时效压减至0.5个工作日，

水电气热网视“一件事”联合报装时限压缩至23个工作日

以内，审批效能位于全省第一方阵。

吉林市深化改革创新举措，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全面完成国家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
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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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宇航 记者赵蓓蓓）为让民法典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最

近，东丰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走进东丰农村商业银行，开展“民法典进

企业”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法院工作人员围绕民法典中与银行经营息息相关的合同

签订、金融借贷、担保责任等法律条款，结合典型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进行详细解读，为农商行员工剖析法律风险，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帮

助其明晰权利义务边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同时，工作人员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进行了重

点宣传。强调有组织犯罪在金融领域的隐蔽表现形式，像利用银行账

户进行洗钱、非法金融放贷、恶意操纵金融市场等行为的严重危害，提

醒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要提高警惕，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和资金流向监测，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银行员工的法治观念，为营造良好的金融

法治环境、推动企业稳健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

构建良好金融法治环境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 张楠）为推进体教融合，近日，长白山池北一

小举办第十二届体育节。活动以“走进四大名著，浸润健康童年”为主

题，为师生家长呈现了一场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家校共育于一体的

文化盛宴。

活动伊始，教师团队灵动演绎四大名著经典片段，精彩表演瞬间点

燃全场热情。各年级方阵依次入场，学生们化身名著经典角色接受检

阅。从憨态可掬的“八戒”到风姿绰约的“黛玉”，童趣与创意交织成流

动的文化画卷，生动展现了对经典名著的个性诠释。

艺术展演环节中，四大名著主题节目各展风采：十字花步演绎猪八

戒的丰富性格，刚劲武术结合飘逸旗语再现三国豪情，经典场景通过创

新编排焕发新意。亲子运动会将活动推向高潮，“倒拔垂杨柳”等经典

桥段转化为趣味运动项目。家长与孩子携手合作，在运动中深化名著

理解，实现文化浸润与健康教育的有机融合。

本届体育节，池北一小努力实现文化传承与健康教育双效并

举。通过角色演绎激发文化认同，借助趣味运动锤炼体魄、培养团

队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塑造家国情怀与健康人格，为童年成长注入

绚丽底色。

名著“动”起来 文化“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尹雪 通讯员孙红 付晓蕾）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感受千年华夏文明底蕴，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氛围，近日，由

白城市洮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白城

师范学院青衿华裳国服社承办的“回溯华夏文化 尽享汉服盛宴”“粽”

情五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洮北区秋实园举办。

来自洮北区各学校身着特色汉服的小小讲解员们依次根据浮雕内

容，为参与活动的群众讲解，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辽金文化。

在庄严悠扬的古乐声中，来自白城师范学院青衿华裳国服社的学

子们身着广袖襦裙、直裾深衣，在司仪的引导下，行束脩、奉茶、鞠躬之

礼，以古礼敬师恩，传递尊师重道的中华美德。

马头琴悠扬的草原长调，苍凉而豪迈的旋律仿佛让人置身辽阔的

北方草原；孩子们的古筝演奏，指尖灵动，音符流淌；来自白城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的学生们带来的舞蹈表演，俏皮灵动，吸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精彩瞬间，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在手工艺体验区，孩子们将散发清香的艾草小心翼翼地装入绣着

传统纹样的绸缎包中，一个个小巧的香囊承载着驱蚊祈福的美好寓

意。孩子们手持彩笔，在印有粽子图案的扇面上进行装饰与涂色。不

一会儿，萌态十足的“端午主题团扇”纷纷诞生，孩子们举着作品欢呼雀

跃，现场洋溢着传统文化与节日元素交织的欢乐氛围。

“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活动，让市民在参与中感

受文明之美，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白城市洮北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说。

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古闻仙草灵涯长，

今见灵芝棚中生。连日来，在位于通化县三棵

榆树镇依木树村的森禾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村民们正忙着搬运菌棒、挖坑覆土，将灵芝

菌棒埋入土中，为今年的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

走进大棚，一根根布满菌丝的菌棒整齐码

放在田埂边，工人们穿梭于标准化大棚中，熟练

地进行拆膜、覆土、平整等工序，将乳白色的菌

棒埋入沃土，为灵芝的生长打造最“舒服”的环

境。

“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现占地面积20亩，

有灵芝大棚20栋，放置近3万根菌棒，拥有集制

菌、栽植、收集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条，基地年生产灵芝孢子粉1000余斤，灵芝干

4000余斤。”森禾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鲍威介绍道。

灵芝素有“仙草”美誉，对生长环境要求极

高，且种植讲究“时令”。通化县自然环境优越，

昼夜温差大，为灵芝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无污

染山泉水的灌溉和精选柞木制成的菌棒，可供

灵芝茁壮成长。

“我们每年从元旦开始培育菌丝、繁殖菌

包，一年忙活10个月。覆土的时期最关键，覆

土之后温度稳定，配合春雨湿度，菌丝能快速定

植，是菌丝萌发的‘黄金窗口期’，错过了时期，

今年的灵芝就长不好，所以现在也是与时间赛

跑。”鲍威说。

近年来，依木树村大力发展灵芝产业，合作

社在生产原料的同时与通化企业合作，对灵芝

孢子粉进行破壁深加工，经济效益倍增。同时，

每年雇佣村内剩余劳动力参与种植、管护和采

摘，用工量最多可达每日70人。

“从菌丝培育到菌包繁殖、搬运、栽培和管

护，平均每天能赚120元，在家门口务工还能照

顾家里，真是太好了。”通化县三棵榆树镇依木

树村村民赵淑香高兴地说。

近年来，通化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科学

谋划，大力发展“棚”下经济，把“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动能，走出了一条兴产业、美生态、助民

生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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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禹铭 记者李铭）

“检查监控系统和防误系统设备

状态与现场实际一致。”日前，随

着国网通化供电公司作业人员完

成长流 220千伏变电站系统运行

方式调整，沈佳高铁通化西牵引

站 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提前投

入运行。

沈佳高铁作为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的重要连接线，其通

化西牵引站是全线规模最大的

枢纽站房，总建筑面积达 3 万平

方米。配套电力工程需新建 220

千 伏 线 路 54.4 公 里 、铁 塔 150

基，扩建改造 220 千伏变电站 3

座，工程横跨山区、林地、铁路

等，施工难度较大。

助力高铁建设，国网通化供

电公司成立高铁服务专班，实行

“1+N”专属客户服务制度，在项目

规划阶段主动介入，与铁路建设

单位密切配合，开展40余次现场

勘察，高质量完成供电方案编制，

为工程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自2024年11月沈佳高铁通化

西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正式开工

以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以“精管

控、强创新、提品质”为主线推进

各项工作，严把队伍、人员、机械

设备进场关口，全流程强化施工

安全与质量管控。通过优化工序

衔接、推行机械化流水作业、增加

作业人员，实现安全风险有效压

降和施工效率显著提升。

针对地区海拔高、冬季气温

低、全线 85%铁塔处于林区，有效

工期短及时间紧等实际困难，国

网通化供电公司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实施工程建设“周通报、日

调度”机制，重组优化“人、机、料、

法、环”等生产要素，确保工程按

计划有序推进。针对冬季时间较

长和林区施工实际，作业现场采

用“爬山虎”、大型无人机等方式

开展高山林地物料运输，运输效

率同比提升52%；采用二氧化碳致

裂技术开展岩石爆破，保障冻土

岩层顺利开挖，仅用80天时间就

完成150基铁塔基础施工。

“自工程开工以来，全体参建

人员全力攻坚，克服低温、工期紧

等多重挑战，通过提前进场、延长

作业时间等举措，科学调配施工

力量，紧扣优质工程目标，全力推

进工程施工，助力通化加速迈入

高铁时代。”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建

设部副主任潘旭说。

同时，国网通化供电公司还

通过差异化采用“高低基础+高塔

跨树”方案，减少林木采伐 10 余

公顷，并及时调整作业，躲避珍贵

药材、林下参和苗圃基地，落实水

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污染

防控要求，全方位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

“高铁建设阶段，国网通化供

电公司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专业

的协作，特别是基建部的辛勤付

出和高效的配合，为项目顺利的

联调联试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

障。”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沈白高铁SD-1标段党工委书记关

鑫说。

（本栏图片均为赵天池摄）

图片说明：

沈佳高铁通化西牵引站外部供

电工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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