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用““南腔南腔””唱好唱好““北调北调””
——听听！！挂职干部为白城发展献上挂职干部为白城发展献上““好声音好声音””

本报记者 张磊

干部交流不仅是人才的交流，更是思想的碰

撞、资源的融通、发展范式的互鉴。近年来，一批

域外干部来到吉林挂职，他们在当地积极开展调

查研究，成为赋能东北振兴的“外脑”，助力当地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新意识。

浙江与吉林作为对口合作重要省份，多年

来，两地在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深度交融，在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合作共赢。嘉兴与白

城相距2000多公里，两座城市因对口合作而结

缘，双方互派干部挂职交流，让两地合作之风更

劲，两地深厚情谊更浓。

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现挂职白城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朱雪良介绍，

白城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落

细落实“一三三四”高质量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实

现历史性跨越。2024年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614.24亿元，比上年增长4.9％，增速居全省第

二。白城的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支撑力量就是民

营经济，涌现了一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企业。比

如，2024年吉林梅花、成来电气均获评吉林省首

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飞鹤乳业获评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白城—嘉兴产业园绿电

产业示范园区实体化运营初见成效，吉电能谷、

佳顿农业等项目已经投入使用，为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但客观地讲，白城与东南沿海先进地区相

比，仍然受传统观念、地域区位、发展环境等因

素影响，民营经济总量不够大、集聚不够深、层

次不够高、创新发展能力和竞争力还不够强，仍

需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抓民营经济发展，就是抓住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白城挂职以来，朱雪良

对当地民营经济进行了深入调研。“应始终把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持续推进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以最大力度的改革为民营经

济营造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朱雪良说。

优化亲清政商的政务服务环境。健全政企

协商沟通机制，可借鉴浙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大

家谈”“网络主题议政”等做法，优化完善涉企问题

快速响应与闭环解决机制。探索开展惠企政策直

达服务，提高惠企政策申请的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探索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

即享”。

探索开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围绕企业

全生命周期、产业全链条等领域，深化吉浙合

作，提供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政策、人才、金

融、科创等集成服务。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重

点围绕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给予差异化、

针对性的支持，例如通过风险投资、孵化器建设

等措施来帮助初创期企业发展。

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全面落实“非禁即入”

等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发挥市场

机制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不断激发民营

经济创新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全面建立高效

协同监管体系，推行“综合查一次”，更有效地带

动民营企业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中守法善经营、先

富促共富，更有力地维护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

共同发展的市场秩序，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白城市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主产区，

粮食总产量位居吉林省第3位，承担着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政治重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三级

调研员、副研究员，现挂职白城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的宁夏，对当地乡村振兴展开了深入调

研。他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白城市

应依托资源禀赋着力壮大区域富民产业。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白城市林草

资源丰富，拥有莫莫格、向海两大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嫩江湾国家5A级景区，境内湖泊湿地众

多，生态环境优越，蕴含着丰富的优质食物资

源。依托本地资源开发的弱碱大米、小冰麦、绿

豆、红辣椒、黑水西瓜、白鹅等特色农产品已初

具规模。积极打造红辣椒、渔业等主导产业。

下一步，还需通过品牌宣传扩大市场影响与消

费者认知，完善物流运输体系，打通从产地到消

费者间卡点堵点，发展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

值，强化食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断维护

与提升市场美誉度。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区域内产业融

合。白城市农业和生态资源优势突出，要大力

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合理布局养殖产能

促进种养结合，配套加工、仓储、物流能力，支持

农产品电商发展和农文旅融合。推进农产品加

工业转型升级，提高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在产地

加工转化率，向精深加工和精细加工方向深化，

支持农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产地加工，

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

章。可通过建强农业园区、龙头企业等产业发

展载体，由龙头企业带动县域内各产业主体间

联合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白城市农民种植品种相对单一，玉米占到

农作物播种面积60%以上，农业经营性收入易受

单一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同时，县域内

劳动密集型产业少，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获得工

资性收入的机会不足，成为当地农民增收面临

的主要障碍。可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利用庭院、

闲置宅基地、农田边角地块等空间发展适合家

庭经营的特色种养业，使经营性收入来源多元

化。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紧密联系与合

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支持发展

就业容量大的农产品产地加工、专业社会化服

务和“一老一小”生活服务等产业，促进农民就

近就业。扩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规模，在重点

工程项目和各类工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

广以工代赈，一些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可交

由村集体或村民自行组织建设，让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有更多参与感和获得感。

“他山之石”的价值在于启迪与行动。挂职

干部带来的“好声音”，是宝贵的智力财富。我

们珍视这些声音，更期待未来涌现更多真知灼

见。让思想的火花在实践中碰撞，让外来的智慧

在本地扎根，共同推动发展难题的破解，为白城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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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去年

10月在这里种下的“白基1号（BK01）”冬黑麦成功“越

冬”返青，长势良好。农科院专家告诉记者，该品种是

由俄罗斯联邦东北农业科学中心与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联合培育的新品种。目前，该品种在吉林、内蒙古、辽

宁等地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和产品研发，展现出了较好

的产业前景。

冬黑麦营养价值丰富，俄罗斯特产黑列巴面包、格

瓦斯饮料等，均以它为主要制作原料。随着市场需求

逐步增大，其产业链延伸效应也日益凸显。该作物极

强的适应性和稳产性，在俄罗斯是仅次于小麦的第二

大粮食作物，占有极其重要的主导地位。

由于白城冬天积雪较少，“白基1号（BK01）”冬黑麦

新品种有着良好的适应性，不但耐害性强、耐寒性高，

且产量也比较突出，1公顷可产1万斤左右。在白城这

片偏碱性的土壤上，该品种还具备“改良土壤”的特性，

通过自然生长，使土壤有机质富集至每公顷6吨，可为

后续作物生长创造出优质的土壤环境。

在白城市举行的中俄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与冬黑麦

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荣誉院长、中俄

特色农业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任长忠表示，白城农业

正经历从“传统粗放”向“科技引领、绿色高效”的深刻

变革。近年来，白城市农业科学院依托科技部建设的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省科

技厅建设的吉林省中俄特色农业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实

验室等国际合作平台，不断强化与俄罗斯的农业科技

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推动了两国农

业科技的发展。“白基1号（BK01）”冬黑麦不仅让白城有

了可以“越冬”生长的农作物，还探索出一条可在盐碱

地上“开花结果”的致富新路。

俄罗斯科学院农业分院副秘书长科索拉波夫·弗

拉基米尔院士表示，“白基1号（BK01）”冬黑麦新品种，

其卓越的抗寒性成功突破了中国北方冬季无越冬作物

的技术瓶颈，粮饲兼用的特性为健康绿色食品产业链

延伸提供了新的可能。

“我们期望在燕麦、冬黑麦、荞麦、牧草等特色农作

物生物育种、栽培技术、深加工等领域与中外专家、企

业家开展深度交流，争取实现新的突破，推进科研成果

快速转化落地，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郭来春说。

白城市农业科学院是吉林省西部农业科技创新

和农业技术推广最前沿、最主要的科技团体，在燕

麦、向日葵、杂粮杂豆等研究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为全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和保障。

本报讯（记者尹雪 实习生刘一潼）
近日，“白城市企业家、行业精英、劳模工

匠进校园促就业”宣讲系列活动启动。

首期活动邀请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亚玲作为企业家代表、

全国先进工作者“最美就业红娘”于砚华

作为行业精英代表走进白城师范学院，

与100余名2025届毕业生代表面对面交

流，共话就业创业新机遇。

此次宣讲系列活动由白城市委组织

部、白城师范学院、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共青团白城市委、白城市总工

会主办，白城师范学院就业指导服务处、

共青团白城师范学院委员会、白城市暨

洮北区人才交流中心协办。

分两个阶段进行：5月中下旬—6月

上旬为第一阶段；9月中下旬—10月中下

旬为第二阶段。每个阶段4期，每周1—

2期，每期2名企业家（劳模工匠、行业精

英）走进校园，今年拟举办8期。宣讲人

通过从事行业趋势和发展潜力、职场与

创业建议、社会责任与价值观等，与学生

开展互动交流，鼓励高校毕业生留白就

业创业。

“我们围绕行业趋势和发展潜力、职

场与创业建议、社会责任与价值观等内

容，与高校学生开展互动交流，分享从业

经历和职场经验，希望借此鼓励高校毕

业生留白就业创业。”吉林敖东洮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亚玲说。

白城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企业家、行业精英、劳

模工匠与高校学子的互动桥梁，通过邀

请成功企业家、行业精英、劳模工匠进校

园，弘扬劳模精神，传承工匠精神，促进

政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赋能白城产业发

展和人才培养，着力推动域内高校毕业

生留白就业创业，助推全市“一三三四”

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

本报讯（记者张磊 实习生刘一潼）近日，

在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

车间，一袋袋柠檬酸正通过包装流水线打包入

库，成品经质检合格后发往奥地利、土耳其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吉林协联柠檬酸系列产

品主要为无水柠檬酸、一水柠檬酸和柠檬酸

钠，可用于饮料、化妆品和高端洗涤剂，而生产

柠檬酸的主要原材料是玉米。

作为白城市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之一，吉

林协联依托镇赉县玉米原料优势与风光电绿

色能源优势，让生产每吨柠檬酸的碳排放量较

传统柠檬酸企业降低40%，成为欧盟、东盟市场

青睐的“绿色低碳产品”。

2025年一季度，吉林协联柠檬酸产量3.62

万吨，产值达到2.15亿元，出口柠檬酸1.3万

吨，出口额突破 5400 万元，同比增长 15倍。

“2024年投产以来，我们完成了ISO9001、Ha-

lal、FAMI-QS等14项出口认证。今年已经开始

向海外高端客户供货，因此出口额较去年有大

幅增加。”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潇说。

当前，公司正在全力奋战二季度，力争实

现出口额占生产总额比重从30%提升至50%的

目标，全年出口额预计可达3.5亿元。

本报讯（记者尹雪 实习生刘一潼）茭白原为南方水生

蔬菜，产量高、营养美味，富含植物蛋白及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成分。近日，大安市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其盐碱地

改良示范基地成功种植100亩茭白，拓展了盐碱地多元化

开发新路径。

从种植端看，茭白耐盐碱贫瘠，对土壤要求不高，但苗

为无性繁殖，母苗对黑粉菌感染程度要求高，育苗技术含

量强。“我们引进的是浙江金华茭白品种，专家现场指导我

们栽培。”公司总经理王千士说。

从盐碱地治理看，茭白生长期排出酸性物质，能高

效降低盐碱地pH值，快速改善土壤质量。“在水环境当

中，茭白的适应能力比较强，草酸含量也比较高，对碱性

土壤的改良是非常有益的。”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茭白品种改良岗位专家张尚法说。

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大安市信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吉林农业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金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等高校、科研院

所积极合作，采用南北专家联盟指导，减少了实验试种

环节。

同时，该企业结合自身多年的“以稻治碱”经验，利用茭

白生长期产酸的特点，配合自主研发的有机肥改良技术，使

高度盐碱的土壤pH值更加稳定降到适宜区间，将较大程度改

善水田土壤质量，为盐碱地开发探索高效治理模式。

大安市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安市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探 索 茭 白 治 碱 新 路 径
白城市开展促就业宣讲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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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基1号（BK01）”冬黑麦在东北成功“越冬”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