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 冯伟鹏 耿华彬
区域传真·长春

Email:jlrb18@126.com 电话：（0431）88600721

迎 风 而 行 稳 步 向 前
——长春市九台区多举措推动经济稳增长纪实

本报记者 孟凡明

九台区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楚天华通医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

进入6月，一度受到疫情影响的长春市九台区，经济正

迅速“回暖”。

1—5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亿元，1—6月力争完成投

资36亿元，“稳”的底盘依然坚实；至5月末，共开复工5000万

元以上项目85个，位列长春市外县（市）第一，“进”的特征同样

鲜明。

持续恢复、稳有预期、进有动能、活有力度，成为总结当前

九台经济态势的关键词。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有序恢复

发展的两个月来，九台区正确认识当前困难挑战，坚定稳

中求进的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确保把中央、省、市的

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积

蓄复苏力量。

“当务之急是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春市委

常委、九台区委书记黄宪昱说，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落实中央、省市委工作部署，紧扣省委“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瞄准“止跌、回升、增长”目标，立足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围绕建设“三强市”和“三中心”，推动六城联动，启动

实施“1728”工程，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个主题，“7”大目标，“28”项专项行动，将围绕“奋战一

百五十天 喜迎党的二十大”，推动九台党建引领更加坚强有

力，疫情防控更加精准有序，经济复苏更加稳步有速，乡村振

兴更加融合有升，城市更新更加舒适有品，民生服务更加精细

有质，基层治理更加科学有效。

实施退税减税降费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进行纾困帮扶；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招商引

资，推动商贸业复苏、抓好农业生产，九台瞄准关键任务精准

有效推进，复苏持续稳定向好。

协同发力协同发力 打好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组合拳””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了一张申请表，几分钟就能办

完。特殊时期，太暖心了。”今年5月，九台区个体工商户张先

生办理申请后，一周内就拿到了水电费补贴，让他对好政策和

社区的办事效率赞不绝口。

近段时间，从中央到省、市、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千

方百计打通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企稳回升。

5月15日，九台区制定下发《关于对困难中小微企业给予

房租和水电费补贴的实施方案》，对域内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房租和水电费补贴。最大限度简化手

续，由社区（园区、村）初审、街道审批，申请下来后直接拨付到

企业账户，申请人只跑一次，快速兑现，资金直达。

在落实好补贴政策的同时，九台区努力用好减税降费这

把“金钥匙”。

九台区税务局成立了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工作专班，将

新政红利迅速送达企业，为康宁杰瑞（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3236万元，得到了企业的点赞和认可。

“近段时间，我们在原材料采购、设备技术改造以及引进

高科技人才方面，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此次退税，对我们企

业来说就是及时雨，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压力。”康宁杰瑞（吉

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张立静说。

无独有偶，5月起，九台区医保对全区参保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不含生育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实行阶段性减半征

收3个月，真正使企业得到实惠，缓解了资金压力。

吉林省嘉鹏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尹冬梅感慨地

说：“今年5月到7月，九台区对我们企业医保进行三个月的减

免，大概能减免15万元，这很好地解决了我们企业资金紧张的

问题，真是太给力了。”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把政策落实抓实抓细。越是关键时

刻，越要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九台区坚持围绕市场主体实施惠企政策，精准“滴灌”，补

贴到位，该免的免、应减的减，“加法”更有力，“减法”更及时。

一方面聚焦当下，着重救急救困、稳岗稳企，一方面放眼长远，

着重拉动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为经济发展积蓄“进”的力量。

纾困解难纾困解难 用好助企用好助企““关键招关键招””

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楚天华通医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现场，人员、车辆、物资，一刻也没有停息。

在开发区工作专班的协调努力下，人员迅速复工、设备立

即进场、原材料采购顺畅，项目顺利推进。

项目企业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行政后勤总监樊树

江充满感激地说，“全区各部门通力配合，聚焦企业生产遇到

的具体问题，一一解决。就这几天，区环保部门还及时协调有

资质的单位车辆，对我们的生产废物进行及时转运，确保公司

连续生产，真是太感谢了。”

稳经济首先要稳工业，九台始终坚持“稳住制造业的基本

盘”，持续强化企业包保、疫情防控、金融助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服务等各项工作措施，采取“一企一策”方式解决难题，

激活企业这一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细胞。

建立《九台区亿元以上产值规上工业企业领导包保清单》

和《区级领导包保22户全口径税收1000万元以上企业包保清

单》，充分发挥区级领导优势，帮助指导包保企业抢抓发展机

遇，理清发展思路。

依托“万人助万企”行动和亲清政企关系微信服务群“三

位一体”工作机制，通过网站、微信服务群和服务平台向企业

宣传政策，线上培训税法，帮助企业对标对表做好申报，坚持

联系企业制度化常态化，即时解决难题。

专项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立各级储备库，其中

10户企业成为2022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储备库种子企业。目

前，开顺新材料、新发展汽车等企业项目已列入全省产业链

项目库。

深化金融助企服务，积极引导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解决

融资难题。5月以来，联合多家商行深入企业直接对接，目前

长春猛固门业已确定获得工商银行融资支持500万元。

以促消费活动提振市场信心，投入32万元活动优惠券开

展美团外卖消费节；组织域内家电、汽车经销商参与市级消费

券核销，带动销售额200万元；投入120万元开展消费促销，预

计带动销售额600万元以上。

“雨不打花花不红”。一系列助企“关键招”务实见效，让面

对困境“倔强生长”的九台企业后劲十足，全区经济“花更红”。

贴心服务贴心服务 拉拉满项目满项目““进度条进度条””

56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29个新建项目开工，眼下的九

台，“第一引擎”全面发力，为经济稳增长装上“压舱石”。

重大项目建设风生水起，与九台区贴心服务密不可分。

“从一期项目来看，砂浆涂料车间原预计会影响3至4个

月，经过九台区各方的配合和努力，现在我们基本上能符合原

预定生产的要求，把因疫情耽误的工期抢回来了。”吉林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洋对九台区服务重大项目的

速度和力度非常满意。

为全力保障项目开工，九台区开展了一系列贴心服务，拉

满了项目建设的“进度条”。

——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对新建重大产业项目，实施“容

缺受理+承诺制”，对重点投资项目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特事特

办、即来即办、随时约办；新开工产业项目只要取得土地即可

向区发改局提交边设计、边审批、边建设、边施工“四边”手续

的申请材料，批复后即可享受两个月的延迟补办手续时间；

——狠抓项目要素保障，成立了九台区重点项目开复工

专班，组织域内钢铁、商砼、石材企业先行复工复产，实现就地

取材，保障项目建筑用料需求。为重点项目发放特殊通行证，

解决原材料运输不畅问题。鼓励企业实行点对点闭环通勤，

解决了员工返岗难题。对于签约落位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土地征拆工作，确保项目及时拿到净地。保障项目配套设施，

对于项目配套所需的水、电、气、热等主动服务、积极配合，协

调落实项目建设的必备要素。

——主动服务项目建设，严格落实区级领导包保、项目秘

书服务责任制，全面推行“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主动为

项目推进想办法、提建议、清“路障”。项目中心和属地部门协

调联动，深入项目现场，动态监测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对开复

工项目实行台账式管理，全天候对接项目建设相关问题和需

求，逐个梳理项目问题堵点、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确保打

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善于把中央、省市部署要求转化为发展动力，善于把外部

资源转化为自身实力，九台经济发展不断闯新路、迈新步、开

新局。

扩投资、促项目、稳增长，迎风而行，九台稳步向前。

平畴织锦秀，沃野涌新潮。

4月19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建设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批

复正式下发。5月31日，农高区揭牌成立，面积139.39平方公里。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省委“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长春“三强市”“三中心”“六城联动”战略部署，公主岭市委、市政府

全力以赴推进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高质量发展，规划设计、科研合作、项目招商、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融资洽谈等工作统筹安排、齐头并进，农高区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

六月黄金季，农高区每寸土地都溢满无限生机。

从田间地头、农业企业到农业科研机构，农高区处处流淌着农业科技创新的

活力，展现着现代农业的勃勃生机。

在科创中心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混凝土运输车穿梭往来，挖掘机压路机忙碌

作业；现代农业技术示范园里处处是惊喜，几名农业技术人员正在地里忙着记录

相关数据，“无人农场”项目进展顺利……

这片充满希望、大有可为的热土，奋力奏响奋进的乐章！

服务大局绽新姿服务大局绽新姿
““13551355””发展战略绘制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绘制现代农业““线路图线路图””

“建设农高区，是党中央、省委省政府、长春市委市政府对公主岭寄予的厚望

与重托，赋予了我们新时代使命，当前的农高区正处于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极

为重要的发展黄金期，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性机遇，乘势快上，全面、全

速加快农高区建设。”长春市委常委、公主岭市委书记李洪亮说。

国务院批复中明确指出：将吉林长春农高区纳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范畴管理并享受相关政策。

担负“国家队”角色，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全省大局，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责重

千钧。

用好叠加政策机遇，厚植新的发展优势。

省和长春市出台了支持农高区建设发展的相关政策，公主岭市高位

统筹，科学擘画，世界一流的玉米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样板雏形初现。

农高区规划布局“一区一带六基地”。其中，“一区”即：以现代农业

博览园板块、农业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板块、智能农机研发制造板块、玉米

精深加工产业板块为主导功能的核心区；“一带”即：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带。“六基地”即：休闲农业示范基地、现代物流仓储示范基地、黑土地

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智能农机示范基地、现代种业示范基地以及城乡

融合示范基地。

锚定目标，知重负重。“1355”发展战略导引方向。

以“松嫩平原绿色循环农业”为建设主题，以玉米为主导产业，以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重心，集聚农业科创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玉米

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水平，擦亮世界黄金玉米带名片，农高区龙头舞起千

层浪。

引领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核心区，

联动吉林、松原、白城、延吉、辽源、通化6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协同打

造“东北平原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奠定松嫩平原玉米优势产区引领地位，领跑、

带动、示范、辐射，农高区当标杆、挑大梁。

建设现代农业创新、人才、产业三个高地，集新、集才、集产，农高区成为“聚宝

盆”。

聚焦良种良法，打造国家粮食生产高效提质先导区；聚焦用养结合，打造东北

黑土地可持续发展典范区；聚焦强链补链，打造全国玉米全产业链发展集聚区；聚

焦转移转化，打造国际现代农业技术成果展示区；聚焦五个振兴，打造东北特色乡

村振兴样板区，发展玉米种业、玉米种植业、玉米精深加工业、智能农机装备制造

业和现代农业服务业……打造五区、发展五业，农高区风起云涌，气象万千。

一张破局之图、一盘大局之棋。思路清晰的线路图，已经在黑土地上悄然变

成“施工图”。

擦亮“金字招牌”，叫响核心竞争力。岭城重整行装再出发！农业现代化的

“魅力”之果，散发出独特的芳香。

厚积薄发开新局厚积薄发开新局
攀攀““高高””追追““新新””跑出现代农业跑出现代农业““加速度加速度””

与时间赛跑，起跑即是冲刺。

公主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部署会，高标准，严要求，层层压

实责任，举全市之力务实推进，使农高区申报工作动作快，准备足，确保了国家农

高区成功创建。从申报之初开始，公主岭始终坚持边申报边建设的原则，同步开

展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建设农高区意义重大，必须树立战略眼光，准确把握农高区的定位，做好产

城融合这篇大文章。必须扭住核心要义、关键任务，干字当头，挂图作战，确保如

期完成任务。”公主岭市市长赵师骐说。

截至目前，公主岭市在规划设计上，完成了农高区总规、控详规、城市风貌设

计以及重点项目和主干路网的施工设计。

瞄准高端前端，坚持聚焦聚力。在科研合作上，公主岭在与吉林省农科院深

度合作的基础上，先后与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十几家

科研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还就设立院士工作中心、专家工作站等达成合作意向，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汇聚科技的力量。

好风凭借力，梧高凤来栖。从中化先正达、中农集团，到隆平高科……一批国

际化、国内一流的新型研发企业接踵而至；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一县一业”、黑

土粮仓会战、无人农场等农业科研项目纷纷落地。

这里打造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投资不断向这里汇聚。

在项目招商上，农高区按下“快进键”，已经启动了农高区食品产业园建设，目

前确定有大连棒棰岛集团、上海誉球食品等10户食品加工企业入园；启动了鸿翔

种业硅谷园建设；由“认养一头牛”和博瑞饲料共同投资的“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

范产业园”开工建设，这些项目计划总投资74.28亿元。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公主岭市今年2月启动了科创中心和7条主干路网建设；

年内还计划启动专家公寓、科技孵化器和种质资源项目建设，这些项目计划总投

资23亿元。进入6月，农高区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处处呈现作业的忙碌场景。

在融资治谈上，公主岭市得到了省国开行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产业基金

设立正在顺利推进，为农高区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蓄能增势，扬帆奋进。按照农高区的发展定位和实际需求，公主岭市分3个年

度，共规划设计了26个项目，总投资240.36亿元。

今年，是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发展的关键之年，奋发崛起正当时。

计划重点建设项目12个，总投资117.87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37亿元。其

中总投资57.78亿元的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范产业园项目已经开工，年底前一期

完成基础施工；投资4亿元的鸿翔种业硅谷园种业加工厂、种业交易中心年底前建

成；投资5.42亿元的科创中心今年要实现主体封闭。科技孵化器、专家公寓、碳汇

公园、种质资源项目等6个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力争年底前全部开工。

功到深处自然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科研合作、融资洽谈撑起吉林长春国

家农高区建设的“四梁八柱”。

计划到2024年，农高区总产值达到3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5个，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35%。再过5年，农高区主要经济指标力争翻一番，总产值达

到6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个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突破50%……来

日可待，目标可期。

智能的无人农场、数字的植物工厂……一项项智慧农业“黑科技”朝此云集，

未来，这里将是高科技的农业现代化“梦幻城”，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正昂首迈向

新时代。

现 代 农 业“ 硅 谷 ”振 翅 高 翔
——公主岭高质量推进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加快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亚东 孙翠翠 刘晓娟

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鸿翔种业硅谷园效果图。

科创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