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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江区：“智慧平台”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
刘海林 本报记者 王学雷

松原：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本报讯（记者张红玉）年初以来，松原市

紧紧围绕高线、中线、底线“三线”思维，突出

抓好工业领域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

务、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方面工作任务，全

力促进工业经济运行高质量发展。1月至9

月，全市规上工业累计完成产值427.2亿元，

同比增长30.1%，高于全省“百日攻坚”指标分

解9.9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产值增速全省排

名第一。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

高于全省4.5个百分点，9月当月增长9.2%，

环比提升1.4个百分点。

抓好头部工业企业生产运行。按照“层

级调度”制度，松原市工信部门严格落实“周

调度、旬报告、月分析”机制，抓好头部规上工

业企业生产运行调度。1月至9月，全市50户

重点监测企业累计完成产值355.3亿元，占全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83.2% ，同比增长

41.9%。50家重点监测企业中有39家企业产

值保持正增长，完成产值343.8亿元，同比增

长47%，拉动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速32个百分

点。其中，10户头部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273.8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64.1%，

同比增长50.9%，拉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31.3

个百分点。

抓好企业入统升规及盘活。加大“小升

规”企业培育力度，对达到入统标准的促其尽

早入统，形成新增长动能。截至9月末，全市

新入规企业12户，累计完成产值24.5亿元，

上拉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速6.9个百分点，全

年预计入规20户。做好企业入规入统的同

时，加大“双停”企业帮扶力度，协调解决市

场、资金等问题，促进“双停”企业早日恢复生

产，从存量上要效益。2022年年初，全市共有

“双停”工业企业17户，2022年预计盘活“双

停”企业11户。

全力推动工业项目建设。深入开展工业

百日攻坚行动，紧盯纳入省级工业重点产业链

清单项目，采取“月底预报、月初通报、每月研

判”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力量攻重点、破难点，力

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1月至

9月，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46.9%，位

于全省第一，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4.9个百分

点，自四月以来，连续排名全省第一。其中83

个纳入省级工业重点产业链清单项目，已有64

个项目开（复）工，累计完成投资147.61亿元，

其中：新建项目39个，完成投资77.44亿元；续

建项目25个，完成投资64.2亿元。

抓好工业产业链建设。紧盯新材料、新

装备、生物化工、石化四条产业链，以重点产

业项目为抓手，推动产业链建链、延链、补链、

强链，促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目前，全市重

点建设新材料产业项目 4个，计划总投资

70.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88亿元；新装备

产业项目7个，计划总投资37.2亿元，累计完

成投资22亿元；生物化工产业项目9个，计划

总投资106.5亿元，累计完成投资8.99亿元；

石化产业项目11个，计划总投资34.3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21.66亿元。

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健全科技型

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梯次培育机

制，建立2022年“种子企业”培育库，目前入库

企业已达41户，积极搭建产业、金融、人才、服

务和技术等平台，鼓励企业走“专精特新”特

色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已认定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27户、省级“专精特新”已达24

户，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并为企业争取省

级奖补资金340万元。

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月”“走遍松原”等系

列帮扶活动。紧盯复工复产、减税降费、融资

对接等工作任务，深入300余户工业企业开展

大座谈、大走访、大调研，帮助解决企业成本、

用工、融资等实际问题246个，全力助推企业

“轻装快跑”。年初以来，累计帮助吉松岭肥

业等6家工业企业促成融资6000余万元，为

吉林油田、嘉吉生化等41户企业兑现各类优

惠政策奖补资金320万元，此外还成功申报了

2022年一季度及2022年“五一”期间稳增长

奖补资金、省级“专精特新”奖补资金、省级工

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为企业提

供更多帮助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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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炼金山 王业根）

2022年 7月，在松原驻北京人才

工作站推荐下，成都赛普能源公

司与长岭县快速达成合作意向，

后又通过松原“人才之家·项目

专班”提供领办代帮办服务，仅

用 1个月时间，投资 3.5 亿元的

天然气液化调峰项目就签约落

地，目前已完成投资 0.9 亿元。

赛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贾斌对松原投资环境、人才环

境高度认可。天然气液化调峰

项目的落地，是松原市借助“人

才之家·项目专班”平台开展“双

招双引”的一个缩影。

2021年，聚焦吉林省委作出

的各市（州）“对接长春、共享发

展”“携手吉大、创新发展”战略

部署，松原市委组织部专门建立

“人才之家·项目专班”实体平

台，专班推动长松两地合作事

宜。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做

深产才融合文章，集结市委组织

部人才中心、市商务局招商中

心、市发改委项目中心和市政数

局审批中心入驻“人才之家·项

目专班”，组建对长合作专班和

乡村振兴专班，成立工作指挥部

统一指挥，形成“一核驱动、四心

并联、两班同筑”格局，全面承载

聚集人才、招引项目、振兴乡村、

发展产业重任。同时，依托“人

才之家·项目专班”平台，不断拓

展对外合作步伐，相继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长

春相继建成“一站一会”（域外人

才工作站和松原商会），构建招

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北斗七星阵”并纳入“人才之家”统

筹，形成以域内“人才之家”为核心、域外“一站一会”环

绕的众星拱月格局。向每个人才工作站选派2名年轻干

部驻地指导并开展“双招双引”，与发达地区项目资金人

才实现更紧密对接。

一年来，依托平台，紧盯长春市优势资源，50多名

入驻干部推动对接合作热潮不断掀起。截至目前，与

长春市合作项目共计 93 个，总投资 649 亿元。与吉林

大学合作项目 29个，其中落地项目 15个。借助“一站

一会”，联络域外人才 3686 人，吸引各地 610 余户松原

籍企业入会，对接项目数量 52个，总投资 295 亿元，实

现了以才兴产、以产聚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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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继东 记者王欣欣）为进一步守牢生态

环境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松原市

组织执法人员持续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

作。

以重点排污单位、放射源使用单位、风险源企业、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等为重点，对其污染防治设施运

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的环境安全情况开展

全面“体检”，坚决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围绕排污许可

证实施、危险废物管理等多个专项，深入开展重点行

业领域生态环境帮扶整治工作，同步通过“双随机、一

公开”进行实地检查。以防范化解重大环境风险为主

线,强化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分析研

判环境风险形势,对问题再排查、隐患再整治,将环境

风险防范工作落到实处。要求被检查企业举一反三

防范化解环境风险,严防思想不重视、麻痹大意、不担

当不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企业危险废物产生、贮

存、运输和利用处置每个环节都进行了认真排查，执

法人员对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以及之前发现但尚未

整改到位的隐患问题等加大帮扶指导检查频次，要求

企业自觉履行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做到问题查清、隐患根除，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在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同时，执法人员

还结合全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加强了对涉及的污

水处理厂、医疗机构等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

截至目前，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259人次、检查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厂、涉危废企业116

家、帮扶企业指导整改环境问题22个、处理环境信访

案件10个。

松原消费市场
复苏步伐加快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切实做好促消费稳增长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快促进消费

回补和潜力释放，今年以来，松原市开展了一系列促消费活

动，促进了消费市场复苏步伐加快。前三季度，松原市全口

径社零额实现178.26亿元，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高于全

省平均增速10.4个百分点，位居全省九个市州第三，其中

第三季度增速14.4%，位列全省九个市州第一；限上社零额

实现65.73亿元，同比增长5.4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1个百

分点，超额完成市政府设定目标2.4个百分点，位居全省九

市州第二。

为促进消费市场尽快复苏，松原市多措并举开展促消

费活动，积极培育消费热点、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开展促销活动。先后开展了“1·8消费节”、夏日狂欢

购、“9·8消费节”等活动，并组织大润发、欧亚、金钻、华生

交电等大型商超及家电企业开展百余次促销活动。发放政

府消费券1700万元，刺激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拉动

销售额3.29亿元。

发展夜经济。夏季开放4处大型夜市，每个夜市每天

流水达300万元。

实施商贸企业达限入库入统专项行动。加强摸底调查

力度、部门协调力度、企业培育力度，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新

入库批零住餐企业21户，其中，批发业8户、零售业11户、

住宿业1户、餐饮业1户。

开展成品油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市场监督、税务、应急

等多个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对照加油机税控装置数控及视

频监控，对企业上报数据的质量进行核查，避免企业发生漏

报行为。

秸秆再利用，废物变成宝。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村利用水稻秸秆编织

成草帘、草绳等制品，拓宽了村民增收途径。

松原市积极推进全市生态农业、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快速发展，这是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地家庭

农场内种植的草莓。

松原市积极立

足资源优势，抢抓

“双碳”机遇，持续

推进新能源产业发

展步伐加速。这是

松原市正泰新能源

产业基地项目建设

现场。

近年来，宁江区依托“智慧宁江”平台，把群众反

映诉求、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移动终端，方便群众

随时、随地反映问题、举报线索，后台高效分类、推送、

解决，努力实现让群众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

用跑”。

打造打造““平台平台++终端终端””模式模式

实现诉求一键式畅达实现诉求一键式畅达

在2020年初，宁江区集中力量，打造了覆盖全区

17个街道62个社区的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以人、房、

法人、信息四大基础库为依托，实现智能化管理服

务，得到省委认可并在全省推广实行。依托“智慧宁

江”平台，开设“智慧政法”端口，有效整合各级综治

中心和“雪亮工程”系统，建立集信息采集、纠纷受

理、数据集成、智能研判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智慧平

台。在大型商超、车站、娱乐场所、公园广场等人流

密集公众场所，设置“宁江百姓”标识牌，公布公开

“一电、一号、一码、一平台”的一键式终端诉求上传

路径，即一部举报电话、一个“智慧政法”公众号、一

个线索举报二维码、一个综治指挥平台，让群众反映

诉求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推动形成“矛盾不出屋、在

线就解决”的工作新格局。

打造打造““后台后台++矛调矛调””模式模式

实现问题一站式解决实现问题一站式解决

群众诉求录入成功后，“智慧政法”平台第一时间

推送到后台服务中心，即区级矛调中心。区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设置了接待区、便民区、调裁区和服务

区，从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信访局等7家单位，抽

调14名懂专业的精干力量驻点办公，后台矛调中心的

综合窗口在接收到群众“一键式”诉求后，对矛盾纠纷

进行统一受理、有效甄别和集中分流，分别派给各个

矛调业务窗口，第一时间提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

法调解、综治调解等矛调服务，确保群众的物业、医

疗、教育、民商事等诉求，实现“一站式”解决。遇到疑

难纠纷，第一时间召开智慧法务区工作联席会、信访

工作联席会集体会商研判，按照一个难题、一名包案

区级领导、一套方案、一包到底的原则，实行台账式清

单管理。

打造打造““前台前台++反馈反馈””模式模式

实现服务一线式送达实现服务一线式送达

为了提升群众对诉求结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后

台将群众诉求按照民政、教育、卫生、退役等类别进

行分类，以智慧法务区工作联席会、信访工作联席会

的名义，将矛调中心的处理结果或存疑诉求，第一时

间分别推送到服务前台，即事涉的主管部门单位，并

由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承办，责任单位的办理进

程和流转环节，通过“智慧政法”平台，第一时间“一

线式”推送给信访群众。信访结束后，群众可以在平

台上的评价模块中对办理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如

果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矛调中心按照“单位主责、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由责任单位牵头，属地

镇街配合，单位分管领导带队，联合属地网格员、治

安员组成工作组，上门“面对面”开展政策解答、释法

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