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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9 月 1
日，我市召开“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
推广应用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郭灵
计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
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主动作为、通力协作、克难攻坚，
真正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以智慧监管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市
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主持会议。

郭灵计指出，数字化建设既是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要立足战略全局，深刻认识“数
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建设重要意义，
全力做好业务衔接、数据共享、人员培
训、推广应用等工作，共同把态势感知
平台打造成全市数字化应用领域“金色
名片”、全省“数字吉林”建设样板工程、

全国数字社会治理标杆样板，努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四平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郭灵计强调，要科学高效应用，以
“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推广应用赋
能城市治理。进一步强化数据有效性，
充分释放数据“跑路”优势，为平台综合
信息、研判形势筑牢坚实数据保障。进
一步强化工作连贯性，将有序衔接、科
学转变作为平台推广应用的重中之重，
不断提升行政管理效能。进一步强化
响应及时性，全面拧紧应急事件处置责
任链条，对转办的事件信息及时响应、
及时处置、及时反馈，坚决杜绝放任自
流、泥牛入海等情况发生。

郭灵计要求，要放眼长远长效，持
续拓展“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广度
深度。要做好统筹规划，推动社会治
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由经

验预判型向数据分析型、由被动处置
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型升级。要推进共
享共用，稳步推进“雪亮工程”“数字城
管”以及其他现有视频平台与态势感
知平台全面对接，避免因重复投资、重
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要拓展应用场
景，确保全域行业智慧监管实现同流
程、同标准。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数字四平”
态势感知平台宣传片和平台应用演练；
市政数局负责同志汇报了“数字四平”
态势感知平台建设及应用情况；市直相
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就平台使用和拓
展应用进行了发言。

市领导王有利、赵连军、曾范涛、葛
越峰、张恒、孙立新、王善斌，市政府秘
书长邱岩，市委有关副秘书长，市直、驻
平中省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有关同
志参加会议。

郭灵计在“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推广应用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真正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以智慧监管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

9月1日，我市召开“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台推广应用工作部署会。 全媒体记者 韩振伟 摄

在秋日的暖阳下，走进四平新
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四平新材料产
业科创园建设项目现场，机器轰鸣、
车辆穿梭，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
碌着。

此项目是我市促进化工产业链
项目落地，推动产业提质扩能，为
高 质 量 发 展 聚 势 蓄 能 的 一 个 缩
影。为实现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大力打造化工园区，加快项目
建设，为助力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明确产业发展规划
促进绿色健康发展

我市化工产业起步较早、基础较
好、门类齐全，特别是以四平联合化
工厂、四平市油脂化工厂、四平市油
漆厂等为代表的企业，在氯碱化工、
精细化工等方面为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2015 年，四平昊华按照
市安委会相关要求实施停产，昊华
停产后，我省成为除西藏自治区以
外唯一没有大中型氯碱生产企业的
省份，氯碱产品的缺失导致全市化
工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为确保年产20 万吨烧碱产能留
在四平、留在省内，市政府与中国化
工集团新材料公司积极对接，由双
辽昊华化工有限公司与四平昊华化
工有限公司形成产能装置转移框架
协议。自此，我市以双辽昊华 20 万
吨离子膜烧碱和四平精细化工头孢
呋辛酸系列产品搬迁改造项目为依
托，打造四平新开区生态化工园区
和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两大化
工园区，实施危险化学品“退城进
园”，推动我市氯碱化工和精细化工
两大产业链快速发展。

我市重新调整编制了《四平市化
工产业发展规划》和两个园区的《总
规》以及《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形成
了更加系统、科学的化工产业规划
体系。在我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和“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框

架内，产业发展思路、方向及产业链
定位基本清晰和明确，为我市化工
产业抢抓机遇，实现绿色高质量和
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规划保障。

加强配套服务功能
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2021 年，我市化工产业产值达
7.6亿元；2022年，达到14亿元，同比
增长了 84.7%。这是我市依托两大
园区、提升化工产业发展取得的良
好成效。

全市现有四平新开区生态化工
园区和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
其中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已顺
利通过省级化工园区认定，成为自
2021 年六部委联合发布《化工园区
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后吉林省 5 家首批通过认定的化工
园区之一；四平新开区生态化工园
区目前也已提交认定申请，等待省
里进一步的认定复核，两个化工园
区安全风险等级评定全部达到 C 级
水平。通过各项软硬件设施的完善
和提升，平台配套服务能力提升，产
业承载优势，化工产业集聚发展效
应初步显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强链项目纷纷落地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四平新材料产业科创园是吉林
省第一个化工新材料产业孵化基
地，总投资 52.5 亿元，占地总面积
150 万平方米，建设甲类丙类标准化
厂房 75 栋，正在快速集聚各类科学
家、顶级人才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全
力打造创新发展竞争新优势。其中
一期工程现已开工，主要建设甲类
丙类标准化厂房 14 栋、仓库 8 栋、车
间辅房7栋，预计年底前竣工。”四平
新材料产业科创园建设项目负责人
张冶介绍。

四平新材料产业科创园建设项
目是落户四平新开区生态化工园区
项目之一。此外，四平新开区生态

化工园区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合作
设立了科创中心平台，与高校科研
院所设立创新研发平台。今年以
来，中远海运吉电股份风光制绿氢
生物质耦合制甲醇项目和吉电股份
5万吨绿色航空煤油项目、四平乡茵
秸秆全产业链项目、金钢股份金钛
新材料项目、圣达天安高端润滑油
项目、鼎研化工新材料项目等重大
项目相继落地，投资百亿元以上项
目 1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10 亿
元以上项目 5 个，随着“专精特新”、

“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接连涌现，
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提升。

“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必
将促进新开区全面融入我省‘一主
六双’‘长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
略，同时也标志着梨树县承接吉西
南‘精细化工产业’‘绿色建材产业’
转移正式拉开序幕。”新开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康宁表示，要精心
组织、管理、施工，以一流的建设质
量、建设速度，确保项目早日竣工达
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目前，我市共有双辽天威电化有
限公司年产30万吨电石移地技术改
造项目等 8 个项目在建、续建；已经
谋划的 13 个氯碱化工下游产品项
目，其中落地在建 2 个，分别为双辽
市永林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吨三
氯氧磷及1.5万吨磷酸三乙酯项目和
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正在招商的
有年产 6.5 万吨氯丙烯项目，年产
2000 吨五氯吡啶、500 吨四氯吡啶腈
等11个项目。

“永林化工是双辽昊华化工有限
公司氯碱产业链的延伸企业，作为
吉林省唯一的氯碱化工企业，昊华
化工每年产液氯约 16 万吨，永林公
司就能消化 5.8 万吨，有效解决液氯
不允许跨省运输的难题，确保昊华
化工满负荷生产。”双辽市永林化工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武丽影介绍。

双辽市委书记王志军表示，在化
工产业链上，以昊华化工为龙头，重
点推进 4 万吨硫酸钾和 1000 吨工业
级海绵锆等项目建设，确保今年新
增产值10亿元。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市将始
终锚定奋斗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
不断实现化工项目落地见效，促进
化工企业强链延链、提质升级、转型
发展，大力助推化工产业驶入“快车
道”，为全力推进四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打造化工产业集群 为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
——我市推动产业提质扩能助力化工产业发展记事

全媒体记者 刘莉 见习记者 徐涵屹

“尖椒干豆腐、芹菜炒粉条、鸡蛋糕
……价格合理，有荤有素，营养丰富。”日
前，记者走进位于铁西区英城小区院内
的中兴社区敬老餐厅，屋内宽敞明亮整
洁，热腾腾的饭菜香味扑鼻，老人们围坐
在餐桌旁，一起就餐、聊天，“敬老爱心席
位”“老年人健康饮食”等墙上一处处温
馨的宣传语、海报，营造出一股浓浓的幸
福氛围。

中兴社区敬老餐厅仅是铁西区扎实
推进敬老餐厅建设的一个缩影。社区敬
老餐厅作为铁西区养老、敬老、为老服务
的“民心工程”，以“敬老爱老、便民利民”
为宗旨，以公益为主、微利经营的服务方
式，引入知名专业运营机构，打造“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的为老助餐新模式，为
老年人提供更专业的就餐、送餐、配餐等
服务。同时也方便了其他有需求的居
民，切实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合力推进 多元建设
铁西区坚持敬老食堂和社会合作助

餐点共同推进，打造敬老餐厅多元建设
模式。对于公办民营敬老食堂，创新采
取“四个一批”模式，即：新建小区配建用
房收回一批，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用房改

建一批，在社区周边协商租赁一批，利用
专项债券项目包装一批，实现敬老食堂
用房进一步整合，由政府建设，社会力量
运营管理，为老人提供就餐服务。对于
社会合作敬老助餐点，主要依托现有餐
饮企业进行建设，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授
牌经营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
目前，全区已建设敬老食堂6家、社会合
作敬老助餐点39家,实现了城区内39个
社区全覆盖。

惠民服务 吃得舒心
“真高兴，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经济

实惠、营养可口的饭菜。”正在用餐的王
大娘对记者说。社区敬老餐厅不仅饭菜
种类多样而且价格实惠，赢得了居民们
的一致好评。铁西区坚持价格优惠和服
务优惠并重，全面提高为老服务需求。
为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助餐服务需求，铁
西区在省、市标准框架下制定了《铁西区
社区敬老食堂建设与运营规范》，社区敬
老食堂对我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
供“四优”助餐服务。优先就餐。敬老食
堂设立敬老席位，优先为老年人提供就
餐服务。优惠价格。敬老食堂每日提供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套餐，对 60 周岁
以上老年人、低保户、残疾人、退役军人、

环卫工人收费标准低于市场价格，按照
长者不同年龄段再递次优惠。优待服
务。针对失能、半失能等行动不便的高
龄老人，就近可提供低偿或无偿送餐服
务。优选食材。充分考虑老年人饮食偏
好，制定科学的营养餐食谱，有针对性推
出“粗粮食品”“低糖食物”“低脂食物”
等，让老年群体在社区食堂吃出健康。
同时，根据各家敬老助餐点特点制定不
同优惠套餐，对辖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
人、低保户、重度残疾人、环卫工人提供
优惠就餐服务。

监管护航 吃得放心
铁西区坚持线上监管和线下监管同

步，全力提高敬老餐厅服务水平。线上
监管方面，将社区敬老食堂监控和收银
系统对接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对其为老
服务进行实时监管。线下监管方面，区
民政局养老科定期对各敬老餐厅进行督
导检查，并在餐厅醒目位置张贴服务监
督电话，建立退出机制，对达不到标准
的，立即终止合同，全力规范敬老餐厅发
展秩序。“为了让老人吃得营养健康，我
们在食材的购买和加工上都严格把关。”
敬老食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食堂
工作人员的相关职责、专业培训也都充
分落实到位，确保老人能够吃得放心。

“小食堂”撬动“大民生”。铁西区将
充分结合实际，积极对接民生政策、找好
合适场所，力促敬老餐厅“落地生根”，打
通老年人助餐“最后一米”，传递铁西特
色养老“幸福滋味”。

敬老食堂“飘”出幸福味道
——铁西区扎实推进敬老餐厅建设记事

全媒体记者 杨天驰 通讯员 曹冬梅

正平广场 全媒体记者 于天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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