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沃野，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
椒、挺拔的水稻……无论走到哪里，都
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双辽市凝聚合力，奋力擦亮
乡村振兴底色，逐渐形成以产业振兴
为支撑，生态宜居为关键，治理有效的
振兴蓝图。通过细化工作举措，狠抓
工作落实，正一步步在乡村振兴的答
卷中不断书写出新的成绩。

2022 年双辽市被评为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称号。

产业兴旺 凝聚合力谋振兴
走进双山镇秀水村，乐稻小镇内

格外热闹，充斥着游客们的欢声笑
语，乘坐小火车穿梭金色的稻田、在
形象雕塑旁打卡拍照、在凉亭吊椅处
休憩，享受着经过稻田的微风……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很好，同
时还有许多游乐设施，非常适合假
期带着孩子过来玩。”双辽市民王先
生说。

秀水·乐稻小镇是双辽市利用
3800亩稻田，进行旅游场景的设计和
展现，含有智能化育秧工厂、田间作业
道路、现代农业创客园、稻田小火车、稻
田公园等，融合农旅的元素，打造一个
多业并举、有效增值的产业综合体。

双辽市坚持以产业兴旺为重点，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科学制
定《双辽市“十四五”特色产业规划》，
扶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围绕水稻、花生、杂粮杂豆等发展

农产品加工。全市共有规模以上水
稻加工企业7家，年加工能力50余万
吨。拥有中型花生油生产线2条，年
加工花生能力8万吨。建立现代化水
稻育秧工厂2座，花生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1个，创建省级绿色杂粮杂豆现
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花生现代农
业产业园1个，省级水稻现代农业产
业园1个，形成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聚
集、多业态发展、多模式推进的融合
格局。新立乡被评为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王奔镇高产村（水稻）被认定
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市“一
村一品示范村”达到7个，初步形成绿
色水稻、花生、肉牛肉羊、生猪、禽类、
棚膜蔬菜6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生态宜居 擦亮乡村新底色
步入秋季，天气微凉，柳条乡柳

条村的口袋公园人来人往，扭秧歌、
踢毽子、凉亭里面唠家常……成了村
民茶余饭后、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这是双辽“金秀田园美丽乡村风
景线”的一角，整条风景线风景秀丽
途经 4 个乡镇、10 个村，全长 42 公
里。途经省级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
示范区、玉米保护性耕作示范区、稻

渔种养观光试验区、瓜菜示范区等13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添置了金良驿
站、百禄乐活小镇和半马线、骑行线
等乡村游景点，美化乡村人居环境，
惠及沿线4.5万农民。

不仅如此，双辽市坚持以生态宜
居为关键，大力实施乡村治理行动，
做实村屯绿化美化，全市新增绿化面
积1553亩，绿化村屯23个，补足绿化
美化漏点。投资9000万元分类梯次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打
通农村污水处理堵点。连通乡村道
路网络，强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打造“美丽农村路”31条，总里程
485 公里，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3280公里，行政村硬化率、通车率、公
路养护率均达到了100%。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谱新篇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双辽市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以全省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机，
按照“三治同创”的理念，重点推进移
风易俗、道德银行、美丽庭院、法治护
村等12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建设乡
村治理示范村24个，将城乡治理责任
牢牢扛在肩上。 （下转二版）

S I P ING R IBAO
中共四平市委主管主办 四平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2- 0009 邮发代号11-20
2023年10月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 八月廿六 10

总第10256期 今日8版

四
平
微
报

官
方
微
博

抖
音
号

快
手
号

本版编辑 程源 杨天驰 王翌頔
本版校对 王国成

叶赫金秋 通讯员 费季为 摄

镜观四平镜观四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市
硅灰石矿储量超 2000 万吨，年加工能力
20万吨。双辽硅砂勘探储量9亿吨，被誉
为世界四大富矿之一，拥有全省唯一一
家玻璃建材产业园区，涵盖钢铁及制品
制造、水泥及制品制造、平板玻璃制造三
大行业。全市钢铁核定产能170万吨，占
全省10.6%，水泥熟料核定产能356万吨，
占全省 15%，平板玻璃产能 1442 万重量
箱，占全省100%、全国1.6%。现有规上企
业 28 户，2022 年实现产值 90 亿元，规模
总量约占全市工业的 24％、占全市工业
税收的 7.5%。我市持续聚焦高质量发
展，积蓄动能、奋力攻坚，不断推进冶金
建材项目建成投产，培优引强，做大工业
经济底盘。

开展产需对接 推动项目
单位与生产企业深入合作

由于水泥产能过剩、原材料本地断
供、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等多方面因
素，导致我市水泥建材行业近年面临的
发展问题较为突出，为此，2022 年初，经
深入企业调研情况，形成了《四平市水
泥行业调研报告》。通过调研分析，我
市从强化本地建材产品配套着手，深入
开展企业备胎计划，产需服务对接活
动。共组织两次水泥建材产需服务对
接会，产需双方 60 余户企业参加，编制
了产需服务对接手册，制定了产需服务
协调机制，搭建了政府服务平台，推动
本地配套额大幅增加，其中 2 户建材企
业由于本地订单的增加，年内实现升级
入规。

今年6月7日，省工信厅在我市开展
了“省直暨四平地区重大项目单位走进

金钢钢铁活动”，组织省内重点钢铁生产
企业、省内重点建筑业企业等70余户企
业参观了金钢钢铁生产线，进一步推动
项目单位与金钢深入合作，扩大省内重
大项目的本地钢铁产品采购份额。6 月
15 日，四平市冶金建材行业产需服务对
接会在金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会
上，水泥、商混、盘扣脚手架企业和房地
产、建筑业企业深入对接，精准对接冶金
建材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拓宽冶金建材
企业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推动项目单
位与生产企业深入合作。

针对实际需求 积极推动
企业转型升级和项目发展

金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的大
型工业企业，2021年实现产值75亿元，纳
税超 1.6 亿元，占我市规上工业产值的
20%以上。但自2022年初以来，由于钢材
市场需求和价格下滑，企业面临的阶段
性困难尤为突出。为解决企业长远发展
和阶段性困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4次带队赴广州工控、亚泰集团就金钢
钢铁转型升级项目进行对接洽谈，广州
工控和亚泰集团均有意愿建设该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占地总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200亿元以上，年利税贡献30亿元以上，
项目的实施将对我市工业经济发展起到
巨大的带动作用。

“项目7月2日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
11.8亿元，预计2024年底竣工投产，项目
投产后可实现产值8亿元，该项目实现向
汽车玻璃、光伏玻璃、电子玻璃等高附加
值产品链延伸。”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

“一窑三线”光伏玻璃盖板、汽车玻璃、电
子玻璃生产线项目负责人介绍，此项目
能尽快投入施工，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以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市政
府主要领导带队赴河北迎新总部对接推
动，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市工信局协
调省工信厅为企业办理产能置换手续，
使项目前期相应工作得以迅速推进。

作为我市主要的冶金建材项目之
一，在我市的大力推动下，5月15日，吉林
省梨树大顶山硅灰石有限责任公司硅灰
石产业园（一期）工程暨年产 10000 吨超
细针状硅灰石改性粉建设项目开工，目
前，项目建设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 30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中，一
期主要建设生产厂房、成品库房和生产
线等基础设施。二期采取合作建厂的方
式生产环氧树脂胶，主要应用于以特斯
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风力发电
系统的风扇叶片；生产锂电池表面的涂
敷材料，主要用于高档线缆环保阻燃的
硅橡胶等领域。三期以高档工程塑料生
产及加工为主，利用针状硅灰石独特的
物理特性，生产汽车用工程塑料、高档家
电外壳用工程塑料等产品。整体项目预
计 2025 年末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产值 37.5 亿元，税收 6.15 亿
元。”该项目负责人邹贺立介绍。该项目
开启了硅灰石公司由传统硅灰石产业向
现代绿色建材、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的
崭新篇章。

倾力排忧解难 帮助企业
拓宽市场渠道推动产品出口

我市充分发挥企业钢坯规格型号丰
富优势，帮助企业拓宽市场渠道，积极寻
找国外市场订单。

去年以来，市工信局协调四平海关
主动为企业上门服务，包括协调长春海
关、大连海关对金钢股份产品进行商检，
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流程监控等服务
项目，确保了企业出口订单能够按时保
质保量完成。目前，已出口至印尼、危地
马拉等国家，出口钢坯2.9万吨，出口额超
1亿元，平均每吨价格相比国内平均价格
高约100元。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我市
挺起工业发展的脊梁，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全力打好冶金建材项目产业的攻坚
战，不断续写冶金建材产业新篇章。

风 劲 正 是 扬 帆 时
——我市推进冶金建材项目建设纪实

全媒体记者 刘莉 见习记者 徐涵屹

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
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
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东北、关注
吉林。金秋时节，总书记第十次亲临东
北视察，第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事关东北
全面振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
性问题，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
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实践动力、精神动
力。其中要求我们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
平, 为我们强化新时代开放合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坚决把总书记擘
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的实际行动，在加快走出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振兴新路的进程中牢牢把握加快建
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要求，认真
谋划抓好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提升重
点任务，切实把相关工作往深里谋、往实
里做、往细里抓，形成海纳百川求发展、
登高望远看世界、万马奔腾聚吉林的生
动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
篇章。

新征程上，扩大高水平开放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今年是党中央实施东北

振兴战略20周年，也是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实
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国经济韧
性强、潜力大、活力足，我们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一个地区的发展，只有
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才能
拥抱更多新机遇，于扩大更广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高水平开放中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东北地区加强与东部沿海和京津冀的
联系，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在畅
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
发挥更大作用，对系统布局建设东北现
代基础设施体系，加快论证和建设油气
管道、高铁网和铁路网、新型电网和电
力外送通道、新一代移动通信和数据
网，促进东北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等作出新部署、新要求，帮助我们进一
步提高了站位、打开了思路、提升了境
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建设拼搏向上、乐
观包容、奋发进取的开放性文化，全方

位拓展开放广度深度，推动合作不断上
规模、上层次、上水平。

锚定方向、真抓实干，形成争做开
放发展实践者的浓厚氛围。要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知责担责、
知重负重，在既有成绩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开放思维，增强开放意识，完善开
放举措，为全面振兴构筑新优势、注入
新 动 能 。 进 一 步 深 化“ 五 个 合 作 ”，

“放”出新天地、“放”出新气象，更好地
吸引要素、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推动
央企再布局、民企大发展、外资快涌
入 。 要 加 快 建 设 现 代 化 基 础 设 施 体
系，持续完善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加
强同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持续深化
吉浙、长津对口合作，不断提升开放平
台能级，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持续优化开放布局，着力畅通
开放通道，让开放的吉林更具吸引力、
竞争力、影响力。

越开放，越发展；越合作，越共赢。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前沿意
识、开放意识，为在壮阔新征程上谱写
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坚定前行。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前进道
路上还面临很多风险挑战。”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着力
加大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
求，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推
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
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切实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
同努力，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粮食生产有望丰
收，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大局保
持稳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打下了良好基础。我国经济恢复
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
地位，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这些成绩，是在外部需求走弱、
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不利影响加大，
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一
些领域风险隐患逐步显现的情况下
实现的，来之不易，令人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就是
力量，信心赛过黄金。”应当看到，疫
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
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要

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
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战
胜挑战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长、
在历经考验中壮大。坚持稳中求进、
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当前中国经济
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
沛。物价“稳”，拓展了“进”的空间；
消费“稳”，增强了“进”的动力；就业
稳，提升了“进”的成效。今天的中国
经济，正坚定不移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我们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这种信心正在于：我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会改变，发展仍具有良好支撑基
础和诸多有利条件。短期看，各有关
方面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延续优
化一批阶段性政策，并研究出台一批
针对性强的新举措、积极谋划推出一
批储备政策，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
势头。长期看，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
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
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
人才优势。综合看，把各方面的优势
与活力充分激发出来，就能够推动经
济结构持续向优、增长动能持续增
强、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实现经济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
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做好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加大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国
内有效需求，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
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使经济发
展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围绕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加大
民生保障力度，着力扩大就业，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争朝夕，时
不我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扎实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突出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吉林日报评论员

乡村美如画 振兴正当时
——双辽市乡村振兴工作记事

全媒体记者 张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9
月27日，我市玉米主食化题材的专题
片《百变四平玉米》在央视农业频道

《谁知盘中餐》中播出，节目拍摄组走
进四平，运用客观、平实、深入的镜头
及独特的视角宣传我市玉米主食产
业。各种由四平玉米制作的健康美
食色泽诱人，让人垂涎欲滴，我市这
张“中国优质玉米之都”的名片再一
次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一粒粒玉米承载了这座城市农
民的共同期盼，一片片黑土地让这座
城守护着国家民族的粮食安全。在
这档黄金25分钟的宣传片中，央视栏

目组以“百变四平玉米”为主题，围绕
着四平玉米美食，从热闹的早市走进
黑土地。从简单的玉米面发糕到色
香味俱全的“玉米满仓”菜肴，让人看
到一根玉米从初级加工到深度加工，
玉米“物尽其用”，身价倍增，全方位
向观众展示了玉米的收获、加工，最
后再到美食的一系列生产制作流程，
展示了“安全、营养、健康、美味”的四
平玉米美食的诞生。节目通过镜头
语言相勾连，呈现出中国优质玉米之
都·四平的城市形象。

据悉，《谁知盘中餐》是央视农业
农村频道推出的一档通过溯源农产

品，聚焦农产品消费热点、剖析典型
案例、关注农业产业升级的融媒体节
目，栏目立足百姓关心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口感、品质，揭开农产品背后不
为人知的故事，解决消费者对于食材
的种种疑惑，展现现代农业如何提升
百姓餐桌上食物的品质、安全，提升
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帮助大众建
立正确的食物观，是推广全国知名健
康特色美食，做农产品安全领域权威
的求真求证平台。《百变四平玉米》的
播出将大大提高我市玉米主食在全
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助推四
平玉米产业发展。

《百变四平玉米》专题片登上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