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详见三版 >>用脚步丈量世界 用眼睛发现风景

详见八版 >>“三个聚焦”筑牢农贸市场安全防线

镜观四平

S I P ING R IBAO
中共四平市委主管主办 四平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22-0009/ 邮发代号11-20
2025年3月

星期四
农历乙巳年 二月十四 13

总第10606期 今日8版

快语新言

四
平
微
报

官
方
微
博

抖
音
号

快
手
号

本版编辑 郭洪涛 杨天驰王翌頔

本版校对 孙昊

今年以来，双辽市紧紧围绕年
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狠抓各项工作
落实，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计划开复
工项目 79 个，总投资 232.74 亿元。
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48个，亿
元以上项目28个，百亿元以上项目
1个。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紧盯超
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和
专项债等政策机遇，结合现有初步
成形的项目再梳理、再包装，全力
争取资金支持，扎实做好论证、申
报等各阶段工作。截至目前，已争
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12亿元，
中央预算内资金7133万元，省预算
内资金432万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巩固审

批制度改革成果，推进审批工作标
准化，规范审批工作流程、规范服
务要求，更好地为投资企业服务。
充分发挥项目中心职能作用，根据
部门职能整合人力定期集中调度
春季开复工重点项目，时刻了解项
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并协
调各包保部门帮助解决，进而加快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确保项目春季
施工顺利开展。充分运用吉林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加强与各
部门审批数据汇总和交换，支撑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双辽市发
改局38项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时限
压缩率由68%提升为85％。其中，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提速85%，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提速95%，提前办结
率 达 到 98％ ，全 程 网 办 率 达 到

100％。
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

挥“一个重大项目、一个市级领导、
一个责任部门、一个项目秘书、一
抓到底”五位一体项目建设推进专
班机制，建立健全部门责任制，积
极协助企业做好前期手续办理和
开工建设工作。根据部门职能整
合人力集中推动重点项目土地等
前期手续办理，逐个分析破解项目
难题，全力做好项目各项要素保障
工作，加快项目手续办理。针对春
季开复工重点项目，制定分项推进
方案，全面分析项目进度缓慢症结
所在，加快滞后项目推进速度，力
争完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注入发展新动能。深入研究、
充分利用对口支援、承接产业转移
等战略机遇，结合实际细分产业招
引方向和重点，招引一批符合实际
的好项目。按照行业归口和属地
管理的原则，细化职责分工，组织
各部门加大项目投资挖潜力度，确
保投资项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3
月 11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
明深入铁东区石岭镇赵家沟村龙
吟河和二龙山水库开展巡河工
作，实地察看岸线管护、河道治理
等情况，认真听取河长制工作落
实情况。

陈德明指出，全面推行河长
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工作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
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守牢生
态保护红线，全力守护绿水青山，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
展。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把河
长制作为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
境、保障水安全的重要抓手，常态
化开展河流湖泊日常巡查、管护、
治理等工作，切实把河湖管理保
护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要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河湖、断面水
质情况监测，统筹做好河道清淤、
小流域综合治理、水环境治理、湿

地建设等工作，不断完善河道管
护长效机制，确保水域长治长效、
长治久清。要强化源头治理，紧
盯河道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源管
控，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
根本上确保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
向好，切实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要抢抓机遇，用足用活用好政策，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科学谋划实
施一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努力
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市水利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活动。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全力守护绿水青山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陈德明深入铁东区开展巡河工作

时序春归、生机渐回，四平大地处处洋
溢着希望，此时的四平乡村正蓄势待发。

过去一年，全市深入贯彻市委八届八
次、九次全会精神，扛稳扛牢“国之大者”重
任，加快建设现代化大农业，争当全省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排头
兵”，农业农村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一幅
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壮美画卷在四平
大地徐徐展开。

“梨树模式”助力增收——创新完善“梨
树模式”技术体系，推广保护性耕作41.5万
公顷，新建高标准农田6.3万公顷，“四沟四

渠”整治四平经验在东北四省区推广，粮食
产量达到49亿公斤、实现“二十一连丰”，我
市粮食单产连续多年稳居全省第一。

畜牧发展牧歌嘹亮——畜牧大市地位
巩固，2025 年全市畜禽养殖量达到7428 万
头（只），肉牛养殖量达到154万头，突破历
史新高。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四平玉米”荣
登全国玉米品类品牌价值榜榜首，全省林
特产业示范市成功创建，晟然食品等 4 户
企业获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市
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69户，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实现180亿元。

和美乡村全域拓展——创建“千村美
丽”村86个、“百村示范”村22个，新改建农
村公路 341 公里，绿化美化村屯 108 个，农
村 24 小时供水工程比例达到 97%、全省第
一，伊通满族自治县连续四年获评“四好农
村路”省级示范县，双辽市在全省“四好农
村路”考核中实现“五连冠”、农村公路“十
户联管”养护模式全省推广。

“三农”工作硕果累累、枝繁叶茂。我
市作为农业大市，将以更严标准、更高质量
抓好“三农”工作，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
局面。

强产业，巩固农业领先态势。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在
提升粮食单产上下功夫。因地制宜推出适
合不同耕地类型的高产、高质、高抗新品种
50 个以上，建设水肥一体化高产高效示范
区1.3万公顷，以“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
为引领，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土壤养分调
控、绿色防控技术200万公顷次，使农业综
合机械化水平稳定在 95%以上，粮食单产
水平保持全省第一，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
定在 50 亿公斤阶段性水平。壮大棚膜经
济，全市计划新建棚膜生产面积 280 公
顷，扩大草莓、羊肚菌等高效品种种植规
模，发展水肥一体化和立体栽培新技术、新
模式，推动棚膜经济转型升级。推进新改
扩建园区 5 个，提升冬季蔬菜生产能力。
做强现代牧业，深入实施“秸秆变肉”工程，
提升全市肉牛养殖规模化水平，肉牛养殖

量预计达到 200 万头。强化生猪稳产保供
工作，全市生猪养殖量稳定在 550 万头左
右。推进梅花鹿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推动养殖与加工、销售等环节深度融合，形
成完整的梅花鹿产业链条。

补短板，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打造加
工产业集群，开展农产品加工精准招商，力
争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
户，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力争实现185亿元；
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擦亮“平地生香”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公司+生产基地+
农户”商业运行模式，打造联农富农带农平
台；建设产业融合高地，引导县（市）区立足
资源优势，强化科技支撑，打造特色产业集
群、示范园区；推动休闲农业发展，培育休
闲农业精品线路，叫响一批“卧龙泉屯式”
网红景点，强化区域性精品景点资源整合，
推介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通过多样化
的体验模式和独具特色地方产品，让游客
充分“沉浸”在平。

守底线，高质高效完成任务。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
制，织牢织密“三张网”，确保监测排查全覆
盖和精准帮扶无死角；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指导各县（市）区制定促进农民增收方案，
围绕产业扶持重点村、薄弱户，明确时间节
点、具体任务，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农民多
元增收，力争全市农民收入实现两位数增
长；建设高标准农田，组织各县（市）区申报
2025 年超长期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全市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6.6
万公顷以上，督促县（市）区按照省里确定
的时间节点按期完成建设任务；持续推进
全市“四沟四渠”综合整治，全面完成“四沟
四渠”建档立卡和沟渠分布图绘制工作，及
时清淤疏浚不畅沟渠，保持农田“毛细血
管”畅通。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单打
独斗”到“抱团取暖”，从“单一生产”到“多
元发展”，我市正沿着规模化、产业化、科技
化、品牌化经营的路子，跑出现代农业“加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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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3月12日，市政协九届二十一次主
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侯川主
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四平市
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传达学

习了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精
神；传达学习了省委政协工作会议
暨庆祝省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精
神；审议通过了《政协四平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 2025 年工作要点》
（草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关于开
展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释放

‘政’能量‘协’力促振兴”活动方
案（草案）。

会议决定政协四平市第九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3月13日召开。

郑旭武、苏晓华、王学君、刘红
军、王红艳、郭志勇出席会议。

市政协九届二十一次主席会议召开

实干蓄力涌热潮
——双辽推进项目建设记事

全媒体记者 张鹏

当 DeepSeek 以颠覆性的技术
重塑知识生产模式时，人工智能已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成
为撬动变革的现实力量。面对这
场技术浪潮，体制内工作人员既不
能以“铁饭碗”心态故步自封，也
不必陷入“技术替代”的无谓焦
虑，唯有在知识升级与能力重构中
找到自我坐标，才能将技术压力转
化为自身成长的动力。

技术迭代正在重新定义传统

价值。一直以来，数据整理、公文
处理、文稿撰写等事务性工作占据
机关工作人员大量精力，而Deep-
Seek的智能检索与生成能力，可将
这类工作的效率大大提升。杭州
市以“人工智能+”为强劲引擎，实
现试点行业环评报告“智能生成+
智慧审批”双突破，达成30分钟自
动生成环评报告、15 分钟完成报
告审核。工作人员得以将精力转
向流程优化与服务创新。这说明，
技术赋能不是岗位的消失，当标准
化、重复性的工作逐渐被新技术接
管，人的核心作用必然体现在决策
判断、价值创造等不可替代的能力

上，真正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更广
阔的创新空间。

主动突围需要刀刃向内的勇
气。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要求干部
最少要掌握两个人工智能（AI）工
具 的 消 息 ，激 起 层 层 涟 漪 。 在
DeepSeek 冲击下，拥抱 AI 已成为
新时代公务人员的必修课，作为社
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体制内工作人
员只有以“本领恐慌”的清醒认
知，通过不断学习并运用新技术，
主动更新知识体系，不断重构工作
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
服务。

破题DeepSeek时代
庄力

霓虹灯下的舞者 全媒体记者 高强 摄于西湖水上公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3月
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深入
市区，调研春季新开工项目。

陈德明先后来到铁东区拓华细
胞新药研发及大规模制备产业化、
弘丞科技黑豆油生产和铁西区绿环
泰再生资源体系建设、软通动力国
产化计算机智能制造工厂等项目现
场，实地踏查项目进展，与项目负责
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
产品工艺等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推动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陈德明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各
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
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凝心聚力、抢抓机
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全面掀起
项目建设热潮，奋力实现一季度经
济“开门红”，为打好打赢四平经济
攻坚战、荣誉保卫战蓄势赋能。要
扎实抓好项目谋划，抢抓“两新”“两
重”等政策机遇，科学谋划包装储备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高质量发展
增后劲、强动能。要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
着项目转，全力破解制约项目建设
的瓶颈问题，为项目建设稳步快速
推进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倒排建设工期，狠抓工程质
量，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
效。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
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高质量发
展的安全屏障。

市政府秘书长邱岩参加活动。

全 面 掀 起 项 目 建 设 热 潮
奋力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陈德明调研春季新开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