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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区九台区：：建好长春东部新城区
本报记者 孟凡明

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大道上，农安县对标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新任务、新使命，结合县域发展实

际，重点做好农业、肉牛、能源“三篇文章”。以奔跑的状

态笃定前行，全面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显著提升县域综合

实力。

今年上半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127.9 亿

元，增长7%。

做好农业文章。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围绕建良田、推良法、增良机，坚持新建和管护并重，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24年扎实开展50.5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建设面积全市第二，建设速度全市第一。截至

2023年末，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6万亩，占全县基本农

田面积的46.8%。

做好肉牛文章。深入实施“13321”肉牛全产业链发

展战略，按照“11N11”肉牛养殖发展布局，落实好“牛三

条”等扶持政策，鼓励千头牛场扩栏增量，推动吉林安牛

（赛升）等项目建设进度，依托成恩牧业等科技骨干企业，

建设种源基地，打造肉牛“芯片”。同步加快肉牛线上线

下交易市场建设，全力培育“安农牛”商标，推动肉牛产业

向“前后”端延伸。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到 52.4 万

头，力争今年肉牛饲养量达到75万头。

做好能源文章。农安县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已初

步形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格局。目前，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 16个，其中已并网 12个，在建 4个，全

县风电、光伏累计装机64.57万千瓦。今年，投资50亿元

的增量配电网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进驻绿电园区

企业用电每度可节省0.14元。

接下来，农安县将牢牢把握长春市委、市政府大力支

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锚定目标、真抓实干，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提速进位、产业发展提档升级、乡村振

兴提质增效，不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装

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集群，稳定一产、

提升二产、提质三产，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狠抓项目建设

追进度。深入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推进国盛增量配

电、一汽试车场等 66个重大项目的施工进度，尽早形成

更多的实物工作量；狠抓招商引资扩增量。利用招商

APP 开展全员招商工作，通过数据化、智能化、可视化等

技术手段全面提升招商质效。同时，深入粤港澳大湾

区、江浙沪、长三角等地，对绿电园区开展招商推介，推

动全县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笃定前行。当前，农安正以“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果敢担当，越“跑”越有力，越“跑”

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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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面振兴，县域要发力。今年，长春市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建
设农业强市和国家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目标，实施“六大提升行动”，推出“1+4”一揽子政策，
吹响了全面振兴的集结号。连日来，本报记者探访长春市部分县（市）区，关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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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图强。

今年，公主岭市把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首

要任务，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一年开新局、两年大变

样、五年新跨越”，冲击全国县域百强、争当县域突破排头

兵为目标，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突破，以岭城之为回答县

域经济发展时代之问。

1月至5月，公主岭市规上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

势，112户规上企业产值达到83.6亿元，同比增长24.5%。

起势而进，聚势而强。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公主岭市

坚持三大主战场同步发力，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为经济发

展提供新增量的真实写照。

看项目，多点开花。

今年，公主岭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100个，

年度计划投资107亿元；项目数量较年初增加15个，较去

年多19个。

围绕新能源汽车、混合型动力轿车“三电系统”等发

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签约韩亚新能源轴承芯片、上海共

富柯凌新能源汽车部件等 12个汽车零部件项目。围绕

农副产品加工、秸秆利用等发展玉米全产业链，签约仟客

莱高端反刍饲料、理想食品鲜食玉米加工等 5个农产品

加工项目。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重点洽

谈激光农业基地、国家生物育种中心、崖州湾国家实验室

吉林玉米试验基地等高科技项目，全力推进绿电产业园

项目。

看招商，千帆竞渡。

聚焦六新产业四新设施，狠抓产业链招商。公主岭

市今年开展全员招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补齐产业发展

短板。截至二季度，共谋划包装项目223个，已签约项目

38个，到位资金119.59亿元。

强化平台建设，三大经济主战场同步发力。公主岭

市还充分发挥长春国家农高区、范家屯和大岭两个省级

开发区载体平台作用，不断提高资源要素集聚、辐射带

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抓“六新产业”招商、抓要素

资源招商，洽谈推动项目 116 个，投资总额 545.73 亿

元。积极推进热电制氢、预制菜中央厨房团餐、数字智

造基地等18个项目签约落位。

看科创，赋能未来。

推动科技创新，公主岭市从“底气十足”中走来。公

主岭市依托国家农高区，与王立军、赵春江、李玉等院士

开展科研合作 40 余项，全力攻坚黑土地保护和种业研

发，打造 500亩科研合作示范基地，试验示范玉米、大豆

等新品种118个。

投资4.76亿元的国际种业研发中心、投资5.42亿元

的科创中心 7 月将投入使用，省农科院主粮中心、玉米

所、经植所、质标所，激光农业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下

设的激光装备应用研究实验室、农业光机理研究实验室

和信息数据控制研究实验室等机构确定入驻。

深入公主岭，倾听拔节生长的声音。紧紧扣住提升

质量效益这个关键，今年，公主岭市还着眼农文旅融合发

展，探索共富新路径，实现产业振兴、产业富农。

“循环经济、大健康、装备制造”三大产业园区齐头并进，

稻米、肉牛、香瓜，一系列产业衍生成链，集聚发展……从农

业到畜牧业，从老工业到新能源，德惠正以产业赋能驱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倾力打造长春北部副中心。

走进德惠经济开发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建设正

酣，“循环经济、食品健康”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的入驻企业

纷至沓来，这里已然成为德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

场”。

在废品回收处理中，循环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而长春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项目便是德惠变废为宝的项

目之一。“通过系统将有害物质处理掉，每年能处理生活垃圾

约54.75万吨，年发电约2.2亿度，并网供电1.9亿度。”长春

市恒建科为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如今，电力生

产、固废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产业已经构建起德惠固

废处置循环利用体系，未来，随着总投资100亿元的长春二热

电“退城进郊”燃煤发电、风力发电、“新能源+调峰燃机”一体

化3个项目的落位后，将为德惠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作

出更多贡献。

在德惠市大健康（食品）产业园，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的饮料生产车间内，刚刚生产出来的饮料在传送带上排成长

龙、飞速前进。这个只有21人的生产车间，每天可生产饮料

300吨，约38000箱。园区紧紧围绕食品制造、农副食品加

工、医药健康等相关行业上项目、育龙头、延链条、树品牌、拓

市场。截至目前，已入驻吉林达利食品、新型城市央厨供应、

好兄弟保温建材、朗逸门业、远大绿建、良都装饰等企业18

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户，年总产值14.66亿元。

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当

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也始终是德惠的责任与担

当。

“蟹苗撒进田里已经半个多月了。”在岔路口镇长义家庭

农场的水田里，农场负责人李长义指着绿油油的稻田乐呵呵

地说：“上了秋，先收螃蟹、再收稻。去年，螃蟹都没够卖。”在

德惠，稻田里不仅长出了生态大米，还“长”出了蟹、鱼、虾等，

从单一种植转变为复合产出，真正实现了“一田多收”。2024

年，德惠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面积10万亩，整体效益预计实现

1500万元。

坚持“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不断扩大特色

产业规模，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德惠小町、布海瓜菜、

郭家葡萄、布海瓜菜、朱城子玫瑰花等特色品牌享誉全国。

“德惠大米”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仅布海

香瓜预计年产值就可实现5.6亿元，德惠市全市园艺特产产

值可达20亿元。

奋楫争先，步步为荣。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德惠积极发挥区块链作用，持续丰富产品业态，助推区

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集群集聚，奏响“强县域”的“最强

音”。

“我们在芯片、发光材料等研发应用方面实现了技术突

破，相比同类产品节能效率更高。”在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测

试房内，总经理李树伟指着正在进行测试的产品介绍。今年，

企业开发了固态电池项目，目前，项目一期建设已经完成。

走进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热压式蒸馏水机提前20多天走下生产

线。

长春市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九台区

对标新要求、确定新目标、探索新路径，主动融入全市“一中

心、五高地”建设和“3转、4强、7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

施“西进联动”战略，构建“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焕新、四

大提升”整体格局，努力打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战。

九台区突出抓好粮食产量、农业品牌、乡村振兴考核、农

民增收“四件大事”，重点做好镇域突破、人居环境、村集体经

济壮大、乡村治理“四件要事”；深化与长春新区结对合作，推

动13个方面34个合作项目落位；实施“稳粮增产、节本降耗、

产业带动、创业就业、典型示范、品牌增值、托管合作、资产盘

活、政策激励、结对帮扶”10项增收行动，打造长春东部新城

区。

高质量发展，项目是基础。今年年初以来，九台区超前

谋划产业，重点抓规划、抓招商、抓项目，通过开通审批绿色

通道、落实“领办制”“代办制”等举措，帮助项目企业尽快完

善前期手续。谋划储备人工智能平台、综合交通枢纽及货物

仓储、冷链物流等项目。开展招商推介、产业对接、项目洽谈

等重要招商活动30多次。1月至5月，全区新签约亿元以上

合同类产业项目达43个。

放眼九台区龙嘉街道饮马河村的高标准农田，平整的地

块里，路、井、水电管线全部完成，无人机正在喷施叶面肥。

凤财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凤财告诉记者，今

年，合作社3200亩农田施行了水肥一体化，种植密度从每公

顷5.8万株提高到7.5万株，公顷产量有望突破3.2万斤。

今年，九台区设立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旗舰中心，把科技

引领示范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抓手，建立玉米“水肥一体化+

密植技术”示范区，打造“村百亩、乡千亩、区万亩”高产示范

田，探索“建、管、护、用”一体化新模式，全力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

青山环绕、草木葱茏的九台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是盛

夏时节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今年，村里棚膜果蔬农事研学基

地的6栋智能温室投入使用，最多可容纳500名学员开展研

学活动。”村党总支书记赵世龙介绍，他们正通过“党支部+”

的方式，实现产业聚能、产业拉动、产业增收，探索“三产融

合”新路径。

据了解，九台区全面落实《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举措》，

全力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力争重点村农民收入年均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坚持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办

好实事抓落实。

“双阳区将围绕落实‘六大提升行动’，强力实施投资、

工业、旅游、农业、商贸服务‘五大倍增’行动，推进粮食安

全、城镇化水平、乡村面貌、民生保障、改革效能‘五大提升’

工程，强化组织、用地、资金、科技、人才‘五大要素’保障，奋

力写好县域突破‘双阳答卷’。”双阳区区长张明坚定地说。

1月至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规上工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9.1%、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8.4%、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232.6%……在县

域突破中勇立潮头、奋勇争先，双阳区实现了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开门红”。

走进正在建设的双阳区如意湖景区，治理后的河道碧

水流波，商街、古镇建设如火如荼，广场上工人们正在进行

铺装，今年10月，如意湖景区将正式与游客见面。

双阳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精心打造长春旅居康养新

高地。紧扣全域、全季、全时，加快形成以北部国信温泉康

养新城、中部两湖旅居新区、南部神鹿峰未来5A级旅游度

假区为核心，以乡村旅游为补充，北中南全域贯通、多点开

花的大旅游格局。截至5月末，全区共接待游客220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85亿元。

在长春市双阳区博文鹿业良种繁育有限公司，近2000

头双阳梅花鹿在标准化养殖圈舍中茁壮生长，今年公司营

收将达6500万元。

双阳区积极构建“1355”梅花鹿产业发展体系，加快建

设全国鹿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区梅花鹿存栏总量达

到37万头，养鹿户1.3万余户，各类鹿产品经营主体2000

余家，全年交易鹿副产品达7000吨。预计到2024年底，鹿

业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150亿元。

目前，海悦药业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已经投入运营，7月

正式生产；二期已进入室内外装修阶段，预计明年6月竣

工，达产后，年产值可达百亿元以上。

双阳区全力支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引领推动全区工

业倍增。在支持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产品核心竞争力

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并加快建设海悦药业等一批新的医药

产业项目。全区2024年医药产业总产值可提升到32.1亿

元，增长184%。

同时，双阳区强力提升汽车轻量化产业能级，助力推

进长春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以打造全球最大的汽车底

盘零部件生产基地为目标，全力支持吉通机械、鑫利密封、

兴龙汽车等企业向新能源汽车领域配套发展，积极引进新

能源汽车配套项目。1月至5月，全区汽车轻量化产业累

计完成产值12.3亿元，同比增长67.9%。

双阳区还坚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强化粮食安

全保障。坚持“建管用”一体化推进，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稳定发挥作用。

“伴着长春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节拍，榆树市

以‘晒比促’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为载体，推动各项工作

提标提速、提质提效。”榆树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威信心满怀

地说，今年上半年，榆树市做实做细市级领导、部门领导“双

包保”工作，推动55个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开复工，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奏响了高质量发展激越、高昂的

“乐章”。

这些“凤凰”缘何选中榆树这棵梧桐？答案不难得

出——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催生了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诚

意、最贴心的服务，引得凤来栖。

“正大集团榆树肉鸡全产业链项目自落地榆树以来，享

受到了贴心的服务，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当地党

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吉林正大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新

刚竖起大拇指。

坐落在榆树市正大路1号的吉林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总

投资11.29亿元，年可屠宰加工肉鸡1亿只，调理品加工和熟

食加工年产能11.88万吨。

近年来，榆树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将棚膜蔬菜

产业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攻方向。据统计，榆树

市30亩以上棚膜蔬菜园区发展到116个，蔬菜大棚发展到

7.34万亩，棚膜蔬菜产值实现32亿元，已成为全市重要经

济增长点。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特色产业的支撑。今年，榆

树市在产业发展上精准定位，全力推动玉米生物化工、绿色

食品、新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

位于榆树经济开发区的榆树新开能源有限公司就是榆

树市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之一。该公司总用地面积12.67

万平方米，为绿色低碳项目，年消耗秸秆约35万吨。可极大

程度的缓解秸秆焚烧压力，改善秸秆随意焚烧污染等环境问

题，保护生态环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榆树市继续加大投入，统筹推

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城乡面貌实现全

面改观，完成了华丽蜕变。目前，全市已经全面落实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任务，治理行政村100个、黑臭水体4条、转

运垃圾1.54万吨。新建绿化美化村屯22个，改善提升绿化

村屯48个，评选“干净人家”7000户。同时，榆树市还在不断

探索推广人居环境整治好经验、好做法。

一路耕耘着，一路收获着。奋斗无止境，扬帆再出发。

吴威表示，接下来，榆树市将继续深挖发展潜力、汇聚发展合

力、深化改革创新，继续巩固农产品精深加工传统产业优势，

不断开辟生物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新赛道，通过“三

晒、三比、三促”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把严新细实作风

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奋力开创榆树市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公主岭市公主岭市：：加速攻坚“县域突破”
本报记者 王焕照

德惠市德惠市：：产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红丽

双阳区双阳区：：走出强县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孟凡明

榆树市榆树市：：铺陈五彩底色新画卷
本报记者 柳青

农安县农安县：：跃上葱茏攀新高
本报记者 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