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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永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高明

盛夏时节的牡丹江，绿意盎然、百花争艳，处处充满了生机
和活力：在省市百大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员往来穿梭，
建设者正抢工期赶进度，一片繁忙的施工场景；在企业车间里，
员工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同时正忙于产品生产，生产线、包装
车间是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在郊外田野里，绿油油的秧苗随着
微风起伏，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舒展开来……

牡丹江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全面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进一步筑牢筑实全市疫情防控成果。目前，
全市正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常态化防控
条件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积极做好复产复业。

牡丹江 绷紧疫情防控弦 推进全面快发展

近日，省百大项目之一恒丰纸业年产 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
目正式开始纸机基础板安装施工，工艺管道及单体设备同步进
入安装阶段。该企业将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将年产 2
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打造成为“质量高、进度快、保安全、严防
疫”的百大项目典范，为企业增产能调结构、10月初项目正式
竣工投产奠定基础。

牡丹江市进一步加大全市项目建设和储备力度。经多轮
调度，全市初步确定省百大项目 34个，总投资 407.1亿元，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 74.9亿元；市级百大项目 113个，总投资 261.6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78.8亿元；县级重点项目 484个，总投资
422.9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2.38亿元。目前该市已实现开复
工省百大项目 28个，完成投资 13.2亿元；已实现开复工市百大
项目 88个，完成投资 12.9亿元。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建设
数量和质量均要好于去年。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牡丹江抢前抓早，迅速行动，印发了
《关于实施 2020年全市省、市“百大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建
立了市级领导包保、责任单位、项目单位三级推进制度，按照

“谁包保、谁协调”原则，各责任单位指定服务专员为百大项目
提供“管家式”服务。同时，细化工作任务，采取挂图作战方式，
严格按照时间点、路线图推进，确保目标计划按期完成。组织
所有省、市百大项目逐个制定月度投资计划目标，跑表计时，推
动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尽早形成有效投资。

牡丹江市经开区积极应对当前形势，由主要领导挂帅，统
筹调度，全面聚焦主责主业，严格落实“一手抓疫情防控毫不放
松，一手抓经济建设毫不动摇”的工作原则，集中力量重点突
破，精准部署，第一时间调整疫情防控工作重点，着力攻坚建筑
领域、工业企业、九小经营场所三个关键环节，加强疫情防控。
共抽调全区 70%机关干部共计 259人下沉防疫一线，对 32个在
建项目施工现场、189户工业企业、3325家九小经营场所，进行
驻点管控、巡查、每日常态化监管，合理有序推进经开区企业开
工复业。截至目前，牡丹江经开区规上工业 20户企业中，复工
企业 20户，复工率 100%。限上商贸服务业企业 21户，复工企
业20户，复工率95.2%。孵化器、加速器园区企业44户，复工企
业 44户，复工率 100%。实现包括 6个省百大项目在内的 15个
重点项目开复工，开复工率83.3%。

疫情防控不松懈、日常工作不松劲，该市营商环境建设监
督局网上登记的便利化再次让工作效率提高、企业登记时间缩
短，实现了企业网上登记系统“秒批”。今年，全市企业开办时
间再提速，将原来的 2个工作日压缩至 1个工作日完成。截至
目前，共办理企业网上登记 7100户。牡丹江市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试点确立以来，大力推进行政审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
流程再造，推进简政放权，探索行政许可审批最优路径，改革经
历了从“多次跑”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不用跑”的深刻蜕
变。通过职能划转、集中进驻等措施，将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
服务大厅的行政审批职能，向行政审批局集中，向政务服务中
心（涉企）、民生大厦集中，全力推动从“到处跑、多次跑”到“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变革，打造了行政审批改革 1.0时
代。在全省率先推行企业登记“一表制”，将关联度高的审批事
项进行梳理整合，按照“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
模式，减少或合并登记要件，细化“一次性告知单”，实现一表完
成工商、质监、税务“一照三证”登记。率先在全国推行“四证合
一”登记模式，实现向企业统一颁发加载注册号、组织机构代
码、纳税人识别号、社会保险登记编码的“一照四码”的营业执
照，企业审批时限由国家规定的7个工作日压缩至30分钟。在
市行政审批中心（涉企）服务大厅、民生大厦均设立了审批事项
综合服务窗口，统一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
窗口出件”的综窗办理模式。在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抽调
专人进驻，将工程建设项目从前期工作启动到竣工验收涉及的
全部审批事项纳入综合窗口牵头领办。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划分为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
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其他行政许可、强制性评估、中介服务、市
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阶段
并行推进。在 2019 年投入使用的民生大厦中，针对医保、社
保、公积金等政务服务事项也推行了综窗办理模式，不动产窗
口实现2个工作日办结。

百大项目持续推进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牡丹江保税物流中心。

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恒丰纸业”保持有序发展势头。

一手抓防控，扫码、测温、戴口罩、消杀；一手抓生产，厂区
工人穿梭忙碌、机械阵阵轰鸣。当前，全市工业企业积极克服
疫情影响，深挖潜力，化危为机，主动从复工复产到效益稳步
提升。牡丹江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不动摇、一手抓经济工作
不放松”，坚持分区、分类、分级精准有序原则，全力推进企业

“应开尽开、应复尽复”，努力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双胜利。
为了进一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各成员单位、县（市）区、市经
开区抓重点，稳住工业基本面。在全市 50户重点监测企业和
十大立市企业、十大县域企业、十大民营企业的基础上，再筛
选部分生产潜能较大及下滑幅度较大企业，全市共 100户企
业纳入重点监测企业名单。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障碍性
问题，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冲下行压
力，促进重点大户企业提速增效，带动和支撑全市工业经济
起稳回升。

持续开展“千人进万企”送政策活动，聚焦“免、退、减、补、
延、融、担”，发挥各类扶持政策在稳企稳岗、融资贷款、降本减
负等方面的作用，助力企业渡难关。有关部门充实“送政策小
分队”，建立民企数据库，跟踪政策兑现情况等。推行“一线工
作法”，变企业上来找为干部下去办，逐户上门现场核验企业
复工复产前各项准备工作，着力保障企业用工、资金和原材料
供应等需求，打通“堵点”、补上“断点”，促进物流和人流畅通，
推动人财物等要素有序流动。组织企业与政府“屏对屏”在线
交流，现场答复解决企业复工复产有关诉求。组织政银企线
上对接，为红星乳业、中安塑材、仁合堂药业解决贷款；为郭妈
妈食品、富通空调等企业协调解决了原材料、产品运输难题，
确保产业链上下游匹配、平衡。牡丹江市西安区区长张海峰
化身带货“主播”，在京东超市百大县长直播平台为辖区企业
的五谷杂粮直播带货，为网友们带来了有机黄小米、有机糯
米、有机红小豆、赤小豆等20款当地农特产品。在2个小时的
直播推荐中，共吸引了153万人观看，点赞数量超过65万人次，
成交 10941 单，销售单品 46610 件，成交额达 93.5 万元，并以
764万元超高“热度”赢得了当日京东618食品酒水类直播销售

“巅峰对决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该市按照行业分类共梳理 130余项政策，实行点对点、手
把手、精准为企业提供服务，累计走访企业9586户，其中，工业
企业1501户、商业企业6544户、农业企业718户、文旅企业426
户、建筑企业397户，全市企业累计享受政策支持18.9亿元，涉
及贷款资金106.4亿元。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实际困
难，牡丹江市积极落实国家、省政府扶持外贸产业发展的各项
优惠政策，从指导外贸企业加强疫情防控、保障进出口商品运
输渠道畅通、帮助落实稳企稳岗贷款、寻找商机争取国际市场
订单等多方面入手，想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全市各级政
府部门和外贸企业共克时艰，迅速开展“网上签约”、跨境电
商、保税物流等，推动牡丹江外贸产业呈现逆势发展之势，为
牡丹江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良好基础。最新统计资料显
示，截至目前，全市788家外贸企业复工率99.75%，对外经贸合
作稳步发展。截至目前，已为外贸企业、境外园区累计发放金
融贷款 2.76亿元，210家生产型外贸企业顺利复工，企业经营
活动逐渐恢复正常。

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牡丹江市
税务局持续推进“非接触式”办税模式，在线高效办理涉税
业务，深入挖掘和运用税收大数据，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
力支持。市税务局深挖税收大数据，确保帮扶精准送达企
业，将征集到的企业复工复产诉求发送至相应科室，完成供
应信息匹配。截至目前，市税务局大数据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为 59 户纳税人匹配的供货方清单中，已有 13 户达成合
作意向；为 3 户湖北企业匹配本地购货方，1 户已达成合作
意向，金额 870 万元；为 1 户湖北企业找到牡丹江本地供应
方，并达成合作意向，金额 50 万元。市税务局跟进百大项
目，为企业提供支持；定期与项目单位进行对接，了解企业
需求；对重点税源企业开复工情况进行分析；充分发挥增值
税发票等税收大数据覆盖面广、及时性强、颗粒度细等优
势，从多维度跟踪分析企业复工复产状况以及经济运行情
况，细致梳理购销方、上下游配套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务实管用的支持措施和有针对性建议。

加大服务力度 持续推动企业效益稳步提升

牡丹江市积极开展“不见面招商”、“云洽谈、云签约”，推
动在谈项目进展，提升招商项目落地实效，实现招商引资工
作高质量发展。目前已举办网络招商推介和签约活动 79次，
共签约 224个项目，总投资额 337.78亿元。

牡丹江市持续加大网络招商的工作力度，进一步统筹资
源、优化方式、联动招商，强化信息化招商服务。牡丹江加大
了“不见面招商”力度，建立钉钉群、组建“云端会客厅”，通过
云端线上的方式，加强与客商的沟通联系，截至 5月 31日，共
进行 3987 次沟通，其中包括 3534 家外来投资企业项目。东
安区通过微信、视频等方式积极洽谈企业，加大对文创智库
大楼中企业和项目引进力度，目前已有 6家企业入驻，现正积
极洽谈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基地、海东青文化用品旅游纪念品
展示等 5个项目入驻；阳明区加入中国招商局长群、招商工作
群、企业家联合群等多个微信群，每半月在群内发布一次阳
明区最新招商项目名录及谋划项目名录；市经开区与泊头市
金承畜牧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任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山东
四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近 80家企业通过电话、邮件进行沟
通，完成项目审批手续，协助企业完成各项工作。

5月 14日，牡丹江市政府召开全市“冬季会战”招商工作

网络总结会议暨项目签约活动，该市与各地企业家在线签约
项目 62个，总投资额 118亿元，涉及医疗、旅游、物流等多行
业、多领域。商贸产业招商专班举办专班集中网络签约活
动，签约项目 5个，总投资额 6.45亿元。东宁市通过快手参加

“江湖儿女情·好礼送母亲”龙江——孝感感恩带货直播活
动，与孝感两地连麦，网红倾情助阵，市委副书记现场带货，
介绍东宁市黑木耳产业，推销黑木耳，让观众直接了解品种、
产量、营养价值；组织召开旅游项目网络推介会，向宁波、漳
州、荆州、大连等地企业发送东宁康养旅游项目宣传片推介
旅游项目。

牡丹江各县（市）区、市直产业招商专班通过网站、微信
公众号、快手、微博、易企秀等方式，发布本区域、本产业的招
商项目、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生产要素等各类招商信息 4189
条，其中有针对性地向 1840家企业发布相关信息。截至 5月
31日，各县（市）区、市直产业招商专班聚焦发达地区产业和
技术转移趋势，结合全市各地产业特点和企业发展需求新谋
划包装招商项目 2039个，包括亿元以上招商项目 853个，其
中能达到预可研项目 255 个。全市累计形成线索项目 1531
个，包括亿元以上线索项目 466个。

上下联动齐发力 招商引资工作重实效

疫情期间，各种矛盾时有发生，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
社会生活环境，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疫情防控期
间的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近日，市司法局印制一批马甲和帽
子，让在烈日中值岗的志愿者能遮阳挡热，同时，在衣帽上印
制“依法防控，与法同行”以及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益法律
援助电话和市公益专业人民调解中心电话，让群众在有事有
难时，能够顺畅地找到说理解难的去处，第一时间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

自疫情发生以来，牡丹江市司法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联动作用，找准矛盾纠纷易发
点，发挥大调解工作机制作用，助力疫情期间社会安全稳
定。先后发布疫情防控公众号 132 个，微博 29 个，抖音 58
个，最高阅读量 8万人次；制作外 LED宣传图片 90张、视频
12 个，宣传暖心故事和典型做法 59 篇，提振士气，展示风
貌。第一时间发出“依法防治，同舟共济倡议书”，发布《防控
疫情法律知识十问》，发布抗击疫情的科学知识、法律法规和
普法案例，通过新媒体、室外宣传屏幕、印制抗击疫情公益普
法挂图、市普法讲师团成员、法治宣传志愿者、农村“法律明
白人”等普法工作者入户宣传等方式，将依法抗疫广泛宣传
到城镇乡屯的家家户户。

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市各类调委会和调解员，
融入网格管理，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开展疫情矛盾纠
纷排查，加强重点区域排查，化解预定金退款、培训机构补
课、小区和道路封闭、药店和超市物价不稳定、留置和隔离
等纠纷,共排查 91次，调解案件 52件，涉防疫案件 18件。市
司法局以市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为主，组建市级社会矛盾纠
纷化解服务团，部署全市疫情防控后期和疫情后社会矛盾
纠纷化解专项行动，制定预案，发布案例，受理各类纠纷
326件，调解成功 271件。疫情期间市司法局办理法援案件
264件；接听解答 3161条，接待来访 1382人；公共法律服务
大厅接待 4153人。

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牡丹江市注重
市县乡镇三级合力做好矛盾调处工作，推动矛盾排查全领域、
全覆盖，组织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主动融入当地
社区（村居）网格化排查，围绕涉疫及复工复产引发的各类矛
盾纠纷，排查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理”。4月份，在全
市开展疫情防控后期和疫情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专项行动，
针对消费合同、房屋租赁、劳动用工、农民备耕等高频法律热
点，持续开展排查调处，努力将问题发现在苗头、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当地。疫情以来，全市开展各类矛盾纠纷排查325次，
受理案件628件，调解成功559件。

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困难职工带来的生活困难，
牡丹江市总工会积极采取措施，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
实举措统筹推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采取派送

“温暖包”的方式，对困难职工开展集合式帮扶，最大程度
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给困难职工造成的影响。市总工会充
分发挥组织优势，利用一个月时间对全市困难职工档案开
展重新摸排，全面掌握新冠肺炎疫情对困难职工生活、就
业、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及时为符合条件的
困难职工家庭建立档案。牡丹江市总工会积极筹措资金
200 万元，向纳入国家级档案的困难职工发放了特殊救助
资金，近期还将为纳入省级档案的相对困难职工每户发放
2000 元救助金，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积极搭建平台，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组建了“市总工会就业服务群”点对
点为困难职工进行创业就业服务；发挥市总工会职工技能
培训基地和职工创业孵化基地服务载体作用，开展了旗袍
制作、直播电商等线上培训活动。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高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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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经开区服务外包产业园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