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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
体。建设利企惠企的市场环境
既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的必要
条件，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环节。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优
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上，下发了《吉林省利企惠企市
场环境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瞄
准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痛点、
堵点问题，努力建设公平健康、
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为市场主
体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过去一年，我省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行动成果显著。随着一
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逐步
落地，创业内生动力积聚迸发，
全省市场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成功实现“止跌、回升、增长”
目标。截至2022年末，全省登
记在册市场主体332万户，同比
增长10.4%，增速居东北三省一
区首位。

筑巢引凤，优化主体结构

聚焦我省市场主体发展态
势，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去年，全
省新登记市场主体54.26万户，
其中企业14.47万户，同比增长
12.6%；特别是10月份，全省新
登记企业达1.6万户，同比增长
54.1%，创单月新登记企业数量
历史新高。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发展情况被看作市
场投资信心的‘晴雨表’和‘风向

标’。”省市
场监管厅登
记注册处处

长陈宇对记者说，“去年，我省新
登记企业数量再创新高，特别是
随着我省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力度持续加大，产业对市场主体
发展的带动作用增强，外埠投资
持续升温。2022年 1至 12月，
我省新登记外埠投资企业3.6万
户，占新登记企业总量的25%，
成为推动市场主体快速增长的
重要力量。”

去年，华为技术服务（吉
林）有限公司落户长春市南关
区，南关区市场监管局、税务
局、银行等部门组团服务，成立
工作群，随时倾听企业开办及
经营过程中的诉求，及时排忧
解难。

“在办理开办手续的过程
中，长春市市场监管局南关分局
派专人与我们对接，通过电话及
视频等方式实时沟通，开展远程
帮办，一对一指导，让我们在不
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就一次性完
成在线申请的全部流程，取得了
电子营业执照，为后续各项工作
的开展节省了宝贵时间。目前，
公司经营已经步入正轨，我们对
未来发展非常有信心。”公司负
责人表示。

靠前服务，增强发展信心

在四平市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服务站，一家小型餐饮店店主
在市场监管窗口办理营业执照
后，又来到保险窗口，为店里的5

名工作人员办理了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在服务站里，这样

“进一扇门、办多件事”的例子还
有很多。 去年7月，四平市
市场监管局以两个市场监管所
为基础，协调银行、保险、财税、
人力资源等部门，建立了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服务站，为企业提供
登记注册、银行开户、人财保险、
财税咨询、人力资源推介等一站
式、全链条服务。

这样富有特色的服务站，
只是全省各地创新服务市场主
体的一处缩影。去年年初以
来，各市（州）和长白山、梅河口
市分别出台了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三年行动配套实施方案，认
真落实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
行动部署要求，积极创新服务
举措。长春市推出市场主体登
记“便利办”、过期事项“延时
办”、证照管理“网上办”、重大
项目“容缺办”等措施；梅河口
市聚焦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
村市场主体，新登记市场主体
增速持续领跑全省。

北湖科技园是长春市科技
产业园区的优秀代表。长春市
市场监管局在园区内建立了“服
务驿站”，让园区内企业实现开
办“零跑动”。“我们结合北湖科
技园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服务对
象特点，依托‘e窗通’登记系统，
推出了‘线上云服务+线下勤辅
导’模式。通过在园区内配备自
助服务终端机和工作人员，让企
业不出园区就能实现手续办理、
终端打照等政务服务。”长春市

市场监管局新区分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充分挖掘政策资源，
围绕我省“六新产业”及重点行
业出台扶持政策措施。去年2
月，省市场监管厅推出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20条措施，涉及市场主
体准入准营和退出、加大惠企帮
扶力度等多个方面。各有关部
门结合农业龙头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千万头肉牛建设
工程、商贸流通和文化旅游市场
发展等统筹推进、精准服务，初
步形成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合
力。

扶助“个体”，迎接发展“春天”

2022年，全力帮扶个体工商
户渡过难关成为培育市场主体
的重点工作之一。

去年9月，位于长春市朝阳
区的“拾味油条店”决定扩大经
营规模、增加经营事项。在提交
申办手续时，经营者表示想尽早
开业，以减少停业带来的经济损
失。长春市市场监管局朝阳区
分局在了解到该店的实际困难
后，第一时间派工作小组开展现
场踏查，确定该个体工商户符合
快速审批条件，随即开启即时办
理，将原本需要一周的办理时限
缩短到1天，经营者在申办当天
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

去年4月，省市场监管厅开
通全国首个个体工商户纾困热
线，对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第一

时间协调解决；5月，省市场监
管厅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印发
《帮助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渡
过难关若干措施》，包括尽快有
序复工复产、降低经营成本、便
利进入市场、加大服务力度 4
个方面15条措施；6月，省政府
出台《关于进一步助力个体工
商户纾困解难健康发展若干措
施》，聚焦6个方面推出29条具
体举措；9月，我省启动首届“个
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推动各
项纾困政策落地落实……密集
的政策举措基于广泛的走访调
研，力求解渴有效，全力帮扶个
体工商户挺过难关，迎来发展
的“春天”。

此外，为帮助个体工商户做
大做强，转型升级为企业，省市
场监管厅印发《关于推动解决

“个转企”政策落实问题的函》，
协调省人社厅、省税务局等部
门，聚焦政策落实难点、堵点，提
出解决对策；与省金融监管局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个转企”企业
融资服务的通知》，加大“个转
企”融资工作支持力度。去年下
半年，我省“个转企”企业实现较
快增长。2022年，全省新增“个
转企”企业 8220 户，同比增长
13.4%。其中，公司制企业5588
户，占全省新增法人单位的
12.3%；新增入库入统“个转企”
企业25户。自开展“个转企”专
项行动以来，全省累计培育“个
转企”企业22858户，累计入库
入统38户。

吉林日报记者 徐慕旗

厚植生态优势、推动绿色发
展。2月10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我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全域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相关情况。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从发布

会上了解到，2022年4月，我省长
春、吉林两个城市入选国家“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按
照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相关要求，我省在先期开展建
设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由省生
态环境厅会同 20个中省直部门
（单位），编制了《吉林省“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目
前，《方案》已正式印发实施，我省
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
市管理理念，“无废”并不是没有固
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
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指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
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
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

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据介绍，我省“无废城市”建设

主要涵盖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医疗废物、城市建筑垃圾、城
市生活垃圾、农村固体废物、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等7个方面内容，为
此我省将对应开展大宗工业固体
废物全过程提质增效工程、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和信息化管理能力提
升工程、医疗废物处置平战结合工
程、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程、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工程、农
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工程、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工程7项工
程，有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全方位推行绿色生产和绿色
生活方式。我省针对具体工作设
置了相应的量化指标——

在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上，
到2025年，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
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100%。建
立建筑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上，到2023年底，生活垃圾日清运
超过300吨的地区，基本实现城市

原生垃圾“零填埋”；到2025年，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
理总能力的68%以上。有序开展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到2025
年，地级城市基本能够满足生活垃
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处理需求。稳
步推进污泥资源化利用，到2025
年，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

在农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理上，
到2025年，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80%。全面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水平。力争到2025年规模化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稳定在97%以上，全省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稳定在85%以上。

下一步，我省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加快推进全域“无废
城市”建设，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全面落实好《方案》内容，不断
提高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打造美丽
中国吉林样板作出新的贡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
于延长部分企业用水用气“欠费不
停供”政策的通知，对受疫情影响未
能及时缴费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及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用水、用气
实行“欠费不停供”。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大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全省经济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若干措施
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23〕2
号），我省将继续延长“欠费不停
供”政策期限。对受疫情影响未
能及时缴费的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及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用水、

用气实行“欠费不停供”，缓缴期
限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

我省各地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用实际举措提振市场
信心，切实帮助受疫情影响出现经
营困难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
困解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陆续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原党委副书记、校长
郑鹏翔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白城市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郑鹏翔简历
郑鹏翔，男，汉族，

1953年7月出生，辽宁沈阳
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
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学历。

1981年1月，任通榆县
体委副主任；

1983年9月，任白城地
区文体处副处长；

1986年2月，任白城地
区体委副主任；

1993年8月，任白城市
体委副主任；

1994年12月，任白城
市体委党组书记、主任；

2001年11月，任白城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8年1月，任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

2010年4月，任白城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正处
长级干部；

2013年8月，退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
级高级法官陈大龙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陈大龙简历
陈大龙，男，汉族，

1964年3月出生，吉林白山
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
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职研究生学历。

2002年12月，任抚松
县人民法院院长；

2004年3月，任靖宇县
人民法院院长；

2011年1月，任白山市

江源区人民法院院长；
2014年9月，任白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

2018年6月，任白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三级高级法
官；

2019年5月，任白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执行局局长、三级
高级法官；

2021年8月，任白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三级高级法
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量质双升稳发展
——我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亮点扫描

我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副书记、校长
郑鹏翔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

陈大龙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省将延长部分企业用水用气“欠费不停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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