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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全国两会在东北工业
集团这个“大家庭”里，带来一片春潮
澎湃，生机盎然。

“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
业。”“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
间的重要讲话，让东北工业集团更加
坚定了发展信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方向，昂扬奋进。

走进东北工业集团长春一东离合
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眼前一派
繁忙景象。叉车不停穿梭，运转配件；
职工们在生产线旁熟练加工产品，检
查质量。这家企业是国内汽车离合器
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专门研制

生产重卡离合器系列产品，不
仅为国内 50 多家主机厂配
套，还远销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

车间外的物流发货平台，
记者看到两名职工正在辅助叉车将
产品集装箱装车。“这台物流车上装
的是我们给俄罗斯生产的外贸订
单。今年公司的外贸订单持续增加，
实现逆势增长。”公司总经理助理、
生产制造部部长刘国帅告诉记者，3
月18日，该企业经过多轮协商谈判，
再次获得3万套出口俄罗斯OEM配
套客户订单。今年以来已获得外贸
订单近5万套。

东北工业集团蓬翔公司专用车厂
的生产车间里，同样焊花飞溅、机械轰
鸣，全自动化生产线和生产设备高速
运转，各项生产工作紧锣密鼓，确保订
单顺利完成。

“全国两会之后，大家对国有企业
发展的信心更足了，浑身都是干劲！”
蓬翔公司专用车厂副厂长赵其龙说，
今年开局以来，企业专用车订单呈增
长势头，截至目前已突破600辆。当

前订单饱满，产销两旺，全厂员工抢时
间、赶订单，切实做到成本降低和产品
保质保量交付两不误，全力实现既定
目标。

同样是东北工业集团旗下的吉林
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
飞轮总成、齿圈制造企业，产品不仅供
应国内各大主机厂，在国际市场也占
有重要份额，赢得众多国际客户高度
认可。1-2月，大华公司主营飞轮总
成等产出累计贸易出口销量超过50
万套，同比增长47.84%。

笃行实干，奋楫争先。“连日来，我
们通过多种形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广大
干部职工的生产工作热情。”东北工业
集团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马晓燕说，企
业上下将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
会精神落地见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
绿色发展理念，激发改革动力，强化科
技创新，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为吉林
振兴增添助力。

吉林日报记者 华泰来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新华视
点”记者周闻韬 林碧锋）近期，多地加
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在生
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拿出“真金白银”
激励生育。“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
各地新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聚焦降低
育儿成本，呈现补贴力度大、涵盖范围
广等新特征。

多领域补贴降生育、养育成本

在此前的激励生育政策中，延长
产假是出镜率最高的“统一动作”。近
期这一轮激励生育政策中，多地拿出

“真金白银”补贴，降低群众生育、养育
成本。

2021年起，一些中小城市开始探
索为二孩、三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近期，多地加入发放生育补贴行列，城
市数量增加、层级提高，其中大部分集
中在省会城市，云南省是全国目前唯
一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发放生育补贴的
省份。深圳、温州等城市的补贴细则
近期已公开征求意见。

在补贴范围上，哈尔滨、济南等大
多数城市集中在二孩、三孩家庭，有的
城市将补贴对象拓展到一孩，如深圳、
温州在征求意见中均将一孩家庭纳
入。部分城市对新生子女户籍做出规
定，如杭州明确新出生子女的户籍登
记在杭州的家庭可以申领。云南省对
补贴时限做出规定，明确一次性生育
补贴、育儿补助发放期限为2023年1
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在补贴额度上，各地大多呈现一
孩、二孩、三孩补贴递进式增加的特
点，不同城市符合条件的家庭累计可
领到数千元直至上万元补贴。如针对
二孩家庭，哈尔滨每孩每月发放500
元育儿补贴，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标准为1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省份还在医
疗、住房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为育儿
家庭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在医疗方面，江西省推动生育医
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济南规定，
对今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
孩，自出生之日起六个月内参加济南
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登记当
年度个人缴费由财政予以全额补助。

在住房方面，甘肃酒泉市自今年3
月9日起对多孩家庭给予购房优惠，对
符合政策生育二孩家庭购买住房的，
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三孩家
庭给予 1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
长沙市规定符合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
政策认定条件的，可在原有家庭限购2
套的基础上增加1套购房指标。

有的地方已启动 发放形式多样

记者注意到，各地育儿补贴发放
形式多样。有的一次性发放，如杭州
市拟向符合条件的二孩家庭一次性发
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
放补助20000元；有的按月发放，哈尔
滨、济南的发放年限均为子女3周岁
前。

据杭州市卫健委介绍，按照2022
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此次发放育儿补
助总金额预计在1.4亿元左右，将覆盖
2.5万个家庭。杭州市育儿补助将采
取数字化方式发放。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补贴发放
工作已经启动。2021年7月，四川攀
枝花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政策，为生育
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
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
岁。育儿补贴金一年一次发放，次年
第一季度前发放到享受对象社保卡
里。据攀枝花市政府介绍，当地2021
年度兑现符合条件的650名新生儿育
儿补贴金95万元。2022年享受育儿
补贴金的家庭超过2000户，兑现育儿
补贴金约1000万元。

在云南，近期多个社区开始发布
发放生育补贴的登记通知，明确领取
生育补贴的二孩、三孩户口须在云南，
且夫妻双方已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符
合条件即可向（村）社区申报，社区收
到申请后，按流程上报公示，补贴金额
将统一发放。

“办理时只需提供夫妻双方的户
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社保卡和孩子
的出生证明，现场填写一张申请表就
可以了。”35岁的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小寨镇大坪社区居民杨永东说，“养两
个孩子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每个月有
育儿补贴确实是一种帮助。”

腾冲市腾越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主任李灵英说，每天都会接
到群众的来电咨询，大家的申请意愿
很高，预计首批补助资金将在今年4月
发放。

为支持三孩家庭解决住房困难问
题，江西省规定，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
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倾斜。截至
去年4月，江西已通过公租房保障三孩
家庭7927户，其中实物配租6813户，
发放租赁补贴1114户。

据了解，济南涉及二孩、三孩家庭
的最新医保缴费政策已经实施，目前
符合条件即可在家门口办理。

支持生育还需配套发力

受访群众普遍表示，生育、养育、教
育的压力影响二孩、三孩出生率。期待
持续提升政策可及性和可感度，通过进
一步减轻相应负担来提升生育信心。

受访专家指出，多地生育支持政
策提速推出后，建议进一步细化现有
政策措施，完善配套政策衔接。云南
省腾冲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赵绍霞表
示，现阶段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还处于
起步阶段，需强化部门联动，才能加快
构建生育友好环境，推动相关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郭
晓菁指出，除了一次性生育补贴，还需
要一系列制度安排对生育家庭进行扶
持和托举，比如，托幼体系的完善，生
育假政策的优化，无障碍设施、母婴室
的普及，月嫂、育儿嫂等紧缺人力资源
的培养和规范等。

记者注意到，各地一些配套措施
正在探索。济南市对按政策生育二
孩、三孩家庭的子女，协调支持符合入
学条件的同一家庭不同年龄段子女同
一学区入学，鼓励优先保障三孩入普
惠性幼儿园。重庆市卫健委人口家庭
处处长吴长文说，今年重庆将继续扩
大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托育
服务，确保实现每千人口达2.5个托位
的目标。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出台生育支
持政策需结合地方实际，综合考虑地
方发展阶段、人口结构、财力等因素，
深入分析研判各项政策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保障政策的延续性和持续性。

新华社长春3月21日电（记者 薛钦峰 魏蒙）春分时
节，吉林乡村一派繁忙景象，农民搭建棚膜、育苗，为果蔬
生产作准备；粮食加工企业机器轰鸣赶订单；养殖户将牛
粪还田实现种养循环……

吉林是农业大省，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近年来，
从拉升粮食产业链，到提质特色农业产业链，壮大种养循
环产业链，吉林着力做强“三链”促进三产融合，推动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

拉升粮食产业链

泡豆、磨浆、煮浆……在全国产粮大县农安县，吉林
省烧锅豆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豆香浓浓。

这家大豆加工企业每年生产豆制品2万余吨，不少
原料就来自周边豆农。“与农户合作，建立大豆种植基地，
形成种植、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企业负责
人杜云飞说。

现在，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聚集着几十家农产品加
工企业，年产值达30亿元。

吉林省年产粮食超800亿斤，域内榆树、梨树等地都
是全国产粮大县。吉林依托龙头企业做大粮食产业链，
提升种粮效益。

正值粮食加工旺季，在德惠市的松江佰顺米业有限
公司，工人在操作台上将大米装袋。智能机械臂将大袋
包装的大米从流水线上卸下摆放整齐，等待发运。“每天
加工800吨，销往南方各大商超。”公司副总经理李少东
说。

去年，这家企业与当地稻农签订3.5万亩水稻订单，
种植绿色、有机的高品质水稻，实现大米优质优价。从单
纯收购水稻加工销售，到现在与农民签订订单实现合作
经营，这家企业与稻农建立了产业化联合体。“和稻农抱
团发展，每公顷稻田比过去增收1000多元。”李少东说。

依托粮食生产优势和产业扶持政策，吉林省一批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从卖原粮向卖产品转变。
目前，吉林省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600余户，省
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00户以上，带动上百万户农
民增收。

提质特色农业产业链

梨树的蔬菜、德惠的香瓜、农安的“三辣”……在很多
地区，吉林多地的瓜果蔬菜逐渐成为知名产地农产品。

备耕时节，长春市九台区上河湾镇的农民正在大棚
里旋耕土地、铺设滴灌带、搭建棚膜，为棚膜蔬菜种植作
准备。

这两年，当地建立农业产业园，上河湾村成立农民合
作社，建设100多栋大棚。村民采取统一种植标准，与企
业合作建立稳定销路。上河湾村党支部书记董旭伟说，
农户一栋大棚年收入达五六万元。

德惠市布海镇布海村附近公路的地头上新建了一座
座卖瓜的木屋，每栋木屋上写着编号。“我们统一销售品
牌。每家销售的香瓜都有自己的编号，一看就知道是谁
家的瓜。”布海村香瓜大户郭传义说。

去年，布海镇注册了“布海瓜菜”区域公用品牌，还在
布海村新建了大型交易市场，果蔬摊位、停车位、餐饮和
住宿场所一应俱全。布海镇副镇长于鑫说，今年还要继
续建设交易市场和冷藏库，为农户卖菜提供便利。通过
政策扶持，布海镇果蔬年产值超5亿元。

从现代产业园区到交易市场，从村企合作到统一地
理标识，吉林的果蔬等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壮大。

壮大种养循环产业链

在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玻璃城子村，一个占地100
多公顷的肉牛养殖场正在施工。部分已使用的牛舍中正
饲养着2000余头肉牛。“配套饲料、粪肥加工、屠宰项目，
未来实现年出栏1.5万头，产值上亿元。”养殖场副总经理
陈伟说。

自2021年实施“千万头肉牛”工程以来，吉林省不断
壮大种养循环产业链，让肉牛产业成为带动乡村振兴发
展的大产业。

农安县秸秆资源丰富。养殖户田国林养殖近百头肉
牛，每头牛利润达四五千元。他把家里10公顷地的玉米
秸秆全都用于养牛，再把牛粪还田肥沃土壤，实现种养循
环发展。

农安县巴吉垒镇还启动改良盐碱地计划，将各村堆
积的牛粪统一运到盐碱地地块改良土壤。去年以来，吉
林省利用财政资金累计实施畜禽粪污整县推进项目22
个，在9个县开展散养密集村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全省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4,93％。

随着种养循环产业链的建立，吉林省通过重大项目
驱动、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园区拉动，使公主岭市肉牛良
种繁育产业园区、榆树市高端肉牛产业园区等一批大项
目落户。

目前，吉林省启动中、东、西三大肉牛产业集群建设，
已培育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209个，比工程实施
前新增175个。2022年，吉林省肉牛产业集群全产业链
产值达2000亿元。

吉林筑牢“三链”
带动乡村产业升级多地推出生育补贴

综合措施需配套发力

东北工业集团：

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