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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忧乐在心头
——吉林省推进民生工程纪实

人民日报采访组

龙腾松江起波澜，虎跃白山开新局。近几年，吉林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机遇，上下同心，放手拼搏，5年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去年全省经济逆势前

行，总产值预计实现7200亿元，增长13.5%，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87亿元，增

长15.2%，增速让人刮目相看。

在刚刚结束的省两会上，省政府再次明确提出，今年全省要全力办好十件

民生实事。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再次向全省人民郑重承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构建和谐吉林。

近3年来，吉林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31%，占到财政收入的

70%。吉林扭住民生工程不放松，有力度、有特色、引人瞩目。

“不发展就谈不上改善民生！”

普天之下，对民生的关切，大同小异。但对吉林来说，“民生”二字背

后，有沉重的历史背景。

粮食，木材，油料，钢铁……多少年来，从吉林开往全国的货运列车，多

是满载而去，轻装而返。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吉林曾为国

家做出过重大贡献，可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他们却经历了另一种

严峻考验。

下岗人数多，就业渠道少，历史拖欠多，资金筹措难……5年前，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阵痛尚未消退，前来求助的百姓身影几乎是省政府门前一道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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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风景。

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50岁出头，外出打工很难，身体差点的连杂工都干

不动；没有医保社保，如果子女条件也不好，其困难境况可想而知，“不发展

就谈不上改善民生！”

吉林的民生工作，从一开始就跟发展紧紧拧在一起，以爱民之心抓发展，

以发展之实惠民生成为省委、省政府的最大共识。

汽车、石化是吉林的传统优势项目，继续做大做强。几年快马加鞭，吉林

汽车行业的产能去年已达到180万辆，很快将突破200万辆。汽车零部件的配

套率由不足20%提高到35%—40%，产业链的延长，新增了大量税源，创造了

大量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打造优势特色产业，电子信息、医药、冶金、能

源、建材等产业发展迅速。

增加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致富，要靠农产品加工。在推动新增百亿斤商

品粮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吉林着力培养10大玉米、畜产品、特色产品加工企

业。长春大成集团、松原赛利仕达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蓬勃崛起。“粮食增

产，农民减收”已成历史，农产品加工跃居全省第二大产业。

现代物流、特色旅游、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农业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蓬勃兴起，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不断拓宽创业、就业

空间。全省服务业预计去年实现增加值将达到2800亿元，增长13%。

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始自2006年的吉林“民营经济三年腾飞

计划”进展喜人。到去年，全省民营企业已达9.8万户，个体工商业超过100万

户。以“辽源袜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实缴税金、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

数，分别占到全省的60%、60%和75%，更多普通劳动者从中受惠。

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全省52个县级工业集

中区，政府以平均每个区三四千万元的投资强度启动建设，如今，各区的年财

政收入都已超过这个数额。“百镇建设工程”去年已投资50亿元建设50个，

今年计划再建50个，农民从农村走进城镇，意味着生活上了个大台阶。

2005年1800亿元，2009年7250亿元，2010年计划9500亿元，连续不断的

强劲投资，拉动吉林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民生的梦想，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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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难题的制度创新

新年伊始，吉林百姓又有好消息：今年，全省又将国有独立工矿棚户区改

造提上日程，“六路安居工程”将全面推进，计划建设住房面积2905万平方

米，44万户居民的住房条件将得到改善。同时，省委书记孙政才响亮地提出，

要通过加快热源能力建设、调整供热结构、改造供热管网等措施，切实解决群

众的“暖房子”问题，让群众温暖过冬。到2011年，全省将有近136.5万户家

庭受益，城乡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将得到普遍改善。

俗话说，安居乐业。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一直无力对城乡百姓的住房进

行大的改造建设，很多城市居民长期蜗居棚户区。那些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成片平房，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已破烂不堪。冬天下雪垫煤渣防滑，年

长日久，外面越垫越高，室内就成了半地下。下雨时雨水倒灌，刮风天窗户没

玻璃，贴的都是塑料纸。公共厕所在室外，几十人排队“轮蹲”；公用水管也

在室外，冬天放水前，要浇几壶开水才能化冻……这样的棚户区，在吉林各大

城市不在少数，一些煤矿、林区的居住条件就更差。

2006年，从城市棚户区改造起步，吉林在全国率先拉开了“五路安居工

程”的大幕，4年来共完成城市棚户区、煤矿棚户区、林业棚户区、农村泥草

房改造5669万平方米，安置居民83.68万户，总投资1486亿元；新建、回购廉

租住房82万平方米，发放租赁补贴23万户，共4.63亿元，实现了城市低保住

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的目标。

这样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庞大工程，要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为确保顺利

推进，吉林始终遵循市场规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激发方方面面

的积极性。

钱从哪里来？各地先成立土地收储中心，政府将开发银行的贷款交给它收

储棚户区土地，把平房盖成楼房，1/4的面积用作原住户回迁，3/4作为商业用

地拍卖，土地增值税、收入税一律免除。

改造后的小区，特意将公用面积留得宽松一些，大约占到20%—30%，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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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设美容美发中心和超市等，通过出租房屋的收益来解决小区内困难户交不

起物业费的问题，并带动小区就业。

城市棚户区改造本着“拆一还一，不找差价，合理扩大面积部分收取成本

价，对低保户免费赠送”的拆迁原则，套间面积分为若干个档次，拆多少免费

补多少，高于原面积低于49平方米的部分按成本价的一半购买，49—70平方

米部分按成本价购买，高于70平方米的按市场价购买。一般每个拆迁户交1万

元左右置换的房屋，市场价可达20万元左右。

在长春市西新镇同心村西广屯，我们来到刚刚住进新居的王玉琴大娘家。

她家老少三代12口人原来挤在一处100平方米的小院里，这回分了49、54、64

平方米的三套房子，超出原面积的部分，售价每平方米也只有1250元，而旁边

的商品房则卖到了3800元。从“没有自来水，没有天然气，也没有暖气”的平

房住进楼房，王玉琴和邻居们满心欢喜。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来不少地方政府将改造房的成本限制在800元左

右，省领导视察后发现了问题，马上要求建立最低成本标准。“这个标准，不

只是为了确保房屋质量，也是为了防止开发商利益受损，转而拖欠工资，造成

新的民生问题。”

涉及民生问题，过去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今在吉林，这句话

变成了“既患寡又患不均”。几年来，吉林5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

目前每月达到1024元，比2005年增长62%；从去年10月1日起，失业保险金

标准由月人均183元提高到257元；全省城市低保对象127万人，占非农人口比

例居全国第一，城乡低保的保障标准和实际补助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

“寡”的状况逐渐改善，“均”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个“均”绝不是吃大

锅饭、养福利病，而是公正公平，以一系列严密的制度规范民生建设。

为将农村低保的每一分钱都用到急需者的身上，低保对象的确立，采取家

庭收入核算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家庭收入核查、村

民代表会议评议、乡镇政府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和两榜公示的程序。各地

每年都例行年检，对低保对象入户核查排查一次，核查结果在村屯公示，长

春、延边、吉林、松原、辽源等市州还在电视台公告，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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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标准有增有减。

同时，低保资金全部通过邮储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低保对象直接到银行

领取。农村低保资金全省统一在同一家金融机构发放，吉林是全国第一个省

份。

“民生如天，一刻不能忘怀”

“民生如天，一刻不能忘怀。”省长王儒林说：“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成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翻阅近年吉林省历任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办民生实事”已成为“固定

章节”，而且数量从前几年的8件增加到今年的10件；这些实事到市、县后，

会变成几十件、几百件更加具体的任务，从社会治安到食品安全，从高校毕业

生的落户手续费，到十字路口新添一组信号灯……桩桩件件连着民心。

受益于下岗职工创业优惠政策的长春市民刘玉国，几年来在自己的饭店里

安排下岗失业人员上百人次。他说：“今天我有了自己就业的一席之地，就要

为失业下岗的职工着想，为政府减轻负担。”

刘玉国只是吉林百余万就业政策受益者中的一个。近年来，吉林已形成了

以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就业援助、主辅分离、职业培

训、财政投入和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基本解决了老工

业基地历史遗留的近百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建立起促进就业的长效机

制。

消除“零就业”家庭，吉林在全国领先一步。为保证全省“零就业”家庭

动态为零，工作人员逐门逐户进行调查摸底，做到了家庭状况清楚、收入状况

清楚、专业技能清楚、就业愿望清楚、就业状况清楚、单位用工需求清楚。一

方面，省政府要求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尽可能避免裁减其配偶及家庭成员已经

失业的职工，严格控制夫妻双方同时下岗；另一方面，政府出资开发公益性岗

位，近3年多来共安排10.5万多人就业。

以小额担保贷款带动创业，吉林的成功率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全省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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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超千万元的县（市、区）已达40个，到2009年末，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近16亿元，累计带动近23万人实现了创业和就业。

“新办小企业主营收入不足50万元，3年内免收和暂停各类收费；早晚市

摆摊不收取任何费用……”今年，吉林“全民创业促就业”又出新规，预计将

带动25万城乡劳动者就业……

部门一把手通过电视、广播向群众公开承诺，与企业、百姓联系紧密的处

长、科长接受测评，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供水、供电、公交等公用事业单位

进行评议……几年来，600多群众旁听了省政府召开的有关供热、住房等民生

会议，更多百姓通过公示、听证，参与到决策中来。每年年底，省政府绩效评

估委员会办公室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以及新闻记者参与民生实

事的考核验收，并将完成情况面向社会公开。

“华南人富了，华东人富了，华北人也富了，该轮到咱东北人了！”这是几

年前东北某市公交车车身上的一条广告。面对这样的呼喊，一家报纸曾发出这

样的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东北国有企业的项目改造上。只有完全

的社会保障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与资本的安全，它保障的并不仅仅是弱势群体

的利益，而是全社会的利益。”

几年过去，那声呼喊，正化作吉林人生活的现实；而媒体的提醒，也已变

成政府更加自觉扎实的行动。孙政才说，在推动全省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必

须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要把一件件事关百姓衣食住行、冷暖安危的

实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的日子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人民日报》201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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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上游水想着下游人
——吉林石化公司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刘亮明

长白山色罩雪白，松江碧水绕城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就坐落在这山

环水绕之间。

隆冬时节，行走在厂区，闻不到刺鼻的气味，呼吸到的是清冽的空气。这

很难让人想到正置身于一家大型的化工企业。

近年来，吉林石化公司开拓创新、负重前行，生产经营捷报频传。2009

年，在市场疲软、价格起伏不定等情况下，仍实现营业收入410多亿元，实现

利税60多亿元。同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也走在全国前列。

“‘共和国的化工长子’要做出样子，要勇于承担责任、承继事业，坚决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生产经营、节能减排都要当好排头兵。”总经理王光军的

话掷地有声。

有污染、高能耗的效益坚决不要

雪后的吉林石化炼油厂区，格外清爽醒目。“看这路边的积雪，好几天了

还是洁白的，减排治污咋样，这也能说明问题。”工人师傅的话充满了欣慰与

自豪。

吉林石化已走过56年的历史。过去，由于设备技术等原因，以“老三大

化”（染料、化肥、电石）起家的吉林石化，节能减排的努力从未间断，但这

一难题始终困扰着吉化人。近几年，随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公司上下

形成了“有污染、高能耗的效益坚决不要”的环保工作理念，并通过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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