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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副厅级）葛泽峰同志，因
病于2024年9月15日去世，享年80周岁。

葛泽峰同志是吉林省镇赉县人。1963年7月毕业于
白城师范学校，同年参加工作。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77年3月至1993年11月历任白城市委办公室副

主任、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长，洮北区委副书记、区长。1993
年11月至1999年3月，任白城市农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市委常委。1999年3月至2004年2月，任白城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职务。

本报讯（市宣）近年来，我市致力于建
设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积极推进新能源
规模化开发与产业集群式发展。作为零碳
产业园模式的开创者和绿氢全栈技术的拥
有者，远景科技集团利用自身在绿氢、储能
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我市在省内率先
实现了新能源产业的全链条、一体化布局，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

远景致力于成为全球企业和政府的零
碳技术伙伴，不断助力以零碳氢氨为代表
的新能源产业发展，为全球碳中和转型与

绿色工业革命贡献中国力量。
9月10日，远景能源与西班牙政府签

署合作协议，在西班牙打造零碳氢能产业
园，布局氢能装备工厂和绿氢产业链，助力
西班牙和欧洲的碳中和转型及绿色新工业
体系建设。

在白城，远景深度融入“一三三四”高质
量发展战略，正在通过一系列重大布局，助
力白城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远景白城
零碳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获得备案，为我
市新能源转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项

目是远景科技集团在白城打造的首个氢氨
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位于白城工业园区，利
用远景拥有的“绿电-绿气”端到端的全零碳
科技解决方案，总规划年产60万吨零碳氨、
30万吨绿色合成甲醇，自消纳比例可达
80%以上。

目前，远景已经在洮北经开区打造了白
城零碳产业园，聚焦绿色装备产业，建设智
慧储能系统集成超级工厂等深度制造全产
业链集群、共享储能电站等。该项目一期计
划将于今年10月试车生产。

本报讯（记者郭梓钦）2024
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
发93周年。当天，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市国动办、白城军分区和
洮北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9点18分，白城市区所有
防空警报器开启试鸣，深切缅
怀在“九一八”事变中牺牲的
革命先烈。在洮北区靖安小

学、白城市烟草专卖局，在党
58年、曾参加“抗美援越”战
争的老党员于振和讲述了红军
长征和抗美援朝的故事，让师
生们及党员干部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家国情
怀。

吉林好人、退役军人孙殿
友分别来到中国移动吉林公司
白城分公司和洮北区瑞光街道
军民社区，他结合自身经历，讲

述了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以及
他退役后努力创业、回馈社会
的事迹，让在场人员学习国防
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在洮北区长庆街道丰华园
社区、洮北区铁路第一小学，
白城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任
腾娇以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担当强军兴军重任》为题，从
追忆抗联历史、传承红色精
神、增强胜战之志等三个方面

进行了精彩讲述，让社区居民
和学生们深切缅怀先烈们在白
山黑水间永立的不朽丰碑，体
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

活动期间，市国动办还发
放了国防动员知识读本和相关
宣传品，并现场讲解了什么是
国防、防空警报的种类以及居
民防空袭疏散知识等内容。

这次活动教育引导了广大
干部群众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
意识，增强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据了解，
我市将持续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形成全社会维护国家安全
的合力，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
防线。

近年来，镇赉县通过盐碱地改良，水肥一体化、密植、一喷多促等先进种植技术推广，为当地增加了大量优质耕地资源，促进
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图为无人机正在大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水稻种植基地内进行田间管理作业。 潘晟昱 丁研摄

本报讯（记者朱晴）以“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为主
题的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于9月15
日至25日开展。9月19日，2024年
全国科普日暨白城市第二十二届科普
周系列活动——科普进万家惠民进社
区活动在洮北区长庆街道丰华园社区
开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协、洮北区科
协联合主办。

现场，科技工作者代表白城市农
业科学院专家宣读了《2024年全国科
普日暨白城市第二十二届科普周倡议
书》；与会人员为新成立的科技志愿服
务小分队和科普共建社区丰华园社区

赠送科普资料和书籍。
在“科普小课堂”环节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从选购食材的注意
事项到食品储存的正确方法，从如何查
看食品标签到如何避免食物中毒，从识
别伪劣食品的小窍门到应对食物中毒
的紧急措施进行讲解，丰富的内容让居
民对食品安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后，白城市红十字会赈济应急救
护队的急救人员对居民进行了应急急
救演练培训，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急
救技能。急救人员一边操作，一边详细
讲解每个步骤的要点和注意事项，让居
民们直观地了解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如

何正确实施急救。
此外，白城中心医院为居民提供了

义诊服务，市科技局、市地震局、市妇联
等单位还开展了科技咨询。

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市
科协还将联合各相关部门陆续开展科
普进乡村助力乡村振兴、青少年科学
教育科普专项行动、全民科学素质知
识网络答题、“科普教育基地”联合
行动、高校科普等系列活动，全力打
造高质量科普供给，让广大群众乐享
科普盛宴，为进一步促进全民科学素
质提升，助力社会和谐发展，协力建
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姜宁）9月19日，市长杨大勇以视频形式主持
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研判经济运行态势，部署稳增长任
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高
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一三三四”高质量发展战略，
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增长，找准可控因素，强化挖潜措
施，全力以丰补歉。要加强政府服务，常态化开展“走基层大调研、
面对面解难题”活动，从市场订单、生产要素等“小切口”破题，组
织好产需对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对冲工业下行压力。要强化交
账意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高质高效推进
招商引资工作，围绕“四大产业集群”精准延链补链强链，构建优
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要坚持引资金、引人才、引技术并

重，招引更多“高精尖”的技术和人才落户白城。要抓好消费促
进活动，充分释放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多领域融合消费潜力，抓
好商贸企业入统，精准投放消费券，谋划开展文旅活动、体育
赛事，吸引域内外客流。要抓好农牧业生产，科学防灾减损，
加强秋收组织，谋划实施“四沟四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抓
好畜禽出栏补栏，确保农业丰收、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抓好乡村产
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要
守好生态底线、安全底线、稳定底线和债务底线，全力确保社会大
局平安和谐稳定。

阮刚辉、李子罡就分管领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孟凡平出席会议。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

远景绿氢全栈技术能力
助力白城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

我市举办勿忘“九一八”
共筑强国梦宣传教育活动

葛泽峰同志逝世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白城人民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经
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抢抓东北全面振兴重大机遇，大力实施“一三三四”
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压奋进新征程、攻坚克难求突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综合实力全面提升

75年来，白城从实际出发，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发挥优势，经受挑战。综合实力不
断提高，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金融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经济总量不断攀升。1949年，白城的地区生产总值为0.8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16元。新中国成立后，白城的经济建设之路并不平坦，1978年，白城市GDP为5.92亿
元，年均增长6.7%，人均GDP为349元，年均增长3.7%。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白城
市利用自身交通枢纽的条件，经济蓬勃发展，1984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2003年突破百亿元大关，2023年白城市GDP达到592.65亿元，年均GDP增速达9.3%
（按可比价计算），人均GDP40199元，年均增速达8.2%。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白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在不断转变。新
中国成立初期，白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工业与服务业为辅，三次产业比重为
71.1∶13.0∶15.9。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41.1∶31∶27.9调整到2023年的27.7∶18.8∶53.4。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新中国成立时，白城市财政收入仅为394万元，1978年时，全
市的财政收入增加到了0.69亿元。改革开放后，全市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浪潮和财税体制的改革，白城市财政实力不断壮大，分别在1988年，2005年突破
亿元和10亿元大关，2023年全市全口径收入达到55.3亿元。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同
时，政府财政保障范围也不断调整，更加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重点
保证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金融行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白城市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仅为2万元，到1978
年时已经发展到2671万元，年均增速高达27.1%，2023年时，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已
达到1365.1亿元，真正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农村经济长足发展，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农业生产持续向好。75年来，白城市农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时白城市耕
地面积为46.7万公顷，粮食产量为31.5万吨，到改革开放前期，白城市耕地面积为49.9
万公顷，粮食产量达到65万吨，在耕地面积仅增长6.4%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不断转变，生产投入不断增加、重大增
产增效技术推广、农机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防灾救灾措施有效实施，白城粮食产量不
断提高。到2023年，白城市粮食种植面积达到95.5万公顷，粮食产量达到580.5万吨，
在耕地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17.4倍，年均增产4%，粮食安全得到切实保
障。近年来，白城市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
步伐，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农业生产基础不断加强，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到
2023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30.2万千瓦，比1979年有记录以来的33.6万千瓦
增加696.6万千瓦，增长20.7倍，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从新中国成立
时的49元增长到15717元，年均增速达8.1%。农业经济总量迅速提升，全市农林牧渔
业全面、协调发展，农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49年2.4亿元增长
到308.3亿元，年均增长6.8%。

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

工业总量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白城市有35家国有工业企业，131家集体工
业企业，1949年白城工业总产值仅有1900万元。到1978年时，工业总产值已达到7.1
亿元。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经过4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特别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不断加大
工业结构调整力度，以骨干企业为依托，大力发展能源、农副食品加工业、汽配、纺织、冶
金建材、医药等重点产业，全面提升了产品结构，推动了全市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2023年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34.1亿元。
经济效益稳步提升。75年来，白城市工业在保持生产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益也持续提升，运行质量持续改善，提质

增效成果明显。分阶段来看，1979年至1997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由3.8亿元增至26.8亿
元，年均增长11.5%。利税总额由0.5亿元增至0.6亿元，年均增长1.5%；1998年至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由21.1亿元增至704亿元，年均增长21.5%。利税总额由0.8亿元增至30.8亿元，年均增长22.5%。2023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经济效益达到较高水平。反映降本增效能力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达12.07%，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利润率达
8.57%，反映工业生产产品已实现销售程度的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11.2天。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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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
2024年全国科普日暨白城市第二十二届科普周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