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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会战，彰显了省委省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的决心；一片蓝天，给予百姓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2021年11月，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秋冬会战”正式打响。

全覆盖、全时段执法巡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

7468人次，共发现违法问题20个，处罚金额6.8万元；

严厉打击入河排污口违规排放，全省共发现各类

违法问题22个，处罚金额61万元；

列入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年度计划的429个行

政村已完成378个，40处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10处，

两项任务均达到国家年度目标要求；

共检查“医疗机构”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隔离场所

3630家次，共查处危险废物违法案件4起，罚款90.7

万元……

2021年，我省下发《吉林省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

升“秋冬会战”实施方案》，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秋冬会

战”重点目标任务清单。文件明确提出落实生态环境

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以及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和要

求，确保实现“十四五”开门红。

设计“领航”

科学把控目标确定方向

“以前，地方工作不系统，针对性不强，整体效果没

有得到充分释放。‘秋冬会战’由省里统筹、各地参与，

省市县全方位联动，找到症结，看紧、守住并破解问

题。”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顾恩大说，

“此举在部署工作时给予基层更多更有效的指导，实现

了从地方不明确如何入手开展工作、成效不突出到省

里拿出方案指导、调度、督促地方落实工作的转变。”

此次出台的近5000字的《方案》除了明确责任、具

体目标和要求外，还给出了“秋冬会战”的清单。这样

一来，地市不仅知道要做什么、做成什么样，而且明确

了如何做、谁来做，工作有了参照，发力就有了方向，既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又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秋冬季一直都是我省全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以

及波动最为明显的时期。秸秆露天焚烧、冬季供暖燃

煤、地表径流减少以及气候条件波动等都是影响空气、

水体等环境质量的不利因素。

“我省生态环境虽然同比持续改善，但仍存在突出

问题和薄弱环节，为全年顺利完成工作和‘十四五’开

门红目标的实现，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通过开展‘秋

冬会战’，对标对表查找短板漏项，集中力量攻克问题

和难点，严阵以待加强监督管理，有效规避环境质量下

降风险。”顾恩大介绍。

在关键时期、重点领域、重要部位，必须要采取必

要的、超常规措施，《方案》将工作重点集中在补短板、

强监管等关键环节上，科学把握秋冬季环境质量波动

的特点规律，从全力推进秸秆全域禁烧、重污染天气应

对、河湖水质管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污染治理设施

高水平运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可行的

建议。

以统筹推进落实为例，《方案》要求制定出台本地

“秋冬会战”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会战目标、重点任务、

推进措施、责任单位，突出以“五化”方式细化、实化工

作举措，以清单、台账实施管理，组织开展“秋冬会战”

执法大练兵实战技能比武竞赛活动。

记者了解到，《方案》提出的2021年年底前，全省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力争保持在92%以上，PM2.5浓

度力争控制在28微克/立方米以下目标全部实现。据

悉，2021 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94.0%，比2020年提升4.2个百分点；PM2.5浓度26微

克/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16.1%；累计发生重污染天

气9天，比2020年减少31天。

清单“导航”

细化28项目标任务

“与《方案》相比，针对10个责任单位及全省各地

生态环境局的清单则更加具体和细化。清单将28项

目标任务、具体负责落实的责任单位以序号及列表形

式清晰呈现。”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孙平安告诉记者。

坚决守护“吉林蓝”，全力抓好秸秆全域禁烧，健全

完善五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和包保机制，实施省级巡查

地方检查的监管机制，统筹抓好燃煤锅炉及工业企业

达标排放、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等秋冬季大气治理重

点工作。

全力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突出抓好水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执法监管，全面落实四个“第一时间”的水质

管控机制，及时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应对水质恶化风险。

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严格农用地分类管理和

安全利用，2021年年底前，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

治理率要分别达到15%和10%。对非法排放、收集、转

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的行为进行全面

排查整治。

全面开展“绿盾2021”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改督

导，严防“林草错位修复”、碎片化治理和过度修复等形

式主义问题。

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方面，紧盯“一废一品一库”、

化工园区和工业集聚区，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严格落实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两个100%”。

全程“护航”

开展十大专项执法行动

在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孟庆军手

机里有两个APP：实战技能比武竞赛执法检查系统和

生态环境部移动执法系统。

孟庆军告诉记者：“以各市（州）生态环境局为单位

组建实战技能比武竞赛代表队，通过这两个软件，每天

同时填报各项检查数据。指挥部根据具体工作开展情

况，认定数据合法性和合理性并给予代表队工作指导。”

从2021年11月26日起，我省开展了为期12天的

执法大练兵实战技能比武竞赛活动。这是打好“秋冬会

战”的重要举措，同时与十大专项执法行动有机结合，持

续维护生态安全，确保完成各项环境保护目标任务。

根据《方案》，全省同步开展秸秆全域禁烧、燃煤供

热企业、重点排放行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入河排污

口、水源地、规模化畜禽养殖、河道清洁、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废水处置及各类工业园区十大专项执法行动。

专项执法行动坚持目标导向、责任导向、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集中力量解决一批秋冬季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确保“秋冬会战”取得实际效果，进一步巩固提

升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孟庆军说：“专项行动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

相结合、随机抽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省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统筹组织，每周调度专

项执法行动进展情况，对重大案件实施提级调查办理

和督办，对问题突出的地区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或集中

督导，确保各项专项执法行动落地见效。”

任务清单“导航”专项行动“护航”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秋冬会战”综述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吕俊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感谢吉林省总工会为

我们安排了疗休养活动，吉化职工疗养院为我们

提供了热情服务。我们医务工作者在抗疫前线

战斗，工会不仅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提供

了‘充电’的机会，让我们通过疗休养调整好身体

和精神状态，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履行好白衣

天使救死扶伤的职责！”通化市中医院针灸科护

士长李晓琳说道。

为进一步增进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广大医务人员争做新

时代的奋斗者，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中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省总工会开展致敬、关

爱吉林省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行动，组织抗击

疫情一线医务人员参加疗休养活动，并向他们赠

送在职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疗休养参照省级劳

动模范疗休养标准，疗休养费用由省总工会承

担，职工参加疗休养的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单位

承担。疗休养以促进一线医务人员身心健康为

主要目标，包含健康体检、康复理疗、专家讲座、

心理咨询等项目，鼓励引导职工相互交流、学习

提高、促进健康，同时安排了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博物馆、纪念馆和具有当地代表性的人文和

自然景观的参观考察。

2021年以来，省总工会在吉林省劳动模范

疗休养基地——吉化职工疗养院组织了3期通

化地区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专场疗休养活

动，近300名医务人员参加。省总工会还向各市州工会下拨了疗

休养经费，截至目前，省总工会共投入专项资金600万元，全省共

有1500名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参加了疗休养活动。

此外，省总工会还投入专项经费，为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赠

送了互助保障项目，提高职工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在基本医疗保

障基础上，再构筑一道抵御疾病风险的“防火墙”。截至目前，省总

工会已为8802名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赠送了互助保障项目，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传递到他们心中，为这些“白

衣天使”又增添了一道健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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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太低，原料冻层太厚，得想点办法。”

“冻块太硬了，还差一点，再加把劲儿。”

“冻害严重，工作难度确实大，无论如何都要积极想

办法渡过这个难关……”

近日，通钢公司炼铁事业部职工围绕战严寒、保供料

打了一个漂亮仗。

低温给炼铁事业部高炉原燃料供应带来巨大挑战。

球团料存放于露天场地，天气寒冷，导致运料时大量冻块

堵住地坑下料口篦子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职工不间断

去清理。为保证供料稳定顺畅，炼铁事业部供料作业区、

料场作业区等单位职工手拿钎子，时刻奋战在寒冬里。

“岗位不离人，工具不离手”是近几日职工保供料、保

高炉稳顺的真实写照。

走进料场，职工忙碌的身影映入眼帘。连日来，持续

大幅降温给炼铁事业部供料生产带来较大影响，职工劳

动强度增加，生产受阻。回装球团矿存放在料场，受冬季

低温影响，冻块多、杂物多，经常会出现粘料斗、堵漏斗的

情况，如发现不及时，将直接影响高炉供料工作。针对此

问题，供料作业区组织人员24小时盯在下料口，随时处

理粘料、堵料问题。他们分成小队，一队两人，轮流值

守。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下，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忙碌的时候还好，不断砸着冻块，身体也能热起来。不堵

料的时候最难熬，冻得现场人员直跺脚。在众人的坚守

下，在连续大量入炉回装料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因粘料、

堵料影响高炉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近期，通钢公司炼铁事业部加大了清底

料的入炉量。所谓清底料就是料堆吃空后最底层的料，

里面混有杂物及冻块。这种料如果直接进入到烧结工序

将对烧结矿质量带来影响，直接影响高炉生产。为全力

以赴保高炉，料场作业区组织人员精细做好清底料的筛

分工作，发现冻块，立即砸碎。同时，对各类杂物随时挑

拣，经常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

通钢炼铁事业部战严寒、保供料——

打了个漂亮仗
本报记者 聂芳芳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2021年3月份京东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

京东（长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落位长春市净月区，这里区位优势

明显，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

京东科技联合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共建京

东（吉林）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于2021年10月12日正式开园。产

业园将通过京东生态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运营赋能服务，推动一批

京东生态服务机构聚集，涵盖零售、物流、金融、健康等多个板块，共

同推动地方品牌的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高速发展，努力

打造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数字经济产业孵化新高地。截至目前，园

区已吸引70余家企业入驻，产值已超过5亿元。累计举办线上、线

下活动15场，涵盖招商推介会、沙龙活动、路演活动、人才培训等内

容，全方面为企业赋能，服务覆盖300余家企业、50多万人。

京东助力长春市净月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第六

届吉林雪博会特别活动“天猫冰

雪节”近日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

度假区启幕。活动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省旅游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省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与天猫平台共同打造。

记者从此次冰雪节中了解

到，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滑雪

消费持续升温，天猫平台滑雪类

商品连续3年保持翻倍增长。据

了解，近年来多个国内外品牌加

大了滑雪服、头盔、滑雪板等滑

雪类运动装备产品的投放力度，

线上滑雪系列产品品牌、数量显

著增加。2021 年电商滑雪相关

新品牌数量同比翻两倍。

此外，因我省冰雪资源得天

独厚，省内冰雪产业发展迅速，

冬奥会也带火了滑雪运动。记

者发现，最近两年，滑雪正在从

北方人更偏好的小众、专业的运

动破圈成大众新潮流，消费者在

网上购买滑雪用品的消费习惯

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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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可控数字化建设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丹）近日，第八届“2021吉林省自主可控数字

化建设推进大会”在长春松苑宾馆举行。本次大会将激发我省自

主可控数字化装备企业潜在能力，积极推进自主技术研发和集成

服务创新。大会由省工商联、省科协共同主办，由省电子信息行业

联合会、省信息技术应用协会等联合承办。

一批消防员晋升授衔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近日，吉林市森林消防支队举行消防员

晋升（授予）消防救援衔仪式。仪式宣读消防员晋升（授予）消防救

援衔命令，颁发了命令状，来队家属代表为晋升人员更换消防救援

衔，全体指战员在领誓员带领下进行庄严宣誓，消防员代表进行了

表态发言。此次授衔仪式，支队通过创新形式办法，邀请消防员家

属参与其中，共同见证消防员的成长，让消防员家属近距离、深层

次了解感知支队大家庭的和谐与温暖，拉近了彼此距离，增进了情

感认同。

全力做好保电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悦）2022年白山市“两会”于1月9日至14日

在白山市政务大厅举行，为了给本次“两会”会场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保障与服务，国网白山供电公司成立保电专班于1月4日

至6日开展前期的设备隐患排查和专业巡视，努力实现“组织最

严密、服务最周到、特色最鲜明、保障最有力”的总体保障目标。

截至11日，国网白山供电公司出动现场值守人员24人，特巡人

员96人次，车辆12辆，确保会议期间用电“优质服务零投诉，抢

修工作零差错”。

日前，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在长春北湖吾悦广场举办了“福
利‘吉’结，新客驾到”的“网上国网”APP客户推广活动。 满鑫 摄

2021 年 12 月 8 日，舒兰市七里乡人民政府组织七里乡松柏村开展秸秆饲料化综合利用，进行精良饲
料化包装作业。 宋大伟 摄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异地交叉执
法检查。图为2021年12月3日，执法人员在长春市某
企业内进行检查。 陈博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