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区域传真·四平
Email:jlrbspjzz@163.com 电话：（0434）3624209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 冯伟鹏 耿世红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一

年来，四平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生态环保工作决策部署，

实施更强有力的污染防治措施，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质效提升—质效提升———

““三线一单三线一单””工作入围全国工作入围全国““地市级先进地市级先进””行列行列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

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要工作。

2018年以来，四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线一单”工

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市生态环境局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成立工作专班，在省“三线一单”成果基础上，结合

四平市实际情况，指导两区三县和市直相关部门，对全市9个

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集聚区）、各相关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和准入清单等，进行了提炼和细化。经6批次资料调阅

和3轮现场校核，最终形成了《四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报告》

和《四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于2021年6月30日由市政府

印发实施。

在全省各市（州）中，四平市率先通过省协调小组审核，起

到了工作带头作用，获得省生态环境厅高度肯定。在全国“三

线一单”座谈会上，四平作为3个地市级先进代表之一，进行了

经验介绍发言。四平市生态环境局被生态环境部评为表现突

出集体。

四平市强化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健全司法联动机制，严厉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环境热点

难点问题。

夯实执法基础。配备执法记录仪、无人机等现代化执法

装备及车辆，在全省率先筹备配置130人执法服装，新购30套

黑烟抓拍设备。

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制定《案件查办管理制度》，实行执

法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和关键环节可视化记录，完善了行政执

法规范化制度管理体系。研究制定《信访举报案件办理制度》

《执法工作手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等制度规定，全面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

提升队伍素质。扎实开展执法大练兵，编印法律制度汇

编和各类工作手册、模板，实行月通报机制，全面提升执法队

伍业务能力。在全省行政执法网络培训及知识竞赛中总成绩

获得第一，实战比武竞赛获得第三。市生态环境局及梨树分局

分别被评为省先进集体，4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完成生态环境

部对重点地域帮扶工作任务，全年派员5批次12人次，其中，2

人被省生态环境厅通报表扬，1人被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

强化监管服务相结合。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

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的监管模式，组织开展专项行

动。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坚决落实强化审批服务、助推高质量

发展举措，指导1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开发区重新编制规划

环评并取得批复。

推进环保“1+N”规划编制。2021年制定实施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3+1”方案和全年工作要点，各成员单位共出台

环保配套政策、制度、方案等24个，联合开展专项行动10余

次，确保各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制定《四平市2021—2025年

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

标，促进质效提升；高标准制定《四平市贯彻落实吉林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水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综合运用“五步工作机制”，实行月调度，推进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截至目前，中央和省督察交办的1718个反馈问题

和信访案件已完成1700个，完成率98.95%。

蓝天常驻—蓝天常驻———

空气质量持续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持续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蓝天白云，碧空万里，是四平人常见的风景。

2021年，四平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28天，同比增加19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9.8%，同比增加5.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

数1天，同比减少1天；PM10平均浓度为58μg/m³，同比减少

1μg/m³；PM2.5平均浓度为28μg/m³，同比减少5μg/m³。优

良天数比例、PM2.5平均浓度均超额完成省定考核要求，空气

质量持续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再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佳水平。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辛勤付出，岁月静好之下有一群人在

坚守。“四平蓝”见证了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今年春季，为做好秸秆全域禁烧管控，打好蓝天保卫战，

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会同县政府督查室，组织5个夜

间专项巡查督导组，常态化开展秸秆禁烧巡查检查。对24个

乡镇（街道）实行日检查、日汇总、日报告制度。加强秸秆监控

平台的监管力度，确保了秸秆监控平台值班值守和发现火点

能够及时处置。充分依托“数据化梨树”监管平台，全面启动

县、乡两级“平台”值班值守工作机制，安排专人实行24小时监

管，及时反馈迅速处置。各乡镇派出所单独设立禁烧执法队

伍，加大对焚烧秸秆直接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双辽市东明镇总耕地面积5680公顷，水田面积占4200公

顷，产生秸秆总量2.7万吨，其中保护性耕作秸秆量0.36万

吨，秸秆离田总量2.34万吨。为全力保障秸秆离田工作落实

到位，东明镇成立秸秆离田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完善《东明镇

秸秆离田工作方案》；推行四级包保责任制，镇、村、屯长、户长

按照网格化管理原则，明确秸秆离田的组织形式、具体承担单

位以及责任人；制作秸秆禁烧和离田通告音频3个，在各村微

信群广泛转发，用大喇叭全天候广播；入户张贴秸秆离田公

告，签订离田承诺书4500余份；出动宣传车 200余台次，悬挂

宣传条幅200余条，制作永久性宣传牌20块；协调企业加大收

购力度，依托盘山村鑫华草厂和吴家村禾聚园秸秆加工合作

社，大量收购稻草，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东明镇两

家稻草加工企业年消化水稻秸秆2万吨左右，解决全镇四分之

三的稻草秸秆出口问题。今年开春，东明镇积极协调盘山鑫

华草厂提高稻草收购价格，由去年的每吨260元涨到每吨300

元，助推秸秆离田进度。

伊通县伊通镇从“加强秸秆全域禁烧监管”和“充分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两方面入手。细化制定《伊通镇秸秆全域禁烧

实施方案》，将禁烧责任明确落实到具体地块、人头，确保每个

地块有人管，真正做到包保到位、责任到位、压力传导到位。

同时，抓牢综合利用，大力推进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有效

推进基料化和原料化，持续探索秸秆“五化”利用举措，提高秸

秆综合利用率。

四平市以秸秆全域禁烧为核心，明确目标措施，下发

“全域禁烧”公告，成立督导巡查组，持续对各地开展督导巡

查。各级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层层抓落实，建立完善

了包含7162名各级网格长的网格化责任体系，逐级成立灭

火队伍，配齐灭火装备，确保出现火点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扑灭。

同时，强化煤烟型污染治理，重点排污单位均安装在线监

控并与省市联网。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24套黑烟车智能抓

拍系统正式布点启用，在全省率先对违规车辆进行处罚。持

续加强燃煤、扬尘、物料堆场、建筑工地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桌面推演，更新应急减排清单，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大气环境质量实现持续改善。

青山青山常常在—在———

一年造林几十万亩一年造林几十万亩

四平市林业系统紧扣建设“美丽四平 幸福家园”总目标，

全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加大造林绿化工作力度，全面

做好绿色生态文章。

立足森林资源发展，结合四平实际拟定《全面推行林长制

实施方案》，筹备召开全市林长制工作部署动员会议。完善林

长制办公室职责，发挥林长办职能作用，对各县（市、区）林长

制工作进行周调度，做到共同监督、共同学习，推进林长制工

作全面开展。

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进程，实施第三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

大地”规划。2021年，全市完成造林51.8万亩（含补植），任务

完成率达104%。投入造林资金约6751万元，采购苗木约2136

万株。全市共建设纪念林43个，义务植树面积1.4万亩。共

组织义务植树98场次，参加人数约2.3万，栽植各类苗木21.3

万余株。

经过多年的发展，四平市林业产业初步形成以森林培育、

加工、林果、林下种植养殖、森林旅游康养为主的主体框架。

产业分布特点是，双辽以木材加工为主、梨树以新型种植业为

主、伊通和铁西以苗木业为主、铁东以林果为主。

荒坡变森林，重重叠叠几层绿。树木的丰富根系，像一

双巨手，抓住了土壤，控住了水土流失，也成了农户致富的宝

贝。

此外，林地清收成效显著。全面排查“挂画地”“小片

荒”，截至目前，清理回收林地9912.3亩，还林7375.4亩。

强化森林质量提升。注重科学种植和林种树种结构调

整，加强森林抚育，改善林分质量，大量栽植红松—阔叶混交

林，抚育面积26.61万亩。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和停伐政策，

全市84.8万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

全面抓好湿地、草原生态系统建设。完善森林资源档案

和动态监测体系，建立湿地联动机制，严厉打击破坏湿地生态

违法行为，整改完成3处。贯彻落实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全面禁牧16.2万亩，完成有害生物防治7万亩。

全市林草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严格落实“十个到位”

防火要求，巩固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成果。2021年7月，四平

市林业局获全省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先进集体。

有害生物防治成果明显。完成有害生物防治“四率”指标

任务，2021年全年防治面积4.8万亩，防治率99.9%。抢前采

取春季检疫执法行动和检疫告知等多种有效措施，成功将松

材线虫病疫情抵御在外。

加快推进“智慧林业”建设。为建设森林防火监控系统，

市本级财政投入1140万元，系统已于去年9月通过验收并投

入使用，应用于森林防火、资源管护等方面，逐步推进“感知生

态 智慧林草”建设，使资源保护水平明显提升。

绿绿水长流—水长流———

构建人水和谐的城市蓝绿空间构建人水和谐的城市蓝绿空间

为改善西辽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巩固近几年双辽市流

域治理工作成果，5月10日，双辽市郑家屯街道组织百余名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来到西辽河郑家屯街工农村段，开展了“清

河行动”。大家拿着夹子、垃圾袋，沿堤坝分组分区域清理河

道及堤坝，总长度达6.1公里。借助此次活动契机，也对西辽

河城区段内入河排污口情况开展了一次再排查，未发现新增

入河排污口。

近年来，四平市深入推进“三三五八”辽河治污模式，每月

对52条干支流、60个断面、4项指标，开展手工监测和分析研

判，针对超标原因精准施策；积极推进水源保护区划调整，完

成3个饮用水水源区划调整报告并通过评审；重点流域“十四

五”规划已编制完成并通过验收，共谋划实施5类50个项目，

总投资39.86亿元；积极探索地市级跨省流域协同联动治理模

式，先后与铁岭市、通辽市签订联防联控框架合作协议，与长

春、辽源分别签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

作，探索跨区流域治理新模式”的工作经验得到生态环境部认

可。在去年6月22日召开的2021年松辽流域汛期跨省水污染

联防联控会商会暨应急防控高级研讨班上，四平市作为唯一

地市级单位进行了经验介绍。

水是城市的命脉。有条河从城市蜿蜒而过，是大自然的

恩赐；全国七大水系之一的辽河支流能流经城市，更是幸运。

南河和北河是流经四平市区的两条主要河流，南河长13.1公

里，北河长18公里，两河在市区西北角汇合后称条子河，系辽

河流域招苏太河水系支流。

治好一条河，秀美一座城，幸福一方人。四平市南北

河管理中心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执行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治理南北河，扮

靓英雄城。中心去年完成了城防工程南河2.4公里段主体

建设任务，建设内容有防汛堤顶路、草皮护坡、生态矮坝，完

成建设投资1470万元；完成了城防工程北河4.718公里段主

体建设任务，建设内容有防汛堤顶路、蜂巢护砌、草皮护坡、

高锌石笼护脚，完成建设投资7041万元；完成了南河水环境

及西湖湿地提升改造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建设内容有南河4

座钢坝及其配套管理设施建设、西湖湿地码头，完成建设投

资3300万元；完成了南北河生态补水工程建设任务，建设内

容为新建3条补水管线，总长1770米，已完成建设资金430

万元。

去年以来，在南北河及西湖湿地积极开展保洁绿化工作，

全年共清理垃圾6870立方米。同时，栽植树木近1.5万棵，养

护草坪近40万平方米，并调配南北河生态补水，确保河道生态

基流量。全年向南北河生态补水总计1781.17万立方米。中

心还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和不定期对南北河及西湖湿地进行

隐患大排查。截至目前，排查河道护栏安全隐患30处，已完成

整改。完成“两河四岸”及西湖湿地亮化工程管护工作，共排

查安全隐患950处，已完成整改。同时设立警示牌38个，规范

各项安全提示。

如今，南北河两岸，秀美风光交相辉映；西湖湿地，水天一

色盛景常在。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
——四平市生态环境建设记事四平市生态环境建设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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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伊通河。（资料图片） 依萱 摄

双辽市重点推进沿

路植绿、提标增绿、见缝

插绿、拆违扩绿，持续扩

展城市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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