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编辑 冯伟鹏 耿华彬
区域传真·白城

Email:gechichuan@163.com 电话：（0436）3222946 07区域传真·白城
Email:gechichuan@163.com 电话：（0436）3222946 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编辑 冯伟鹏 耿华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用全产业链思维打造绿色产业体系用全产业链思维打造绿色产业体系，，争创全国争创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实践创新基地。。加快建设美丽白城加快建设美丽白城，，创建国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力争到力争到20252025年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全面提升，，筑牢更加稳固的筑牢更加稳固的
北方生态安全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屏障。。

让让““天蓝天蓝、、水清水清、、地地绿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 白 城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纪 实白 城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纪 实

王国庆王国庆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张磊张磊 尹雪尹雪

作为吉林省西部重要生态屏障，白城市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强市，突出环保优先地位，

打生态牌、走绿色之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

白城市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草原、湿地保卫战，为经济

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天蓝、水清、地绿”的优

美生态环境成为白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向上向好。

建立体系，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2016年12月，白城市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市委

书记、市长共同担任委员会主任。出台了《白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明确了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和5个党

委部门、39个政府部门，以及法院、检察院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建立起“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防止草原生态退化，促进经济、社

会、生态协调发展，白城市结合实际，制定了《白城市草原生态

保护条例》，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全面推进河湖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白城市加快实施

点源治理、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加大污水管网和再

生水回用管网的铺设力度，大力推进中水回用“应用尽用”，最

大限度地减少对河湖的污染。推进面源治理，开展控肥、控

药、控水、控膜“四控”行动，推广使用有机肥、无公害农药和国

标地膜，引导企业和农民绿色生产。推动内源治理，实施生态

补水、网格水道、湖区底泥处置试验示范、芦苇加工转化等工

程，改善湖区水质。强化全流域监管能力，建设流域生态环境

大数据平台，建立生态环境基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管理

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依据。

截至2021年底，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生态效应明显，新增

蓄水能力5.5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增加2.1亿立方米。植树

造林133.3万亩，修复草原湿地418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26.6%。荣获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排在

全省前列，国省考核断面水质100%达标，土地安全利用率高出

国家标准5个百分点，全市环境质量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

强化监管，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农业大市，秸秆露天焚烧一直是白城市空气质量治

理的重点和难点。2021年秋季，白城市印发《白城市秸秆全

域禁烧实施方案》，从2021年秋季开始全面实行24小时不间

断巡查检查，秸秆禁烧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监管责

任体系。同时，白城市出台奖补政策，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目

前，白城市建设了一批收储中心，引进了一批秸秆综合利用企

业，提高了秸秆综合利用率。

白城市坚持绿色发展方向，严格规划引领和产业带动，将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作为项目引进的先决条件。严格“两高”

项目节能审查，从源头把关严控“两高”项目。截至目前，白城

市无产能过剩行业（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新增产能项目。

全面实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实现全市企业排污许可

全覆盖，纳入日常监管企业2781家。对全市实施证后管理的

317 家 企

业强化排污

许可证后监督

管 理 ，2021 年 11

月，完成国家提出的“双

百”目标任务。

白城市开展攻坚行动，改善提

升环境质量。通过对燃煤型大气污染实施“大改造、中整合、

小淘汰”，推进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成4台20万千瓦时

以上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淘汰城市建成区10蒸吨及以下

燃煤小锅炉167台，整合市区供热企业热电联产17家，整治

“散乱污”企业58家，完成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44家。

制定了莫莫格湿地、向海水库劣五类水体整治实施方案，全市

县级以上水源地全部完成了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启动

洮北区农用地安全利用修复项目，制定了全市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实施方案，逐步提高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绿盾

2021”专项行动388个问题点位，已完成整改387个。

提升站位，狠抓督察问题整改

“经过整改之后，现在没有难闻的味道了。”2021年9月，

中央第二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洮北区有群众反映某饭店油

烟气味扰民后，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白城市以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采取

有效措施，下猛药、治沉疴，向环境

污染“亮剑”。全市以“问题解决、群

众满意”为标准，狠抓群众反映的

环境问题不放松，加大防范化解力

度，全力以赴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

突出环境问题和重点环境信访。为

使环保信访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切实

做到防患于未然，相关部门相继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大练兵，强化对重点化工

企业环境风险进行排查，严把建设项目环

保审批关，严格执行环评制度和“三同时”制

度，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白城市在第一轮中央“回头看”和省级督察

中共91项整改任务已完成88项，1688件案件已结案

销号1687件，剩余3项省级督察整改任务、1件中央“回头

看”信访案件正在序时推进。第二轮中央督察交办案件260

件，其中，重点案件27件。案件数量较2017年、2018年分别

下降29.16%、54.06%。重点案件数量较2017年、2018年分别

下降77.87%、75.67%。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234件，剩余26

件正在序时推进。

守护生态，传递环保正能量

生态守护者、环保志愿者们活跃在白城各地、各个部门、

各个岗位，为生态鹤乡奔走，为美丽白城助力。

家在通榆县的林宝庆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向海救助站工作。26年来，他精心研究出了一

套规范科学的鸟类救治规程，让鸟类救治成活率达到了80%

以上，现在部分规程已被国家林业局很多机构和相关部门引

用。截至目前，救护站已经成功救治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天

鹅等珍稀鸟类70多只，其它野生动物1000余只。

自2000年起，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的万平、万晓白父

女就在科尔沁沙地边缘地带从事沙化草原的生态修复工作。

截至2021年，协会环保工作区域在通榆县境内达6000平方公

里，注册志愿者1100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4147200小时。通

榆县林草部门登记野生草原植物129种，该协会已经恢复118

种。协会通过原生物种的回归增加土地植被盖度，有效提高

周边区域降水，促进粮食增产增收，降低风沙和干旱对粮食收

成的影响。截至2020年，建立生态沙化草原修复区5块，共

5000亩；原生植被覆盖率达到60-95%，回归野生动植物达到

300余种；栽种成活防风用杨树30000棵，保护恢复野生榆树

及杠柳400亩。

此外，还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大家称之为“鸟叔”

的镇赉县爱鸟护鸟志愿者潘晟昱；植树护山治理荒山从未停

歇的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乡农民何殿起；倡导环保节能低碳

的洮北社区工作者的洮北区薛静；为保护湿地奔走呐喊的标

兵大安市的李兵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凝聚起推动生态环保

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生态引领，布局产业发展

白城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做大做强低碳工

业、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三大板块”，力争“十四五”期末经

济总量翻一番、跻身全省中游。

发展新能源，抢占发展

新高地。白城市是全国首

批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之一，国家新能源示范城

市、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

基地，东北地区唯一光伏领

跑者基地和奖励激励基

地。全市深化能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积极承接“陆

上风光三峡”工程，强化新

能源保障、氢能产业示范、

新能源消纳、新能源装备制

造“四大基地”建设，着力降

低用电成本，推进百万吨级

“氢田”、数据灾备中心、绿

电产业园、氢能示范园等重

点工程，加快形成千亿规模

的产业集群。截至 2021

年，白城市新能源总装机达

到780万千瓦，占全省60%

以上。

发展绿色农业，助推

乡村振兴。白城市抓好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突出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等特色

农产品，不断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坚持龙头企业带动，落实农

畜产品精深加工，实施梅花、飞鹤、益海嘉里等优质扩能项

目，促进农业资源变成发展优势。推进全产业链发展，实现

玉米深加工向化工领域迈进、生猪产业向集群化发展、肉牛

肉羊产业向规模化扩张。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坚持“改土增

粮、科技兴粮、以水保粮”，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深化

盐碱地综合治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性耕作，坚决

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强化农业科技运用，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坚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

发展生态旅游，换来金山银山。白城以发展生态旅游为

主导，编制全域旅游规划，以“一线八点”精品旅游线路为引

领，立足“湿地风光、鹤乡白城”整体形象定位，全力打造“湿地

生态游、民俗风情游、冰雪体验游、乡村观光游、军事体验游”

五大特色品牌，精心培育草原风光、乡村休闲、历史文化等六

大系列旅游产品，“湿地风光、鹤乡白城”这张名片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

抢抓机遇，推动全方位振兴

在全省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西部

生态经济区“三大板块”建设中，白城定位为吉林西部生态经

济区。在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白城确定为国

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和吉林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

线。白城市谋划推动“白齐兴”跨省生态经济合作区上升为国

家战略，争得国家“量身定制”的振兴发展政策。

白城市正借助这些政策利好，加快建设“一城三区”（区域

中心城、生态经济先导区、乡村振兴创新区、生态文明示范

区），充分发挥白城“区域位置独特、农牧资源丰富、清洁能源

富集、生态环境优良”特点，高起点、高标准谋划白城“十四五”

生态环境项目。白城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保护和修

复好生态的前提下，加快生态建设，打造碳汇白城，推进“两

山”转化，实现生态环境系统性改善，再现“河湖互济、草茂粮

丰、渔兴牧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推动白城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全方位振兴。

← 空 气

质量优良天

数排在全省

前列

秋日层林尽染

与生态相结合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树影婆娑光影斑驳

阳光下的城市景观

以风能、太阳能发电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速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鸟瞰向海自然保护区植被茂盛，生态环境优越

静谧美好的嫩江湾

河湖连通工程使水资源丰沛

车辆穿梭，仿佛置身城市绚丽画卷

冬季洮儿河

河湖互济、草茂粮丰、渔兴牧旺

丹顶鹤在湿地繁育

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相结合

←天蓝、水清、

地绿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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