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吉林正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和力度践行着生态文

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结出累累硕果。

放眼吉林大地：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5.04%，森林蓄积量达到10.96亿立方米；天

然林保护工程和国有林区全面停伐，使全省9400

多万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2021年全省所有市

(州)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生态环境

质量再创历史新高，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居全国前列……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培育更加广泛的绿

色价值观

2018年7月1日，我国首部保护黑土地的地方性法规《吉

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一个政策拉动、因地制宜、能

推广落地、有法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模式和运行机制逐步

建立起来。最新数据显示，我省有2800万亩黑土地采取保护性

耕作，已占粮食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这片黑土地，正在经历前

所未有的蜕变。

这五年，吉林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打响

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设立省、市、

县、乡、村五级林长，真正实现青山有人管，绿树有人护；河湖长

制全面建立，1.8万名河湖长勇担使命，只为河湖长安水长清；

《吉林省“无废城市”建设指导意见》《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吉林省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

究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密集出台，让生态文明建设有

的放矢，绿色发展层次水平逐步提升。

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生根，探索可持续发展

的“吉林实践”

五年来，全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全面启动实施“双

碳”行动，建设碳中和示范园区，聚焦保

护水资源、强化水安全、改善水环

境、守护水岸线、修复水生

态、弘扬水文化和做

强水经济“6+1”项

重点任务，建设清洁能源

经济示范区，持续开展绿美吉林

行动，启动吉林万里绿水长廊建设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工作扎实推进。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主战场，东北虎、东北豹、中华

秋沙鸭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全省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全领域加强生态环保工

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监管，

着力构建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

以来最好水平。

全民义务植树如火如荼展开，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百姓

生活共识，倡导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减少塑料购物袋等一

次性用品使用……越来越多的公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

理念，“最大公约数”正在形成。

做活生态产业文章，共享生态成果之甜

2014年5月1日，吉林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

林业发展模式由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由利

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重

点国有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的发展新阶段。

吉林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

“生态化转型”。通过打造乡村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农

业体验等新业态，不断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

宝盆”，和乡村跨越赶超的“大引擎”。全省各地把发展绿色

经济、循环经济，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产业体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生态之

美催生出发展之变。

今年，吉林已经谋划和建设一汽新能源汽车、

西部“陆上风光三峡”、东部“山水蓄能三峡”、万

里绿水长廊、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等一批重大

绿色发展项目。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东风马蹄

疾。吉林的绿色征途，永不止步。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

者 石雷 丁研 摄）

吉林振兴这吉林振兴这55年之生态文明建设年之生态文明建设——

书写绿水青山新篇章书写绿水青山新篇章
本报记者 陈沫

梅河口坚持梅河口坚持““大空间大空间、、大生大生

态态””理念理念，，着力打造公园城市着力打造公园城市、、花花

园城市园城市、、精致的客厅城市精致的客厅城市，，为发为发

展全域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展全域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守护“吉林蓝”，我省在秸秆

禁烧、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做

了详细的部署规划。图为长春市南溪

湿地公园一角。

河湖连通河湖连通，，草茂粮丰草茂粮丰。。

良好的生态已成为吉林振兴良好的生态已成为吉林振兴

发展的最大资本和优势发展的最大资本和优势。。

水鸟云集查干湖。

2022年6月19日 星期日 编辑 王立新 王大阔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