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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白城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经济工作有关部署，强化服务理念，精准发

力，全市外贸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和社会消费

指标实现逆势飘红，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强

劲动力。

龙头企业带动外贸“振翅飞舞”

白城市积极化解外贸增长的各种不利因

素，主动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帮助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

6月19日，白城至大连首趟铁海联运班

列成功开行。此次班列货物为吉林梅花氨基

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味精、赖氨酸、淀粉和

饲料等产品，总重3500吨。货物到达大连港

后再经海运进行外贸出口。铁海联运班列的

成功开行为白城市重点企业铺设了一条经

济、便利的运输路径，实现了产品物流的无缝

对接，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吉林梅花

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是白城市第一个投资达

百亿元的大项目，今年1月至6月，企业实现

贸易额15亿元，同比增长145%，充分彰显了

龙头企业的拉动作用。

“针对当前的外贸形势，我们不断强化出

口信用保险支持，有组织地开展企业参保推

动工作，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针对外

贸企业订单违规情况，我们积极协助企业开

展贸易救济工作，指导企业申请不可抗力商

事认定，并积极帮助企业对接省贸促会，完成

一般原产地证书认证及企业发票商事认定工

作，促成企业完成出口订单。”白城市商务局

对外贸易科负责人倪振瑀说。

今年上半年，与白城市有贸易往来的国

家和地区有84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62个，白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0.1亿元，同

比增长97.6%，增速排名全省前列。

靶向招商助推产业“强筋壮骨”

白城市紧盯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围绕主导产业绘制产业链图谱，针对重

点产业、优势资源“补链、强链、建链”实施精

准招商，落实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一对一”服

务措施，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全要素、全过程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助推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着眼全市特色产业六大板块，白城市商

务局统筹编制了《白城市招商引资目标企业

手册》，汇集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323户世界

500强、国内500强、行业领军龙头企业信息，

按区域划分成为全市招商引资目标企业，并

靶向这些各行业的头部企业实施精准招商。

“我们利用省招商引资项目网上对接等平台，

对外发布有吸引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158

个。目前，各地对接企业108户，正在积极洽

谈推进的项目61个。”白城市商务局经济合

作科负责人冯涛说。

今年1月至6月，振江清洁能源通用部

件加工、协合玻璃纤维产业园、银丰猪小肠

提取肝素钠、百万千瓦碳纤维绿电开发、年

产5万吨液态有机肥等22个扩链、补链项目

成功签约。上半年，白城市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63.8亿元，同比增长66.8%，增速排名全

省前列。

专项资金拉动消费“提速回补”

白城市坚持“抓骨干、保重点、搞促销、挖

潜力”，有力克服疫情影响，拉动消费“提速回

补”。

一季度，白城市安排财政资金150万元

开展“1·8消费节”消费券促销活动，拉动消

费2795.5万元。其中，汽车类投放60万元，

实际使用58.8万元，拉动汽车消费2379万

元。6月全市投放69万元汽车专项消费券，

拉动消费2925.4万元，助推当月汽车类消费

同比增长37%。

7月19日，为期5天的白城市第七届汽

车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汽博会与长春汽博

会同步举行，参展企业以最大的优惠力度回

馈白城广大消费者，同时采用叠加优惠促消

费的方式，发放政府汽车消费券75万元250

张，消费者在获得汽车厂家优惠政策的同时，

还可享受3000元政府消费券补贴，充分激发

了购车热情。据统计，本届汽博会销售汽车

共计312台，销售额实现3662.8万元。其中

借助汽车消费券补贴实现销售126台，销售

额实现1471.4万元。

“开展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有力提振了

车企信心，极大活跃了全市汽车消费市场。”

白城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负责人

陈兆权说。

年初以来，白城市商务局组织重点商贸

企业在“五一”“母亲节”“六一”“端午节”“6·

18消费节”，举办线上线下促销活动23场，拉

动消费1.2亿元。指导外卖平台在5月和6

月共投放140.8万元开展活动，拉动餐饮消

费1275万元。协调银联投放9.3万元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暖心商超消费券”促销活动，有

效提升商贸企业的消费客流。上半年，白城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61.3亿元，同比

增长6.8%，增速排名全省前列。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年初以

来，白城市抢抓“秸秆变肉”暨千万头

肉牛建设工程重大机遇，全力推进畜

牧业扩群增量、提档增速。截至6月

末，全市生猪、肉牛、奶牛、肉羊、禽分

别发展到218万头、50.8万头、3.9万

头、456.8万只和1525.8万只，同比分

别增长96%、40%、16%、8%、7%。通榆县、

镇赉县已被纳入全国肉牛肉羊增量提

质行动北方农牧交错带基础母牛扩群

增量县范围，白城市5个县（市、区）均

纳入全省肉牛产业集群；大安、洮南、

镇赉和通榆已纳入全省肉牛养殖大

县。

坚持“四化”举措，不断取得新突

破。白城市围绕“良种化”繁育、“规模

化”养殖、“精深化”加工、“品牌化”打

造，出台《白城市2022年肉牛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白城市肉牛冻精补贴实施

细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加强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实行发展任务

清单、重点工作清单、重点项目建设清

单“三单督促”，全链条推动“11252”工

程实施。一季度，白城市肉牛饲养量

增幅居全省市（州）第一，通榆县新增

肉牛饲养量居全省县级第一。养殖规

模达到“万头”的乡镇发展到10个、“千

头”的村发展到93个。

畜牧业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粗具规模。肉牛产

业方面，统筹落实“四化”发展措施，新

建续建11个重点项目。肉牛冻精补贴

政策已全面启动实施；全市“良种”育

繁推一体化发展已基本形成；一村一

兽医大学生项目，省有关部门已将吉

林省畜牧业学校作为培训基地之一。

乳品产业方面，镇赉瑞信达1.5万头标

准化奶牛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已

完成，新引进奶牛4000头，存栏量发展

到2万头；金源牧业（飞鹤洮北）建设规

模2.4万头奶牛基地项目养殖场选址

已完成。生猪产业方面，大安牧原3个

养殖基地生猪存栏达37万头；通榆牧

原5个养殖基地生猪存栏达25万头，

年屠宰生猪400万头的牧原肉食品加

工项目已完成80%，预计年末试生产。

肉羊产业方面，全市养殖主体发展到5

万余户，年出栏100只规模养殖场（户）

3486个，肉羊存栏和饲养量居全省市

（州）第一。禽类产业方面，大安安大

1000万羽肉鸡一体化项目稳步推进。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畜禽养殖户4669

个，录入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420个。

白城市上半年畜牧业发展稳中向好

通榆县瞻榆镇向阳村的王建福是

十里八村有名的“文化人”。老王高中

毕业后曾在村里做过民办教师，1984

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教师的

职业回家务农。他说自己愿意跟土地

打交道，种地同样能种出个样儿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庄稼院里的“老

把式”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已经成为

村民们心中名副其实的懂技术、会管

理的农业“土专家”。

90年代初，王建福在村里率先打

了一眼灌溉井，并配套了柴油机和长

轴泵等水利设备。他在自家责任田里

试种了几个玉米高产新品种，采取当

时并不多见的“三犁川坐水种”，购进

磷酸二铵和尿素，一大堆农家肥拌着

二胺“扬”进了地里。

转眼到了秋天，王建福迎来了大丰

收，他种的玉米每公顷产量比别人多产

出2000公斤。1999年8月，王建福被通

榆县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经过长期酝酿，2010年，王建福带

领7户村民成立了通榆县瞻榆镇向阳

村建福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同年

向县水利局申请在自家承包地上搞了

2公顷膜下滴灌与2公顷常规管理对比

试验。那年秋天，常规管理的玉米平

均每公顷产量不足4000公斤，膜下滴

灌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9000多公

斤。王建福成了向阳村首批使用抗旱

保水剂技术和喷灌、痕灌、微灌技术的

先行者。

王建福带领合作社成员潜心研

究，敢于尝试，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最

多一年试种了10多个品种，带头应用

玉米大垄双行膜下滴灌技术、保护性

耕作轮作技术等。2012年，吉林省西

部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全面铺开，面对

这一政策机遇，建福合作社主动向县

水利局申请了43个单元的滴灌建设项

目。为了不影响项目地块来年春耕生

产，王建福带领合作社67名成员120

多天不分昼夜在田间劳作，经过4个多

月的建设，工程质量全部达标。工程

结束后，王建福主动向镇村两级请缨，

把工程运行管理维护一并承担下来，

10年后的今天，工程全部完好正常运

行，运行费用一直由合作社承担，这在

全县屈指可数。

2013年，通榆县水利局把一个由

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国家级

科研课题，水利部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吉林省西部玉米膜下滴灌集成示范》

试验基地落给了合作社，并通过财政

给予奖励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16

年，建福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把村

里所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全部铺上了膜

下滴灌，落实施工滴灌面积12862亩，

建起了水利灌溉设备库、实验室，农田

滴灌信息化试验小区，村民的收入节

节攀升。2015年12月，王建福被评为

白城市“瀚海优秀乡土人才”。

2019年，王建福带领合作社成员

将53户村民的600亩耕地集中起来统

一管理，通过整合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县气象局、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技

术权威单位提供的数据，形成了一套

科学的滴灌托管服务新技术、新模式。

这个“土地托管”是指合作社以每

公顷960元的成本价对农民集中连片

的耕地进行技术托管，这一模式依靠

现代农业技术达到了玉米每公顷增产

6000公斤的目标。合作社的技术托管

经营带来的增产效应和可观的经济收

益让托管面积迅速扩张，到2021年，托

管经营面积已达到1.65万亩，辐射周

边6个乡镇场。几年来，农民的收入有

了大幅度上升，但合作社的技术托管

费用一直没有变，合作社用固化的成

本让农民得到了最大限度收益。2021

年，合作社承接的托管面积已经达到

了1.68万亩，全村托管率达70%。如

今，王建福正与村民们一同努力，在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向阳村里的“土专家”
王东秀 赵玉花 本报记者 张磊

本报讯（刘鑫宇 记者尹雪）近日，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党委为确保汛期域

内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第一时间集结

党员骨干进入“备战”状态。结合嫩

江、月亮湖水位情况，制定针对性防御

措施，抢修人员24小时值班，全力以赴

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城市生命线。

该公司党委及所属各基层党组织

设立防汛值班先锋队，安排党员干部

带班，时刻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并做好

值班记录，将各级通知、灾情、汛情等

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做好舆情监测工

作。组织开展专项演练，严格落实55

处防汛重点部位“一档一案”措施，提

前研判天气变化，组建党员突击队针

对重要负荷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加强

巡视检查力度，重点对潮湿天气极易

发生的绝缘子污秽闪落情况、导线大

风舞动情况、大量降雨对设备影响等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对辖区内变电站

的电缆沟、排水管道等部位开展清淤

工作，确保防汛工作不留死角。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发现问题25

处并全部整改，补充吸水膨胀袋、沙袋

等抢险物资5000余件，组织防汛演练

10余次，开展电力防汛宣传11次，发放

宣传品3000余份。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

筑牢防汛“安全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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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14.4万公顷，是典型的湿地类型保护

区，位于白城市镇赉县，嫩江与洮儿河

交汇处。它是科尔沁草原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也是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和

鸟儿迷恋的天堂，生态旅游资源极具

开发潜力。

这里地貌景观瑰丽，别具一格。

莫莫格保护区地质上属松辽沉降带的

北段，呈现出嫩江及其支流冲积、洪积

低平原地貌。大小泡沼星罗棋布，正

是这浩瀚水域、繁茂芦苇沼泽构成了

江河水域湿地、苔草小叶樟湿地、芦苇

沼泽湿地、碱蓬草甸湿地四种类型。

每当春秋之季，嫩江汇集上游的山水

溪流，带着百川聚汇奔流而下，泛洪期

形成十余公里宽，洪水退去，留下数十

万公顷的漫滩、水湾、湖泊、泡沼，一望

无际。

生物景观独特，物种资源繁多。

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构成，使莫莫

格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区内国

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大鸨、东方白鹳、黑鹳、丹顶鹤、白鹤

等22种，其中，大鸨属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二级保护的有

大天鹅、灰鹤、蓑羽鹤等49种。全世界有鹤类15种，莫莫

格就有7种。该区还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白鹤、东方白鹳

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春秋两季，在莫莫格湿地停歇的

白鹤数量多达4000余只，全年停歇期约100天，最多时这

里的白鹤约占世界白鹳种群数量的90%以上，使莫莫格湿

地成为世界最大白鹤停歇地。这里也是东方白鹳的秋季

集群地，每当秋季来临，景象之壮美，堪称世界之最。每年

夏天，有大鸨、丹顶鹤等116种候鸟在此繁殖，这些都为观

赏和科研提供了有利条件。区内有植物600余种，其中经

济药用植物达361种，羊草碱篙平如绿毯，苔草小叶樟错

落有致，碱蓬红美如锦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草原景色，加上密集的鸟类大群同时腾空的壮观场

面，自成一格，美不胜收。

摄
影
：
潘
晟
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