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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十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魏强）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高举生态文明旗帜，大力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坚决向污染宣战，全面打

响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和草原湿地“五

大保卫战”。到“十三五”末，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

水平。进入“十四五”，我省忠实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加快建设生态强省为引

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率先出台《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吉林蔚蓝的天空、

清澈的河水、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林草。

2021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再创新高，

较“十三五”初期，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从82%

提升至94%，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从

39微克/立方米下降至26.5微克/立方米；

优良水体比例从68.8%提高到78%，劣Ⅴ类

水体比例从20.8%降至2.8%；全省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稳定，森林覆盖率保持在45%左

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2.1%，湿地保

护率达到47%。

“吉林蓝”持续在线。坚持精准治理、量

化管控，紧盯中部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和冬

春、秋冬等重点时段，强化污染物协同治理

和区域联防联控，全力推进空气质量巩固提

升。全面实行“全域禁烧”，健全五级网格化

监管体系，全覆盖划定禁烧网格97万个，

2021年秋季至2022年春季，秸秆露天焚烧

火点数量同比下降77%。持续加强燃煤污

染治理，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

全部淘汰，全省清洁取暖率达到81.3%。深

入推进工业污染治理，治理完成“散乱污”企

业 2965 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企业

1482家，完成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5个。不断强化扬尘和移动源污染治理，

加强建筑施工标准化管理，城市道路机械化

清扫面积达到1.77亿平方米，淘汰柴油货

车4.75万辆。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建立

东北三省联防联控机制，实施重污染天气重

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实行水泥行业错峰生

产和供热锅炉错峰启炉，降低秋冬季大气污

染负荷。今年1至8月份，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为92.1%，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PM2.5

月均浓度为2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微

克/立方米。特别是7月和8月份，地级及以

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100%，“吉林蓝”

成为生活常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

步增强。

松辽碧水擦亮生态招牌。我省统筹推

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

水共治”，以辽河、饮马河、查干湖“两河一

湖”为重点，实行“一河一策”“一断面一策”

治理。“十三五”辽河流域130个重点项目全

部完工，“十四五”60个“治辽”项目开工40

个、完工13个，辽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75%，实现稳定消除劣Ⅴ类。饮马河流域

210个重点项目全部建成，水环境质量大幅

改善。推动查干湖水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查

干湖周边还林还草还湿6.8万亩，水域生态

环境稳步改善，实现了“年年有鲜鱼、年年有

富余”。聚焦万里绿水长廊建设，全力推进

河湖综合治理，新建和改善提升绿水长廊

820.3公里。在基本完成地级以上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县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

整治。县级及以上水源地202个环境问题

全部完成整治，386处乡镇、2270处农村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完成划定。今年1

至8月份优良水体比例为78.9%，同比上升

3.2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2.8%，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

“黑土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我省站

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精心保护

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开展“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总结推广“梨树模式”，全

省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83万亩。深入

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全面

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开展土壤

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99.9%。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地块污染

状况调查，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开展重

点监管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强化风险管

控和修复。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多措并举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1年以来打造“美丽庭院、干净人家”20

万户，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加大畜禽污

染防治力度，完善畜禽粪污“收储运用”体

系，全域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利

用率达到94.93%。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长春、吉林被确定为国家“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

生态安全得到有效巩固。我省坚持以

系统思维考量、以整体观念推进生态治理，

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

复，着力构建“两屏两廊”生态安全格局。深

入开展侵占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

治活动，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全面推

动自然保护区内各类问题排查整改，自然保

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率达98.99%。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省共有野生动物

4900余种、野生植物4000余种。全省生态

环境状况指数连续18年达到良好水平。

擦亮生态底色——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点没有，早

上吃饭了吗？”这是每天早晨查房时，

松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张亚

范对病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几十年

来，她每天都要一遍一遍地挨个床位

耐心地询问患者病情，仔细观察患者

术后伤口愈合情况；每一天都要安抚

患者，要让患者感受到亲人般的关心

和温暖。

1996年，张亚范在白城卫校护理

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松原市中心医院

工作至今。26年来，外表看似柔弱，

内心格外坚强的她，从一名普通护士，

成长为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国际伤

口师专科护士、主任护师。在工作岗

位上，她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以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并先后荣获吉

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五一劳动

奖章、“吉林好人·战疫先锋”、吉林省

优质服务标兵、吉林省优秀医务志愿

者等荣誉和称号。

几十年来，张亚范在探索专科护

理新领域，完成多项护理新技术，其中

《慢性肾源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动脉弹

性功能的研究》课题荣获吉林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糖尿病患者保健

鞋》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患者是脆弱的，更是敏感的，需

要耐心细致地与其接触和交流。”张亚

范说，面对患者要随时留意掌握他们

的心理状态，鼓励、安抚他们，给他们

以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一位女孩

烫伤后，因自身免疫力低下伤口迟迟

不愈合，精神几度崩溃。张亚范每天

一边细心地为她清创，一边耐心地与

她交流，安抚她受创的内心，给她讲解

如何护理伤口。一个月后，女孩出院，

抱着她流下感激的泪水。

“默默地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

这是张亚范经常说的话。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张亚范

义无反顾地向医院党组织递交请战书，率队出征武汉。她所负责的

武汉同济医院重症病房有50张床位50个病人，除16个危重患者

外，其他都是重症。每天，她巡查完病人，交完班，又开始给病友发

放盒餐、打水、测体温、指脉氧、心电监护等，总是忙得脚不沾地。

在武汉期间，张亚范身为松原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和临

时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是吉林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的核心

成员。在她的带动下，医疗队广大党员个个身先士卒，圆满完成为

期56天的援鄂任务。

作为松原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培训部部长、松原市蓝天救援队

医疗组成员，张亚范热衷于公益事业，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

志愿公益活动，和队友们一起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经常组织开展

心肺复苏、创伤救护、传染疾病防治等各项培训，让市民了解止血、

包扎、心肺复苏等操作的基本原理，掌握急救技能、科学防护，进而

提高大家关爱生命的健康意识、预防意识、救护意识。

“作为基层医护工作者，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深感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张亚范说，“面对这份责任，我要用实际行动把医

务岗位当作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阵地，把服务患者当作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最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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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尽，节气

寒露来。此为二十四节

气之第十七个节气，于

每年阳历10月8日至9

日，视太阳到达黄经195°时为寒露。

史书记载“斗指寒甲为寒露，斯时露寒而冷，将欲凝结，故名寒

露。”

秋风带雨寒露重，菊有黄华鸿雁飞。此时候鸟南迁，鸿雁压阵。

今年寒露前，又逢重九，吉林大地，悄然换装，五花山色，万里

霜天，好一派北国风光。此时正是携亲朋家眷，登高赏景之时。今

年的国庆长假，吉林的“观枫赏桦”，通化的“绿水长廊”，延边的“民

俗旅游”等等，都在这个乍冷的时节绽放出超乎寻常的热度。

作为我国很多地区气温变化的转折点，从寒露到霜降的15

天，常常是“铁打的降温戏，流水的冷空气”。

我国古代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

蛤，三候菊有黄华。

关于寒露的养生，我省著名民俗学家施立学建议，应在平衡饮

食五味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适当多食甘淡滋润的食品，

既可补脾胃，又能养肺润肠，可防治咽干口燥等症。此时，应多食

用糯米、粳米、蜂蜜、乳制品等柔润食物，同时增加鸡、鸭、牛肉、猪

肝、鱼、虾、大枣、山药、核桃、银耳、萝卜、番茄、莲藕、牛奶、百合、沙

参等有滋阴润燥、益胃生津作用的食品等以增强体质；少食辛辣之

品，如辣椒、生姜、葱、蒜、香燥、熏烤类，因过食辛辣宜伤人体阴

精。水果应有雪梨、香蕉、哈密瓜、苹果、提子等；蔬菜应有胡萝卜、

冬瓜、藕等及豆类、菌类、海带、紫菜等。

寒露惊秋晚 朝看菊渐黄
左 道

国庆节假期，长春市
各街道、商场挂起五星红
旗，节日氛围感拉满。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后，长春市南关区桃

源街道招募志愿者进行核酸检测，长春市翰

林起点教育培训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于宗泽立即报名，成为桃源街道文庙社区的

一名志愿者。

在做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时，于宗泽总

是细心观察进入检测点的居民是否走错了

道、站错了位置，并利用平时工作的经验为

辖区居民耐心做好引导服务。在当时冰天

雪地的环境中，于宗泽从下午一点半站到晚

上八点半。他的护目镜和面屏上都凝结了

重重的雾气，根本看不清人，想要和居民交

流只能吃力地从面屏下面的“缝隙”仔细

看。当晚上回到社区休息的时候，于宗泽浑

身都湿透了，毛衣上挂满了冰碴，但是他还

不忘一次次给社区的志愿者打气加油。

在核酸检测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于宗

泽便下定决心在社区长时间坚守。他买来

了洗漱用品，吃穿住全部在社区解决。为了

不给社区添麻烦，他就自己在办公室铺上草

垫，盖上棉大衣。因为到入户送试剂盒的阶

段已经是春暖花开，于宗泽连续几十天都没

有回家，身边没有春季衣服，一直穿着厚厚

的毛衣，每次送完试剂盒，后背的汗都像“发

河”一样流淌出来。就这样，于宗泽不惧困

难冲锋在前，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在抗疫过程中，于宗泽经常这样说：“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

一定要冲锋在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

身抗疫一线，为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惧困难坚守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张和力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项目建设的

黄金时节。

“十一”国庆节期间，吉林通化国际

内陆港务区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

设者们抢时间、赶进度，把国庆假期“黄

金周”变成项目建设“攻坚周”，全力推进

各项建设任务，用奋斗的汗水诠释节日

的意义。

10月 6日早上7时，位于港务区的吉

林省东南部农林产品冷链仓储交易物流中

心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技术员潘晓伟

早早就来到工地，戴好头盔、拿上工具，迅

速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早上不到6点我就来了。国庆

假期能和工友们一起奋战在一线，我觉得

挺光荣的。尤其是看着项目建设每天都有

新进展，心里就觉得高兴有干劲。”潘晓伟

话语朴实。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检测中心模板

铺设、钢筋绑扎等工作正有序进行。为保

障施工安全，潘晓伟对梁搭接处钢筋进行

反复测量，确保搭接数值与规范一致。

“干活的时候必须认真、仔细，项目

建设正一路高歌前进，安全生产更不能

掉以轻心。”践行安全生产理念，潘晓伟

十分严谨。

放眼望去，项目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

人们在巨大的钢筋铁架上来回穿梭，飞溅

的焊花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对我们来说，项目在哪里，哪里就是

家。能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搞建设，这

个假期意义非凡。”项目技术主管赵志鹏向

记者说出心声，并将对家人的思念化为工

作动力，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

据了解，吉林省东南部农林产品冷链

仓储交易物流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3.6

亿元，是东北亚国际农林产品交易中心项

目一期工程。东北亚国际农林产品交易中

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年交易量300万吨、

交易金额超过600亿元规模的大宗农林商

品贸易流通中心。

“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我

们100多名建设者定全力以赴，冲刺全年

建设目标。”中铁十四局农林冷链项目负责

人闫立刚坚定地说。

“ 黄 金 周 ”变“ 攻 坚 周 ”
——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重点项目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日前，蛟河市乡镇街新版全流程审

批系统正式上线，标志着蛟河市形成了“一网通办”“全城通办”的

“政务服务圈”。

本次新版审批系统上线后，将蛟河市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的接件

环节在当地各乡镇街便民服务中心铺开，一次性延伸300多项政务

服务事项。蛟河市在17个乡镇街道统一建立“综合办理窗口”，统

一培训窗口服务人员，统一制作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实

行“乡镇统一受理、市级分类审批、乡镇窗口出件”的办件模式。

新系统执行“17+N+2”工作体系，即17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开

设无差别综合窗口，全面运行政务服务全流程审批系统；N个市级

政务服务部门与各乡镇综合窗口后台联动，随时审批政务服务事

项；采用免费邮寄和乡镇统一窗口出件两种渠道获取办理结果，方

便办事群众取件。

蛟河开通“全城通办政务服务圈”
（上接第一版）吉林省华生交电集团有限公

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家用电器类商品

销售同比分别实现大幅度增长；季节转换时

节服装类商品走俏。

业态升级 活力释放

新业态加速升级，新活力加速释放。国

庆长假期间，我省市场的消费潜力进一步转

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节日期间，省内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活

跃，直播带货、云播间等线上销售模式优势

尽显，电商直播场次、商品销售数量明显增

加；“夜经济”兴盛繁荣，长春欧亚商都、长春

百货大楼、延吉百货大楼等各大商场均延长

了营业时间，长春这有山、长春欧亚汇集、吉

林市东门大吉等各大夜市客流明显提升。

旅游餐饮日渐兴旺。旅游情况好转带

动旅游餐饮回暖，有些景区周边餐饮企业经

营已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梅河口宾馆节日

期间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此外，网上订

餐成为节日消费热点。美团在“9·8消费

节”期间，在线上推出了“餐饮专项消费券”

“夜宵消费券”等促销活动，极大地带动了线

上消费，外卖企业线上订餐量大量增加，部

分外卖企业订单量较平时翻了数倍。

物丰价稳 供应充足

为充分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全省各

地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不同程度地增

加了主副食品的市场供应，全省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庆节期间，

全省商务部门高效统筹市场供应、消费促进

和疫情防控。节前，省商务厅专门印发了《关

于加强防疫保供稳价保障国庆期间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等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商

务主管部门组织企业加强产销衔接，加大备

货力度，确保生活必需品不脱销、不断档。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我省节日餐饮

市场复苏态势明显，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许多人选择在假日与亲朋团圆聚餐，省

内宾馆、酒店客人较平日明显增加，婚宴预订

走高。秋高气爽时节，更多新人选择在假日期

间喜结连理，省宾馆、喜事会等各大宾馆、酒店

几个月前婚宴就已预订额满。面对市场风口，

餐饮企业趁势做好疫情防控，提高菜品质量，

拓展营销渠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服

务，聚拢客源，提升人气，营业收入持续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