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覆盖率提升到45.2%，林草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显著，鹤舞鸟鸣，虎啸豹跃……放眼吉

林大地，处处彰显着绿色发展的理念。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林草湿生态连通、十

年绿美吉林行动、资源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着

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生态环境

日益向好，绿色发展底蕴愈加深厚。

开展大规模生态修复行动。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

见》精神，积极组织开展第三个绿美吉林行动，

今年完成造林绿化221万亩，公路铁路河流绿化

2109公里，村屯绿化美化1386个。

全面推行林长制。建立完成了省市县乡村

五级林长组织体系，全省设立五级林长16521

名、省市县乡级林长办1115个。共划分管护网

格26815个、落实网格长22645名、巡护员32318

名、配置一林一警5049名。截至8月底，市县两

级总林长签发总林长令90份、巡林调研678次，

有效解决影响林草建设发展的问题66个，为全

面建设生态强省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不断加大物种保护力度。组织开展野外巡

护值守、清山清套清网和候鸟护飞行动，东北虎

豹等野生动物栖息生境得到持续改善，东北虎

豹数量从2017年的27只、42只分别增长到现在

的50只、60只。积极推进市、县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站建设，累计救护野生动物65种、800余只

（头）。

林草生物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全省实现连

续41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实

施调查监测面积1383.43万公顷，平均调查监测

覆盖率为99.78%。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总面积为

30.99万公顷，较去年同期下降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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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是

生态之基，河湖是大地“血脉”。近年

来，我省以“十六字”治水思路为指

引，着力从河湖治理、水系连通、节水

固土等方面发力，做活“水文章”，努

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格局，为建设美丽中国打造吉林样

板。

聚焦万里绿水长廊建设。我省

在先行开展省级试点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总结经验，强化指导支持和奖

惩激励，推动全省各地全面谋划推进

绿水长廊建设。去年以来，共完成投

资38.06亿元，全省新建和改善提升

绿水长廊820.3公里。对东辽河、伊

通河、饮马河等重点流域开展枯水期

生态补水，去年以来累计补水7.34亿

立方米，有效维护了河流健康生命。

聚焦吉林水网建设。谋划构建

了“两纵四横”吉林水网，作为优化全

省水资源配置格局，提升我省水生态

系统质量、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的基

础性工程。加快推进西部河湖连通

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26.8亿元，实

现连通203个湖泡，推动西部地区湖

泡湿地面积恢复至4891平方公里，生

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河湖互济、纵

横交错、丰枯调蓄、全域统筹的大水

网正在吉林大地徐徐铺开。

聚焦节水固土工程建设。我省

把节水作为降低水资源开发利用强

度和减少污水排放的治本之策，严格

管控用水，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使去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

110.2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控制

在78.8立方米、同比下降9.89%，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25立方米、

同比下降12.22%，水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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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最近连续上演

的“蓝色大片”刷爆了不少长春市民的朋

友圈。大家对大美吉林感到惊艳的同

时，一组数据也同样亮眼：

今年1—8月，全省空气环境质量同

比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2.1％，

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PM2.5月均浓度

2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微克。特别

是7月和8月，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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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喜人的背后是我省坚持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更

实举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生动

实践。

刷新蓝天“颜值”。全面实行“全域

禁烧”，大力推广秸秆“五化利用+无害化

处置”全量化处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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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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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亮碧水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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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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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肥沃黑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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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受污

染耕地安全管控，严格落实优化施肥、品

种调整、秸秆还田、退耕还林还草、耕地

利用变更等管控措施，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到99.9%。

奋斗未有穷期，吉林生态强省建设

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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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显著跃升——

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让生态强省建设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本报记者 王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吉林必须肩负起

的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
优良的生态是吉林的突出优势和发展底色。守好绿水青山

黑土地、护好蓝天白云好空气，我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生态强省建设，不断擦亮绿色生态底色，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显著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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