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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泽文）近年来，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聚焦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精准发

力，持续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以产业振兴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针

对辖区内坡地多、小地块多，不适合大规模种植粮食

作物的实际情况，该县瞄准市场需求，科学调整产业

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投入

助农资金7000余万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

“一村一品”“一镇多品”的原则，实施肉牛蜜蜂养殖、

浆果坚果种植等特色产业项目45个。打破农村区

划建制界限，推动临近镇村抱团发展，建设沿鸭绿江

农业产业经济带和人参、食药用菌、蔬菜瓜果等12

个产业园，拉大发展框架、增强发展后劲。加快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二品一

标”认证，打造绿色有机示范村32个、特色绿色标准

化种植基地8个，推广使用“长白”农产品公共品牌，

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做大农业品牌，促进农业增值、

农民增收。

以人才振兴为着力点，厚植人才发展沃土。他

们将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围绕破解农业

经营人才、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探索建立引才育才长

效机制，厚植人才发展沃土。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创

新实施“长白山生力军”工程，抛开身份、地域、性别

等条件限制广发“求贤令”，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为全县77个村公开招聘“乡村振兴专员”，积极

引导和鼓励高校优秀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乡贤能

人、退伍军人等群体通过考录进入农村基层队伍，增

加乡村振兴一线队伍力量。以农民就业创业需求为

导向，建立并实行“订单+菜单”培训机制，培育家政、

餐饮、编织等技能人才。

以文化振兴为突破点，树立乡村文明新风。该

县创新实施“乡村记忆”“文明创建”“文化提升”三大

工程，注重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

立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利用机制，

深入挖掘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在干沟子村、果

园村建设了“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激活了乡村文

化“沉睡资源”。创新开展“七星级文明户”评选活

动，评选出一批在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诚实守信、见

义勇为等方面有示范带头作用的星级文明户，引导

农民自觉适应新时代、树立文明新风尚。

以生态振兴为立足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全省唯一的绿色低碳建设试点县，他们科学评价

产业绿色发展情况，构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支持

机制，整合资金8000万元，重点发展绿色低碳项目，已建成特色种植养殖、光

伏发电等项目36个。果园村和望天鹅新村分别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实施“整村品质提升”工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百日攻坚战，探索形成“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一体化垃圾处理

模式，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以组织振兴为落脚点，不断夯实基层基础。该县积极创建“五星级”乡村

党组织，打造村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党员志愿者“五级共

治”管理模式，打通村党组织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创新实施“BTX助力强

基兴边工程”,以“规范型、先进型、标杆型”三类评价标准对所有村党支部开展

分类定级，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探索农村集体经济

壮大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互促模式，鼓励有条件的村党组织领办创办

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民宿旅游等产业项目，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总数达231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万元以下村全部清零。

长
白
朝
鲜
族
自
治
县—

—

精
准
发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一路高奏凯歌一路高奏凯歌
——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项目建设侧记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项目建设侧记

杨景霜 李勇 叶剑波 本报记者 王春宝

初冬时节，捷报频传。湾沟北站站场破土

动工，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建设项目全线启

动；碧水奔流，声震峡谷。湾沟特大桥、跨201

国道大桥、汤河1#2#3#大桥等桥墩巍然挺立，经

受住了滔滔洪水的严峻考验；施工现场，机声隆

隆。掌子面上工人们手持凿岩机紧张作业，不

断改写掘进日进尺的最新纪录……一条条隧

道、一座座桥梁、一段段路基，穿越大山、跨过江

河、横跨村屯，讲述着沈白高铁项目建设的动人

故事，展现着中铁二十三局全体建设者的时代

风采。

跑步进场跑步进场，，勇于承担重任勇于承担重任

群山起伏、飞红滴翠的枫叶岭，是浑江与

汤河的分水岭，也是沈白高铁项目的方向标。

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吉林段TJ—6标，计划经

过54个月的日夜施工，确保完成全长30.19公

里工程建设，为沈白高铁全线贯通作出重要贡

献。

时间紧迫，以最快速度跑步进场；任务艰

巨，用顽强作风攻坚克难。长白山区的春天姗

姗来迟，通向项目建设现场的道路泥泞难行。

项目经理田延巍用忙碌的身影和坚实的脚步，

带头践行“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信誉优良”的奋

斗目标，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冒着阵阵寒风，蹚

过滚滚冰河，翻越道道山岭，开展实地踏查，进

行现场测量，合理划分区段，高效配置资源，把

握重点难点，优化运输路线，为标段项目按时投

入施工做好前期准备。

艰苦的生活条件影响不了技术培训的热

情，远离城市的寂寞妨碍不了攀登科技高峰的

士气。长白山区冬季寒冷漫长，隧道保温、确保

混凝土质量专业培训别开生面。林区森防工作

任务艰巨，野外作业安全防火技术培训引人入

胜。山区道路崎岖、路况复杂，驾驶员技能专题

培训印象深刻。设立党员示范岗、结成师徒对

子、开展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坚持党建引领，锻

造坚强堡垒，打造一流队伍。一场场有针对性

的培训迅速展开，一项项有操作性的措施相继

出台，驻地现场成为员工技能培训的大课堂、思

想发动的大熔炉。

一支精干队伍在长青岭完成集结，一场紧

张会战进入读秒阶段。2021年8月29日，由中

铁二十三局集团承担建设的沈白高铁第二长隧

道长青隧道正式开工建设，揭开了吉林段TJ—6

标全线施工的序幕。

科学施工科学施工，，勇于破解难题勇于破解难题

沈白高铁吉林段TJ—6标段隧道多、标准

高、工期紧，需要建设5座隧道、8座桥梁、3座涵

洞、1座地道及湾沟北站相关配套工程，隧道占

比高达82.3%。面对作业环境艰苦、交通条件滞

后等严峻挑战，中铁二十三局这支具有铁道兵

红色基因的英雄队伍，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严格

执行建设标准，勇于攻克技术难题，精心打造优

质工程。

“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

2000多名建设者、300多台施工设备，在直线距

离长达30多公里的战线上，顶风雪、战严寒，攻

关键、站排头，项目建设全面启动、高潮迭起。

长青隧道出口掘进现场，施工人员正在9

米多高的台车上安装钢拱架，钢筋网格焊接场

地弧光闪闪，到处呈现一幅幅抢进度、保工期

的生动场景;各个隧道入口搭建起阻燃暖棚，

加挂多层岩棉阻燃保温帘，配备焦炭炉、气暖

炉、热风炮等保温保暖设备，确保掌子面温度

达到零上10度以上；湾沟大桥施工现场，两台

橘红色旋挖机格外引人注目，10多米高的钻杆

隆隆作响，在极端天气下当天仍然超额完成了

施工任务。

在潮湿阴暗的掌子面与值班领导、技术工

人交谈，从中铁二十三局的光荣传统延伸到撇

家舍业的倾情奉献。一分部主管隧道施工的副

经理程正法接受采访时说，隧道作业确实很艰

苦，只有细心+耐心+用心才能把活干好。长青

隧道长11.3公里，拱顶岩石破碎比较严重，稍

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塌方事故。建设者坚持按设

计标准施工，采用短进尺、勤支护等先进工艺确

保安全施工。东山隧道涌水量大，掘进施工遇

到很大困难。建设者采用钻爆法施工技术，坚

持引水排水防水相结合，使隧道施工跨过“水帘

洞”，穿过“花果山”，奔向“仙人桥”。

攻坚克难攻坚克难，，勇于战胜挑战勇于战胜挑战

长短不等的隧道、大小不一的桥梁，为高铁

工程建设增添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广大建设者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始

终保持项目建设企稳向好的强劲势头。

由于受到架梁通道的制约，在建的8座桥

梁全部需要现场浇筑。80多个桥墩形态规格各

异、技术要求复杂，材料周转、质量保证、成本控

制等环节面临极大压力。高铁建设者发扬“铁

人”精神，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将每一处建设工

地都变成技术革新的战场，不断创造经得起时

间检验的骄人业绩。

汤河3号大桥，跨越浑白线铁路、抚松新能

源水电站，施工难度大、质量标准高、工期要求

紧。为了尽最大努力缩短施工时间，尽最大可

能降低工程成本，建设者认真研究制定施工方

案，高效配置设备、人力、材料等资源，与汛期抢

进度、向质量要效益，确保5个桥墩提前完工，

创造了河道施工质量好、效率高的“铁建速度”。

汤河1号大桥连接东山隧道出口和黑影

岗隧道进口，跨越浑白铁路，火车流量密集，

施工风险很大。为确保安全施工，现场采用

一人一机全程监控，派专人 24 小时日夜值

守。9月 18日，白山地区突降大雨，汤河水位

直线上升，咆哮的洪水涌入1号基坑，在建项

目随时都有被洪水冲毁的危险。危急关头，

工地负责人立即调动挖掘机、铲车和 6 台水

泵，疏通河道，加高水坝，紧急排水，经过8个

多小时的顽强奋战，终于驯服了洪水，确保河

道基坑安然无恙。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高铁建设者们将以

崭新的姿态启动又一个冬季项目施工的进行

时。为发展挂上“前加力”，广大高铁建设者勇

毅前行、再展雄风。

本报讯（姚坤 记者金泽文）白山市

紧密结合“基层建设年”，以建体系、抓规

范、强支撑为着力点，全面落实“五级包

保”工作措施，着力提升党建引领“平战

结合”基层治理效能。

建体系，倒逼包保责任“全域落实”。

市级领导包县（市、区）、县级领导包街道

（乡镇）、科级干部包社区（村）、其他干部

包网格（小区），构建一贯到底、包楼到户、

全面覆盖的包保责任体系。聚焦社区管

控、核酸检测重点难点任务，细化各类台

账，做到定岗到人、定责到事。紧盯全市

361个重点区域、4184名特殊群体人员，

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提级包保、“一对一”包

保，实现包保工作精准化、扁平化。

抓规范，推动包保任务“平战结

合”。着力发挥党支部BTX建设载体功

能、堡垒作用，组织2.7万余名党员干部

常态化深入基层，平时抓党建抓治理抓

服务，战时抓应急抓防疫抓保供，推动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双赢。立足

平战兼顾、即时转换，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与指挥体系、帮扶力量与应急力量、日常

考评与战时考评、预防体系与救治体系、

常态管理与战时管控、场所设施与防控

阵地6个“一键切换”工作机制，确保“五

级包保”工作“平时有为、战时有力”。

强支撑，保障包保工作“常态长

效”。坚持把“五级包保”与城市基层党

建“书记一号工程”“双报到”活动、“双三

长”制等工作一体谋划、联动推进，最大

限度减轻党员干部和基层工作负担。明

确“战时”各地各部门不少于90%的机关

干部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强化“五

级包保”督促指导，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

绩重担当工作导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问题发生。年初以来，仅市县两

级领导结合“五级包保”工作，累计开展

专项调研2100余次，帮助基层解决难点

问题3200余件。

建体系 抓规范 强支撑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本报讯（郑红云 记者金泽文）近年

来，白山市紧扣交通强市发展总体思路，

探索出新时期“四好农村路”在转型振兴

绿色发展中的新实践，实现由“走得了”

向“走得好”转变，跑出了建设“四好农村

路”的加速度。

畅通“毛细血管”，公路建设展现新

作为。该市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农村公路网络布局，推动农村公

路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十三

五”以来，全市完成农村公路改造项目

1364公里，“畅返不畅”整治工程928.2

公里。截至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

为6774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里程5242.3

公里，全市自然屯通硬化路率达92%以

上。依托干线“主动脉”畅通农村公路

“毛细血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特

色种植养殖业、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乡

村旅游等富民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持

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繁荣。

落实主体责任，公路管理迈出新步

伐。在建设“四好农村路”过程中，市、县

两级加强政府引导，确保部署落实到

位。对照任务列表，将农村公路建设列

为市政府重点工作，列入目标责任清单

及民生实事任务中，明确责任领导、部门

及完成时限，定期调度，动态掌握项目进

展情况，及时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确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积极开展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临江市、

靖宇县、江源区成为“四好农村路”省级

示范县，临江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

示范县。

“比颜值”“拼品质”，公路面貌彰显

新活力。该市将“生态+”融入“四好农村

路”建设全过程，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强

市、特色兴市，把“四好农村路”作为践行

“两山”理念的重要窗口。一方面，做好

扮美“颜值”文章，结合所处地域特点，着

力突出生态品质与乡村整体发展和谐、

统一，确保全市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条美

丽农村路。另一方面，突出提升“气质”

内涵，把红色旅游、产业文化嵌入到美丽

农村路建设当中，将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工程与国土空间、产业发展、镇村布局规

划等有效衔接融合，从而实现了农村公

路从“比颜值”到“拼品质”的蜕变。

全要素全周期，公路工程助力新振

兴。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

系，该市同步推行重点农村公路信用评

价体系，推动农村公路发展从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建立科学规范制

度文件，完善技术标准、智慧监管平台信

息技术，提升农村交通设施全要素、全周

期数字化管理水平。守住安全线，严格

落实农村交通安全设施与道路建设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制度，扎实开展安全“消危”行动，推进村

道安全生命防护等工程，大力推行“七公

开”制度，建设阳光工程、廉洁工程助力

乡村振兴。

从从““走得了走得了””到到““走得好走得好””

全力建设全力建设““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

抢抓工期抢抓工期。。陈扬陈扬 摄摄

桥隧相连工程。陈扬 摄

建设者加紧施工。陈扬 摄

“四好农村路”。姜华峰 摄 “四好农村路”带动乡村旅游。何东洋 摄

““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邵明辉邵明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