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的赶考路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道必答题。四平市凭借

不懈努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在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评估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工作考核中，均连续两年获评“优秀”等次；在全省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制考评中，连续三年被评为“一等奖”。生态“含金量”持续提升，发展“含绿量”不断

扩增。

提供更加坚实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的制度保障————

完善政策举措 细化责任清单

政策是工作先导，制度是治理之基。四平市成立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生态安

全工作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严格落实市级领导包保责任制。今年以来，共召

开领导小组会3次，召开生态环保议题的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专题调度会26

次，市级领导现场调研62次，对生态环保工作作出批示32次。大力度高位统筹推

进，形成了狠抓生态环保的示范效应。

制定《加快生态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编制印发环保“十四五”规划，明确重点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构建完备的责任体

系。目前，全市已出台生态环保方面配套政策、制度、方案17个，统筹有关部门联合

开展了秸秆全域禁烧、燃煤供热企业巡查、清河行动、生态破坏排查等各类专项行

动，形成了党政齐抓、统筹协调、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

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相继出台《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条例》《河道管理条例》《黑土地保护条例》等规章；积极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完成了四平山门国家级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确权调查；持续深入推进环境资源保

护专项检察监督行动，常态化开展检察长巡田、巡林、巡河“三巡”工作，今年已办理

生态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81件；推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针对辖区范围内

国家和省级公益林，以及停止商业性采伐的天然林，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工作；与跨省

接壤的辽宁铁岭和通辽，省内相邻的长春、辽源等市签订相关协议，在辖区内5个县

（区）之间建立流域治理合作协议，确保辽河流域沿线和各级行政区域之间有序衔

接、良性运转。

完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省资源环境价格政策，健全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

制，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推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鼓励绿色产业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

积极谋划项目，加大资金投入；开展示范创建活动，推进双辽市创建省级示范县。

构建责任体系。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并纳入市管领导

干部年度考核；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组织开展年度生态环境保

护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推动生态强市职能任务落实到位。同时，积极推进执法标

准化建设，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创建工作，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

行刑衔接机制，推进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及黑土地保护检察工作，积极推进生态环

保领域行政执法与司法实现无缝对接、双向衔接，审慎审理生态环保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让公益诉讼判决落在实处；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制度（试

行）》等，持续保持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高压态势。今年以来，全市共侦

办盗伐林木、非法捕捞、非法狩猎、非法占地、非法采矿等案件72起，采取强制措施

88人。

构建更高水构建更高水平的环保体系平的环保体系————

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春日林木初绿，夏时湖光潋滟，秋天瓜果飘香，冬季苍山覆雪。四时变幻，景色

万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在四平的山水间奏响。市委、市政府扛起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大责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扎实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

题，让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洁净。

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市上下大力推进秸秆全域禁烧，共明确5级网格长7552

名，成立5个市级督导组持续开展巡查，建立“赛马机制”，每天对秸秆离田工作进行

排名通报。今年春季，四平市秸秆离田率在全省排名第一，省定火点数同比减少

94.3%。入秋以来，全市未出现火点。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在全省率先完成24套

“黑烟抓拍”系统建设。编制市级温室气体清单，配合省里完成第一个碳排放履约周

期核查、履约工作。每月分析研判空气质量情况，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今年截至

目前，全市未出现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稳定保持国家二级标准，达到有监测记录以

来的最好水平。

打好碧水保卫战。首创小流域精准监测机制，对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的

106条河流开展周监测、周通报，对超标河流进行溯源管控，实现关口前移、精准施

策；组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调整工

作，目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全面落实河长制，聚焦化冰期和汛

期，持续开展清河执法行动，不断加强水质管控。几年来，各级河长累计巡河10万

余次，河长制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加快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建设，被确

定为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编制全国10个试点城市之一。科学谋划5大类50个项

目，总投资39.9亿元，目前18个项目已开工，其中5个项目已完工。将条子河绿水

长廊工程作为全市“民生一号”工程，全力打造“十大绿地空间、百里生态林廊、千亩

果林花海、万顷碧水清河”。建设四平西湖、梨树南河、双辽七星湖、伊通伊溪等12

个湿地和公园，城市环境和品质大幅提升，实现了“治好一条河、秀美一座城、幸福一

方人”的多重效果。

此外，辽河流域治理成效显著。全域水体稳定在Ⅳ类以上，地表水优良比例达

到80%，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稳定达到国家考核要求，成为北方缺水型城市生态治理典

范。四平市辽河治理经验被收录为国家环保督察整改正面典型，全省辽河流域治理

工作现场会在四平召开。

打好净土保卫战。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完成8个拟变更为“一住两公”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并纳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加强源头管

控，动态更新2022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集中开展受污染耕地周边涉重

金属企业排查；加快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大力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完成34个行政村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加强自然生态空间管控，持续开

展“绿盾”专项行动，全面实施矿山复绿生态修复工程，梨树“小天池”成为生态旅游

网红打卡地。目前，四平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打造更高质量的打造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式发展方式————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秀山村，被大山环绕，人们一直以种地为生。但最近这

几年，村民们有了新的“来钱道”，这与一个叫吴中波的人有关。

2011年，返乡创业的吴中波回到秀山村，想要“做点事变一变”。2013年，在政

策扶持下，吴中波投入500万元，成立了吉林省德盛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包荒

山，栽培防沙固土、涵养水源极好的浅层根系生态树——榛子树。几年下来，已拥有

吉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325亩，在全省种植榛子30万亩；创立的“秀绿山也”大

果榛子系列产品走俏市场，并获得了四平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平地生香”的使用

权。

看到种榛子有钱可赚，乡亲们都想跟着干。于是，吴中波与村民签订定向收购

合同，带动周边村民一起种植榛子，每年每户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

因绿而美，向绿而强，绿色经济已悄然成为四平发展的新增长极。

依托优越的山水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乡村旅游业正红红火火。很多村庄里

有专供游客餐饮、住宿的接待户，入住农家，晚上可以在村中广场举行篝火晚会，品

尝特色烤全羊，体验田园生活——观农家院、住农家屋、吃农家饭、赏农家景，还可以

购买当地的鸭田有机稻米、木耳、蘑菇、山野菜等。

绿色生态滋养出绿色健康的农特产品，四平市“中国优质玉米之都”的名片越发

响亮，“平地生香”和“中国北方农谷”等区域公用品牌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梨树县利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糁、玉米碴、黏玉米等产品，以其原汁原味

的口感、绿色安全的品质，积累下一大批回头客。理事长王长宏放下话：“我们家的

产品，是能吃出来的好，觉得不好吃的就退钱！”

利民合作社主要种植玉米、小麦、水稻及各种杂粮，合作社地处东辽河西岸，土

质肥沃、空气清新，引东辽河水灌溉，水质清纯。独特的地缘优势，赋予了产品优良

的品质。2019年12月，利民合作社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2020年7月，被省

农科院玉米所确定为“科技引领示范基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四平市这条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阔——

绿色产业体系持续壮大。积极推进“陆上风光三峡”项目建设，目前在建风电、

光伏项目6个，总装机容量24.7万千瓦，计划投资11.6亿元，年底前可全容量并网

发电；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打造以梨树县为核心的优质玉米生产示范基地、以伊通县

为核心的优质水稻生产示范基地、以双辽市为核心的优质杂粮杂豆生产示范基地；

深入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肉牛总饲养量达135.3万头，出栏量居全

省第一，既消化了秸秆，又发展了农村经济；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持续开展“散乱

污”企业排查整治，加快重点行业绿色化进程。

绿色流通体系不断健全。积极打造绿色物流产业，东北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建

设项目申报专项债券4.85亿元，今年申请的2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已经发行。9月25

日，四平市申报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成功获批；建设软件平台，促进工业产品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循环，目前农村物流网点已覆盖74个建制村，以英城客运站为试

点，推动客货邮同站发展；大力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推动城市客运交通实现电动

化；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项目建设，协调推进示范片

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绿色消费体系逐渐成形。对已建成的交通基础设施实施节能改造，四平东站综

合客运枢纽已投入使用，市区智能化公交站牌建设正积极推进；全力支持一汽红旗

换电模式推广应用，加速实施新能源汽车换电站项目建设，市区2座换电站分别于8

月、10月试运行；持续开展“走遍四平”环境整治行动，实现整治“全方位”、管理“无死

角”，加快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形成形成更加稳固的生态格局更加稳固的生态格局————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盛夏时节，在双辽市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千顷草原郁郁葱葱，野鸡遍地，鱼

虾成群。近年来，在湿地公园停歇以及长年栖息的鸟类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

公园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管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设立巡护员，加

大巡护保护力度，加强日常监管和科研监测，对湿地公园实行24小时动态管控，确

保巡护工作无盲区、无死角，在区域内形成了有效震慑，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基本杜

绝。

四平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坚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保护提升自然生态功能。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将整合优化

后的自然保护地成果，全部划入市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顺利完成伊通火山群和

山门中生代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勘界；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开

展清山清套专项行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健全重大森林草原有害生物监管

和联防联治机制，修订了四平市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建立良好的城乡环境。持续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全部完成全市771个

行政村和街道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今年预计完成3000

户改厕任务，已完成2014户；扎实推进美丽镇村建设，2021年创建宜居宜业美丽乡

村示范村80个，今年计划继续创建88个，全省千村示范创建现场会在梨树召开；推

进实施十年绿美四平行动计划，2022年计划造林绿化10万亩，已完成11万亩。

维护农业生态。深入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针对黑土地保

护立法，在全省率先建立“田长制”、率先打响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率先开展黑土地保

护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全市推广实施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570多万亩，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481.3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技术覆盖率达到100%；推进农田防

护林建设和更新改造，全市已建设农田防护林8000亩；强化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建

设防风固沙林4.7万亩。

保障水资源安全。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优化调配水资源，及时调度

掌握生态基流保障情况；抓好河湖水系连通，积极推进梨树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中小河流建设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

提升提升““含金量含金量””扩增扩增““含绿量含绿量””
——四平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记事四平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记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维利崔维利 杨率鑫杨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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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南北河沿岸的枫林美不胜收。李刚 航拍（资料图片）

治理后的伊通河。依萱 摄（资料图片）

近年来，在四平停歇以及长年栖息的鸟类数量逐渐增多。图

为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白鹤群。金广山 摄（资料图片）

四平西湖湿地的秀美风光。李坤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