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3年2月4日 星期六 编辑 王立新 刘洋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讯（吴林锡 记者陈沫）记者从全省

林草工作会议上获悉，过去5年，我省累计完

成生态修复 1069.7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44.3%提高到45.2%，森林蓄积量由10.27亿

立方米提高到10.86亿立方米，在全国排位

分别达到第10位、第6位。全省经济林及林

下经济总规模达到1725万亩，林草产业总产

值突破千亿元。

2022年，我省林草工作在国土绿化、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森

林草原防火、林长制改革、林草湿生态连通、

天然林保护修复、林草碳汇试点等多项工作

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生态工程建设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造

林绿化政策措施，全面推进“绿满山川”森林

植被恢复、“林廊环绕”防护林建设、“水草相

依”草原湿地保护修复、“城乡一体”绿化美化

等林草湿重大生态工程，全省共完成生态修

复366.7万亩，超出年度任务37.3%。

资源保护管理方面，创新开展生物多

样性和林草碳汇调查监测工作，森林资源

状况在全国评比获 100分，成为全国唯一

一个满分省份。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郭尔罗斯草原被国家文物局和国家

林草局确定为全国首批“红色草原”。长白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龙湾群国家森林公

园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中华

秋沙鸭总数比 2018 年繁殖种群增长了近

300只。

林草改革方面，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

之策，全面推行林长制。组织召开省级林

长会议，形成“五级联动”工作格局。密切

配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虎豹栖息环

境持续向好，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东北虎、

豹数量由试点前27只、42只增长到50只、

60只左右。国有林场林区改革持续深化，

全省林草部门形成密切配合的协调联动机

制。

林草防灾减灾方面，把防范风险作为安

全底线，创新性开展线上火灾应急处置演练，

成功实现全省连续42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2022年创造了“零火灾”历史佳绩。成功撤

销东辽县渭津镇和梅河口市小杨乡两个美国

白蛾疫点。

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把林草转型作为关

键举措，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加快

推进林下及林特产业集群发展，全省林下及

林特产业集群预计实现产值623.5亿元，同

比增长11.3%。扎实推进国有林场林区转

型，实施国有林场扶贫及巩固提升项目24

个，16个现代国有林场试点创建成效初显。

启动林草碳汇交易试点，林草碳汇项目开发

取得实质性突破。

服务保障方面，突出抓好服务社会大

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行政许可事项

提前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达到100%。

据悉，2023年我省要完成林草生态修复

200万亩、绿化美化村屯1000个，后备资源培

育85万亩，林草总产值力争达到1144亿元，

同比增长10%以上。

生态修复超千万亩 林草产业总产值破千亿
我省多项林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白山市委统战部创新加强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力量。

强化思想引领 凝聚同心合力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

大新阶层人士始终做到与党想在一起、站在

一起、干在一起。”省政协委员、白山市新阶

联会长张治学说。

近年来，白山市委统战部创新工作形

式，不断加强对新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引

领。举办专题培训、文艺汇演、座谈沙龙，构

筑“新阶层·心向党”教育培训体系，引导新

阶层人士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2022年11月1日，白山市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合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专题会议召开。白山市新阶联监

事长贾琼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立足本职工作，踔厉奋发、埋头苦

干，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展现新阶层人士的新作为。”

深化基地建设 迸发“新”活力

白山市委统战部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依托基地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推动基地从普遍

“建起来”，到有效“转起来”，再到真正“活起

来”的跃升，覆盖面不断扩大，功能作用持续

彰显，不断助力白山经济社会发展。

迸发“新”活力，助推新发展。到去年底，

按照新阶层人士四类人群特点，白山市建立

各级各类实践创新基地16个。八里坡文化

园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10万余元；林源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蓝渴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开展“网红助农”直播

活动，助力农民增收；恒鲜冷链食品有限公司

发挥自建采购网络优势，持续稳定向白山市

区提供果蔬供应……

人气“聚”起来，商气“火”起来，百姓富起

来。在白山，通过新阶联实践创新基地的辐

射带动，新阶层人士正成为助推白山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股“新”力量。

加强队伍建设 发挥“新”优势

白山市委统战部不断加强新阶层人士队

伍建设，以“组织起来、发挥作用”为抓手，不

断发挥专业优势，强化社会责任，引导新阶层

人士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民生和社会领域热

点问题，开展建言献策、社会服务等活动，产

生了积极影响。

作为白山市新阶联会长单位，吉林龙达

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累计捐款捐

物50余万元；白山市华泰医院组建“公益医

疗队”，免费义诊7000余人次，常年对特困

户、残疾人、优抚老兵等群体提供住院费用救

助……

统战引领树旗帜，同心同行新征程。

新起点上，白山市委统战部将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指引，以加强思想引导为主线，不

断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建设，着力做

好“抓落实、打基础、促创新、聚共识”工作，努

力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迈上新台

阶。

凝 聚“ 新 ”力 量 共 启 新 征 程
——白山市委统战部创新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纪事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宋欣

山林静谧，白雪皑皑。正月初十，吉林松花江三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桃山国有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马

春光在山地中巡护。

“这边柞树多，还有红松、落叶松和樟子松。能看到

山鸡和野兔，偶尔也能见到狍子和野猪的脚印。这个时

节主要的任务是注意有没有盗伐和毁林的，还有保护野

生动物等。”50岁的马春光做护林员已经有11年了，这里

的山川草木和野生动物，是他关注和保护的，也是长年陪

伴他的伙伴。

巡护中，马春光的手机响了，接到群众电话：“马护林

员，我们村那个病人又上山了，你们快来吧。”电话中提到

的人是位精神疾病患者，犯病后经常跑到山上，不是折树

枝就是砍树。马春光立即赶赴现场，耐心地进行劝说。

一个小时后，他和几位护林员一起将病人送回家中，并叮

嘱家属留心看护，还发动周边群众发现病人上山就及时

通知。

马春光手里拿着“啄木鸟”巡护系统的平板电脑，自

动记录他每天的巡护时间、轨迹和里程。他每天结束巡

护时，还要上传当天的工作。2022年，马春光的累计巡护

里程达6000余公里，巡护时长达1000多个小时。

在每年春秋两季森林防火期，马春光不仅是防火巡

护员，还是扑火队员。在清明节等重点时段，他每天天不

亮就去巡护，看有没有上坟烧纸、野外用火等行为。

马春光参加了“生态围栏”建设。在林地和耕地之间

种边界树，树立一道生态围栏，对解决林农矛盾、侵蚀林

地、毁林耕种等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马春光参与了水淹地种植牧草试点。桃山国有林保

护中心鼓励养牛户在辖区内的水淹地播种牧草籽15公

顷，并给予播种补贴3万元，不仅为养牛户提供优质的牧

草饲料，解决进山放牧问题，也为促进乡村振兴、疏导林

牧矛盾摸索出一条新路径。

马春光和三湖保护区的其他护林员一起，用汗水和

脚步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他们在吉林松花江三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了巡护区

域网格化、巡护任务清单化、巡护方式多样化、巡护平

台信息化的高质量巡护模式。在他们的努力下，三湖

保护区打击涉林违法行为成效明显，近三年没有出现

过重大毁林、丢失林地、滥砍盗伐等现象；2022年累计踏

查林地19300亩，普查率达到100%；开展群防群治，筑牢

森林防火墙，2022年没有发生过森林火灾。

大山深处护林人
魏静 于志刚 本报记者 陈沫

“以往我们都在自家院子里养牛，牛圈小，打扫卫生可

费劲了。现在都集中送到‘托牛所’，繁殖数量增加了，不用

自己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可不嘛，没事我就来看看，眼瞅

着这牛长得越来越结实，高兴！”说起加入“托牛所”的好处，

梨树县郭家店镇孙家屯村的脱贫户喜笑颜开。

近日，记者走进村民们说的“托牛所”——位于郭家店

镇肉牛产业园区的梨树县鼎牛牧业有限公司。这里现代化

牛舍整齐排列，膘肥体壮的牛儿悠闲地吃着草料，玉米秸秆

正在黄贮窖里发酵变饲料。“托牛所”的饲养员们正在清理

牛舍、投放草料，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这的牛，现在都2200

多头啦！”看到正在“数牛”的记者，鼎牛牧业有限公司托牛

所“所长”王凤伟向记者介绍起园区的情况。

“我们‘托牛所’很多养殖户是脱贫户，有一些半劳

动能力脱贫户用小额信贷养牛，对于他们来说自己饲养

成本高，技术也不专业，放到‘托牛所’对他们来说是一

种保障。”王凤伟说。公司充分利用资金、良种、技术等

资源优势，通过“退户入区”壮大养殖规模，实现量的增

加，形成规模优势。目前，全县有171户脱贫户、监测户

的牛由公司进行托管养殖，户均增收可达1745元，脱贫

人口和监测对象实现了稳定增收，也促进了全县肉牛产

业发展。

“卫生这方面没的说，养殖环境比自家圈养好多了。”宽

敞干净的厂区，自动化的清粪设备……相较于以往传统的

养殖模式，“托牛所”不仅能带动周边群众发展肉牛、肉羊养

殖，扩大群众增收渠道，壮大舍饲养殖规模，还可以有效解

决畜禽散养、人畜混杂等情况，为科学养畜、规模养畜起到

示范带头作用。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养牛户加入“托牛所”

有了收益，带动更多养牛户和没有场地、不懂技术的村民加

入“托牛所”，从而壮大了养牛规模。同时，通过实施集中养

殖、统一标准化建设，逐步替代了农村散养模式，实现了养

殖销售、防疫、环保一体化运作。

记者了解到，鼎牛牧业肉牛产业园区项目计划总投

资3亿元，建设期限为3年。现已完成一期项目建设，占

地5万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养殖圈舍10栋。

牛儿住进“托牛所”
李金欣 本报记者 毕玮琳 王伟

本报讯（记者景洋）近日，中国科协公布

了2021-2025年度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认定名单，我省又有11个县（市、区）

入选。

2021 年，桦甸市被中国科协认定为

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示范县。此次

评选，长春市宽城区、长春市九台区、公主岭

市、磐石市、四平市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

东丰县、辉南县、抚松县、延吉市和敦化市荣

登榜单，目前，我省共有12个县(市、区)入选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据了解，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的评选

认定是中国科协为提升基层科普工作能力，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贯彻落实，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科普工作者，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开展

的工作。

此次评选认定工作由中国科协组织，各

申报单位通过一年的创建期，再经过县级自

评、市级审核、省级科协推荐、跨省抽查、专家

评议等程序，最终获得认定。

近年来，省科协高度重视全国科普示范

县（市、区）的创建工作，将其列入重点工作内

容。在创建工作组织策划方面，坚持做到统

筹谋划、分批推进，紧密结合我省实际，高标

准将创建要求落到实处，并注重会同省全民

科学素质纲要成员单位共同促进创建工作，

与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成员单位组成检查

组，从各自专业领域对创建单位进行全面考

察，确保创建工作扎实有效。

中国科协公布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认定名单

我 省 11 个 县（市 、区）入 选

本报讯（记者王焕照）近日，2023年“长

春-莫斯科（梅花赖氨酸）”专列首列在长春

新区国际港务区发出，班列装载 110 标箱

赖氨酸盐，货重 1430吨，货值 1020万元人

民币。

一直以来，长春新区跨境贸易工作以“提

高通关便利度，降低通关费用，支持外贸发

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对外开放功能、出台相

关支持政策、提高服务质量、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等措施，积极促进跨境贸易发展。2022

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积极保障中欧班列

正常运营，完成20列共2000标箱，总货值约

4亿元人民币。

长春新区以“两港”为核心，不断完善对

外开放功能平台，打造对外开放区体系，在现

有对外开放功能平台的基础上，统筹研究完

善对外开放功能，优化中欧班列平台运营模

式，扩大业务范围，降低国际物流成本，更好

地为外贸企业服务。同时，通过进一步增加

保税物流中心（B型）、跨境电商监管等功能，

建设东北亚区域性航空枢纽。2022年末，由

长春新区和兴隆综合保税区共同参与的长春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

其中，长春新区北湖功能区主要负责国际物

流、大宗商品物流、生产物资物流等，将进一

步完善对外开放体系，推动枢纽经济集聚，服

务带动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

据悉，长春新区还在管委会网站设立外

资外贸服务平台，实时发布外贸发展扶持相

关政策、中欧班列等信息，提升外贸服务水

平。同时，组织区内相关部门及外贸企业进

行RCEP相关知识、外贸业务孵化培训、汽配

行业专场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培训，让企业了

解优惠政策，提高外贸业务水平，拓宽业务

范围。

提高通关便利度 降低通关费用

长春新区助推企业跨境贸易发展

（上接第一版）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辐射全国。

随着“人才之家·项目专班”实体平台的推动发展，长太高

速项目、中溢（吉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亿元的年产

12万吨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汽车配件（托架）项目、生

物质燃料供应项目、华阳奔驰4s店项目、查干湖温泉文旅综

合项目-国际会议中心、风光新能源光伏光热一体化模块生产

项目等一批项目都在有序推进中。截至目前，长春市与松原

市共谋划确认合作项目93个，总投资650亿元。

“2023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松原将围绕

规划、产业、招商、人才和社会事业5个方面，紧盯长春市‘六

城联动’，积极打造新型、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关系，不断扩大两

地合作交流成果。”丛喜彬说。

打造融合共生的核心载体和战略平台

▲元宵佳节来临之际，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组织开

展猜灯谜活动，吸引居民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

2月3日，“万家灯火庆团圆 玉兔迎春闹元宵”主题活动在长

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举行。图为小朋友们正在学习包元

宵。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