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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近年来，白城市全面推进林草湿生态连通

工程，坚持以国家及省重点工程项目为依托，以造林绿化、草原治理和湿

地修复为重点，加快构建农田林网化、道路河湖林荫化、村屯林围化、城

镇园林化、草原集约化、荒山荒地全绿化的高颜值生态连通格局。2022

年全市完成造林12万亩，村屯绿化美化397个，廊道绿化139.8公里，城

市县城新增完善绿地66.3万平方米，湿地修复4.25万亩，退化草原治理

19.75万亩，均完成或超额完成2022年初制定的任务目标。

国省试点示范项目带动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水平整体提升。2022年

白城市共争取国家和省3个生态治理试点示范项目，其中：白城市科尔沁

沙地北缘综合治理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在全省四个市（州）排名第一，

在全国29个省（区、市）排名第二，项目完成造林3.27万亩、草原治理

4.31万亩、湿地修复3万亩；通榆、大安两个省级林草湿生态连通工程试

点示范项目，林草湿生态连通项目已完成造林1.47万亩，草原治理11.2

万亩，湿地修复1.45万亩，绿化公路19公里，面积1620亩，绿化美化村屯

30个。2022年6月22日，万宝山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正式揭牌，成为全国

首批39个草原自然公园建设之一，也是吉林省唯一被确定为国家级别的

草原自然公园。

探索建立林草湿综合治理白城新模式。白城市在探索防沙治沙造

林上，借鉴以往经验，结合吉林西部栗钙土、盐碱化土地特征，采取综合

措施，积极探索节水灌溉、使用容器苗、造混交林等模式，有效提高沙地

造林成活率；在探索盐碱化草原治理上，根据土地盐碱化程度，探索轻中

度、重度盐碱化草原治理新模式，提高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攻克盐碱地

治理的难关提供了科学经验；在湿地修复治理上，打破以往采用生态补

水、清淤等单一修复治理措施，通过实行生物围栏、围栏封育、人工播种

相结合方式对湿地进行修复治理，为湿地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

境，进一步改善了湿地生态环境。

全力提高生态建设质量和水平。白城市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各

地严格作业设计，所有植树、种草、修湿地块全部与自然资源部门对接，

并进行落地上图，实行电子矢量化管理。严格精细管理，工程建设坚持

专业化、工程化实施及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严把“种植关”“浇水关”“质

量关”。严格种苗质量管理，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坚持优先使用本地乡

土树种、坚持苗木质量标准、坚持使用良种。通过开展精细化施工、管

理，有效提高了造林、种草质量，各地共打造杨树、樟子松、沙棘、杨树与

山杏混交、文冠果与杨树混交、节水灌溉等样板工程20处，面积1.72万

亩。

严格落实管护责任。白城各地按照植树种草抚育技术规程进行浇

水、除草、病虫鼠害预防等后期抚育管理，坚持“谁经营谁管护、谁受益谁

管护”的原则，与植树种草和湿地修复经营者签订长期管护合同，按合同

约定进行管护，并保持长期连续性。同时，将植树种草修湿地块及时纳

入林（草）长制管护范围，严格落实了管护责任。

加强天然林保护管理。白城市把27.9万亩天然林纳入了国家和省

重点公益林管理范畴，共区划界定国家级重点公益林3.99万亩，省级重

点公益林24万亩，目前已全部按照国家和省重点公益林管理办法进行保

护管理。严格落实天然林停采制度，目前全市天然林已按国家关于天然

林采伐的有关规定，全部停止了国有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严格控制建设

项目占用天然林地，在项目使用林地上，要求各地严格管理，不占或少占

天然林地，保持天然林面积不减少。积极配合省里编制天然林保护修复

规划，全市三个县（市）已将天然林保护修复规划（2021-2035年）基础数

据上报到省林草局，为编制省级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白城市辽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开工
本报讯（李政孚 记者张磊）近日，白城

市辽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中。项目以辽吉省委旧址和辽

北省政府旧址为主，突出红色教育作用，对

沿街建筑外立面、主道路、人行道、围墙、路

灯和文化小品等进行改造，再现上世纪四

十年代白城历史文化风情。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白城市城区东南

部，辽北路与明仁南街交会处。项目建设

期为 12 个月 ，自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项目维修改造内容共分为三部分，拟

维修改造辽吉省委旧址、辽北省政府旧址

及沿途约 550.7 米的周边文化街区。辽吉

省委旧址维修改造主楼立面总面积2188平

方米，院内改造铺装总面积6486平方米；维

修改造辽北省政府旧址总面积 4800 平方

米，沿途周边文化街区总改造长度约550.7

米；周边文化街区改造包含铁路党校、歌

厅、浴池、医院、居民楼的外墙修缮及立面

改造、仿古门窗更换、门球场围墙改造、建

筑瓦面改造、街区硬化铺装、增设仿古文化

元素小品、街区绿化、街区亮化及三线落

地。

项目改造完成后，将促进全市红色旅

游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文化承载力、影响

力、丰富度，提升全市旅游产业的吸引力，

满足市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洮南：“汇治理”激活基层网格“神经末梢”
本报讯（记者张磊 实习生刘莹）洮南市

通过社区与国有物业服务公司开展“汇治理”

大课堂学习，加快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

新，推进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推动

物业与社区共建共享，激活网格治理的“神经

末梢”。

在“汇治理”大课堂上，社区与国有物业服

务公司共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吉林省

物业管理条例》。通过“汇治理”大课堂，搭起了

物业与社区的沟通桥梁，社区网格员与物业经

理对接联系，增进了社区和物业之间的联系和

配合，同时也增强了双方服务居民的主动性。

近日，团结街道安泰社区供电家属楼北楼

西一单元下水管道漏水，污水已排到国税家属

楼门口，双方协商解决漏水问题未果。社区网

格员和国有物业服务公司片区经理结对子后，

共同商讨研究解决办法，他们请专业人员现场

实地查看漏水责任归属，最终确定为西一单元

住户卫生间管道漏水。在社区与物业的共同

沟通努力下，该楼居民主动交纳了修理费并成

功维修漏水点，下水管道漏水问题得以解决。

“‘党建引领+物业服务’深度融合，便于

社区和物业熟悉居民情况，及时掌握居民需

求、诉求，妥善处理问题。双方通过精细化的

服务，使居民对社区和物业产生信赖，从而营

造和谐融洽的氛围。”洮南市团结街道安泰社

区党委书记陈敬萍说。

小蜜薯变成“ 金 疙 瘩 ”
张阔 本报记者 张磊

在洮南市黑水镇有这样一位“新农人”，

她用勤劳和智慧把小蜜薯打造成有奔头的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

2011年，本着学有所成、反哺家乡的初

心，田睿从原单位辞职，带着专业技术和社会

资源返回黑水镇，开始了创业之路。“我对农

村发展充满期待，也想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致

富路。”田睿说。

在田睿看来，农村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筛

选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特色作物，并通过

技术加持，才能真正发展成农村新产业。于

是她以黑水镇为圆心，走遍了周边近20万亩

农田，采集千余份土样，查找多年气象数据，

经过广泛走访和深入分析，并结合多年来的

从业经验和地方政府指导，最终决定以马铃

薯、红薯种植为突破口。

2013年，洮南市鸿晟马铃薯专业种植合

作社正式成立，同年成立洮南市小田农产品

有限公司，2018年扩大成立小田家庭农场，开

展马铃薯、红薯种植及精深加工业务。

经历近十载辛勤耕耘，结合当地土壤结

构和气候环境的特殊性，加以多年来积累的

种植经验、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

小田蜜薯这一特色品牌逐步受到了市场的广

泛认可，积累了良好的口碑，田睿也带领社员

在洮南成功实现了盐碱土种植马铃薯、红薯

的目标。

2020年开始，田睿借助网络平台，利用

自媒体的独特优势，迅速将小田蜜薯推向全

国，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为

合作社产品外销打通新渠道。2020 年到

2022 年两年间，公司年收入额达到 485 万

余元。

随着企业经营逐步走向正轨，田睿自觉

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当地政府的动员

下，田睿挑起带领群众致富的大旗，勇当“领

头雁”，带领合作社成员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

作。

2015年以来，田睿与镇政府紧密合作，在

八个村屯开展了精准帮扶工作，提供种薯、种

苗32万余株，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培养新农民

200多人次，合作社及配套企业提供灵活就业

岗位56人次。同时带领一部分条件成熟的村

民开办家庭农场，与他们分享经验，共享渠

道，助力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矛盾纠纷流动化解室”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本报讯（记者尹雪 实习生刘莹）近日，在白城

经开区幸福街道各小区及路口位置，一辆带着“流

动纠纷化解室”字样的警车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

今年3月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足辖区

实际，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促进辖

区和谐稳定而打造的“矛盾纠纷流动化解室”。

在白城经开区三亚小区，有群众反映楼上住户

的卫生间漏水导致自家被影响。民警立即与该住

户取得联系，了解到其一直在医院照顾母亲，所以

没有及时对卫生间防水进行修缮导致的。在民警

的协调下，受影响的住户也表示予以理解。两天

后，楼上住户将卫生间重新铺设了防水，双方矛盾

得到化解。

“每调解一起纠纷，民警们都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明之以法，做好当事双方的思想工作，使一起起

矛盾纠纷得到快速化解。”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

区分局局长吴爱生说。

“矛盾纠纷流动化解室”设立以来，民警以群

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

很多矛盾纠纷在萌芽阶段即被化解，实现情与法

的融合，群众对公安机关的这一积极举措纷纷点

赞。截至目前，共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8例，

解决群众咨询问题10个，并发放反诈宣传单600

余份。

真诚服务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
本报讯（秦雪 记者张磊）近年来，镇赉县医疗

保障局不断强化行风建设，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工作要求，通过“容缺

受理”“延时服务”“线上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动

服务提质增效。

镇赉县参保居民吴女士定期在镇赉县人民医

院进行透析治疗，今年 3月赴江苏省扬州市定

居。出发前她在镇赉县办理了特病异地就医业

务，但当她在扬州市定点医疗机构办理住院时，却

被告知就医医院的医保编码未更新，导致无法在

就医地直接报销。情急之下，吴女士拨通了镇赉

县医保局经办中心异地就医管理科的电话。为了

确保吴女士能够当天就医，工作人员迅速与扬州

市医保局及就医医疗机构取得联系，经过近三个

小时的多方沟通，妥善解决了相关问题，吴女士当

天晚上就办理了住院手续并接受治疗，赢得了患

者及家属的称赞。

4月13日，白城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

等力量，开展“万人万亩植树造林日”活动，加快推进生

态强市和绿美白城建设。据统计，全市共设置市、县大

型义务植树基地6个，乡、村一般义务植树基地256个，

总面积11042.9亩，参加人数2万余人。图为白城市春

华园植树造林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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