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从四平市的南北河到东辽河，从招苏台河到西

辽河两岸，从承载乡愁的家乡河湖，到穿村入屯的千百溪

流，各级河湖长上岗履职、全力治水，让涓涓碧水在沃野田

畴间迤逦穿行。

久久为功，驰而不息。河湖长制实施以来，四平市委、

市政府坚持高位推动、机制创新，重拳出击、攻坚克难，让

“党政领导+部门联动”成为治河新常态，让“专项行动+监

督检查”成为治河新举措，让“先行先试+全民治水”成为治

河新理念，让“河湖蝶变+幸福河湖”成为治河新目标，推动

河湖长制从“全面建立”迈向“全面见效”，推动河湖生态从

“水清河畅”迈向“幸福河湖”，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

具有四平特色的河湖生态治理新路。

四级河湖长全覆盖 实现“有人管”

四平是辽河流域上游水污染防治任务最重的城市之

一。四平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水而行，加大河湖治理

力度。

强化组织领导。市、县、乡“一把手”挂帅出征，层层密

织河湖长责任网。全市共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

970名，在全域河湖设立“专职管家”，实现了河湖由没人管

向有人管、由多头管向一头管、由管不住向管得好的巨大

转变。坚持顶层设计。每年召开市级总河长会议，制定出

台年度工作要点。市级总河长率先垂范，带头巡河、护河，

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截至2023年末，市级河长为基层

解决河湖问题580个。集聚要素保障。组织成立四平市

河长制办公室，增加编制，配备人员，将市河长办办公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并及时拨付到位，为河湖长制工作提供资

金保障。25个市级河长制成员单位，分工不分家，打出河

湖治理“组合拳”。统筹推进落实。建立“河湖长+河湖警

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动机制，创建“河长+河长助手+民

间河长+河道警长”管理体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责任明确、警民共治”的治水网络。既管“大动脉”，也管

“毛细血管”，使河湖面貌显著改善，河流水质稳步提升。

聚焦重点控源截污 明确“怎么管”

河湖之病，表征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四平市多举措

推动河湖环境防治，破解“部门纠缠不清”难题。

“一把手”负责实现部门共治。“一把手”挂帅，“一条龙

管水”，“常态化清河”，将多头管水的“部门负责”，变为“部

门共治”，聚焦重点，协同推进。多元化推进污染防治。完

成13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36个建制镇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南条子河、条子河截流干管，完成雨污分

流改造，实现末端污水全收集。保持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负

增长。建设18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和2824个散养户

畜禽粪污村屯收集点。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59个，

实现771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强化河湖岸线

空间管控。全面完成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106条河

流、自然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4个湖泊划界成果复核

工作，进一步明晰河湖管理范围，为河湖管理提供可靠遵

循。生态补水同步跟进。科学调度泄放生态流量，提升河

流自净能力，有效改善了流域水生态环境，使东辽河水质

稳定达到Ⅲ类。深入推进条子河西湖湿地水质提升工程

建设，2023年条子河水质较上一年提升1个类别，首次达

到年均值Ⅲ类。

健全长效机制体系 推动“管得住”

四平市聚焦长效机制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河长制管

理水平。

构建协同共治机制。着眼干支流、左右岸、上下游，

实施协同共治监管机制。多次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等地沟通协调涉河问题。施行《四平市辽河流域协同保

护条例》，实现与比邻城市共同推进辽河流域治理与保

护。构建组织保障机制。成立3个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主要领导带队巡河暗访、现场办公，分管领导及时研究部

署、破解难题。市河长办综合协调、分办、督办，推进任务

落实。构建统筹推进机制。将辽河流域污染治理与劣Ⅴ

类水体专项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水源地三年攻坚行动、

清洁水体行动等工作统筹实施，同步推进。细化任务、明

确责任、挂图作战。紧密结合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突

出精准施策。构建督察问责机制。将河湖长制纳入市

委、市政府重点专项工作考核目录。建立提示、预警、督

办、约谈、问责“五步工作机制”，真正树起“严”的导向，倒

逼工作任务落实。

河湖治理提档升级 生态红利惠及民生

2023年，四平市10个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90%，

水环境质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截至目前，四平市新建或提

升绿水长廊项目63个，累计完成投资24.14亿元，建设长

度547.69公里。全域河湖面貌显著改善，河流水质稳步

提升。

建“绿廊”增“绿地”。四平市通过推进南条子河、条子

河绿水长廊建设，增加绿地面积203公顷，激活河道周边

可利用建设用地835公顷，实现土地净收益稳增长。开通

南条子河行船项目，促活水经济。通“绿水”惠“民生”。推

进梨树县绿水长廊建设，做活“绿水”文章，盘活“绿水”红

利，为百姓提供亲近自然的优质“水通道”，让绿水长廊成

为改善生态环境、拉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品位、福泽百姓

生活的幸福工程。注“文化”添“活力”。推进伊通县伊通

河湿地公园建设，提升配套建设各类旅游项目，年收益突

破100万元，为伊通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及人民

生活质量的提高注入新活力。促“振兴”活“经济”。推进

双辽市将河湖连通、水系连通、绿水长廊工程统筹谋划建

设，发展“绿水长廊+现代农业”经济，培育旅游产业新增长

点，实现旅游收益最大化。

全力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全面促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从生态河湖到幸福河湖的迭代升级，四平市百姓

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生态惠民之路越走越宽。

向水而行 生态惠民
——四平市河湖生态治理纪事

陈晖 本报记者 任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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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炎炎夏日，来到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湖

街道孙家村，沁人的果香、清新的菜香扑鼻

而来。在采摘一条街两侧，数十栋采摘大

棚整齐排列。

近年来，长春市九台区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

色品牌。孙家村地处102国道沿线，与长

春市区相邻，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

的农业资源，将自身打造成为蔬果种植和

绿色采摘基地。

“目前，来我们村随时都能采摘新鲜果

蔬！节假日高峰期，每天接待上千人次，游

客多了、生意火了，农民的腰包更是鼓起来

了。”孙家村党总支书记马志明对记者说。1

月份采摘草莓，5月份采摘香瓜，7月份采摘

葡萄和蓝莓……在引领村民致富的路上，孙

家村探索出一条“一村一品”的产业兴村之

路，全村采摘产业年产值达1500万元。

“7月12日开园当日，我们就迎来了第

一波客流高峰，园里每天能采摘几百斤葡

萄。”孙家村艾佳采摘园负责人艾保江说。

园区最吸引人的便是令人垂涎欲滴的葡

萄，抬眼望去，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枝头。正指导游客如何科学采摘葡萄的艾

保江说：“大家都爱尝个鲜儿！我这园区里

种植了8个品种的葡萄，能够满足游客的

不同需求。”

适时推广新技术、种植新品种、发展新

业态，持续为果蔬采摘引流。今年，艾佳采

摘园经营13栋葡萄大棚、3栋蔬菜大棚，全

部以采摘的方式销售，预计年产值达110余万元。“过去客商来收

购果蔬，给出的价格很难达到预期。现在搞采摘，果蔬销售由被动

变主动，价格跟着市场走。”艾保江感慨地说。依托果蔬采摘产业，

采摘园还办起了农家乐，让游客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采摘游。

马志明告诉记者，该村已从传统的“提篮小卖”，向农事体验转

型。如今，经过几年的联营整合，全村共有500多栋大棚种植果蔬，陆

续建立了20多个果蔬采摘园，成为周边热门的网红采摘“打卡”地。

同样，孙家村大海蓝莓采摘园也是一片热闹景象。顺着指示

牌的方向望去，只见枝头密密麻麻挂满了成熟的蓝莓，游客正在采

摘蓝莓。“蓝莓可真甜！每年开园我都会动手采摘，亲近大自然的

感觉太好了。”驱车从长春市区来孙家村体验采摘的李女士一边说

着，一边品尝蓝莓。“这里既是采摘园，也是我们的繁育基地。改良

土壤、物理防控、人工除草、绿色种植……如今，我们的经营模式已

趋于成熟。”大海蓝莓采摘园负责人闫海生指着一株强壮的蓝莓树

告诉记者：“这株蓝莓种了10年了，3年结果、4年量产，现在正是蓝

莓的采摘旺季，节假日采摘游客达500人左右。销售方式采取线

上引流、线下采摘。蓝莓果实供不应求，收益可观。”

大棚里种出好“钱”景，续写勤劳致富新传奇。今年，孙家村以

果蔬种植为基础，本着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成立了“强村公

司”，并引进一整套先进的干菜生产设备，发展独具特色的农产品

加工业，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谈到孙家村的未来发展，马志明表示，经过外出考察学习，他

们锁定了“设施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方式，下一步，他们将朝农

旅融合方向发展，不断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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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伟）汪清县复兴镇金苍村地处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核心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环境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自然

资源。近年来，金苍村厚植绿色生态优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造福群众。

2023年，在包保帮扶单位的帮扶下，金苍村以“党支部+”的形

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创建了金苍村养蜂创业基地，发展养蜂产

业。通过精准研判、科学选址、完善配套设施，邀请省养蜂科学研

究所专家定期亲临指导，经过一年时间的发展，蜂群数量从50箱

繁殖至100余箱，截至目前，蜂蜜产量达3000余斤，预计今年可为

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

“中国木耳看东北，东北木耳看汪清”。据了解，金苍村共有

98户农户种植木耳，整体种植规模1000万袋以上，年产木耳120

余万斤，是汪清县域内木耳产量较大、质量较高的行政村之一。

今年，复兴镇党委、政府与金苍村驻村工作队再度为金苍村木

耳产业进行谋划，积极协调与吉林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建立新型木

耳菌种试验基地，引入5万袋新型木耳菌种，由金苍村村集体负责

种植管理，吉林农业大学校验种植结果。此举不仅为我省优良木

耳菌种选育作出参考，还可为村集体增收约15万元。

金苍村：厚植绿色生态优势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为进一步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激活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近年来，安图县永庆乡柳树

村党支部成立了庆柳杂粮加工专业合作

社，投资80余万元修建厂房，配备去石机、

筛糠机、高速振动筛、色选机、抛光机、真空

包装机等生产设备，建设起一座融合深加

工、仓储、产品展示等功能的一体化基地。

柳树村将杂粮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延伸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链，把党组织“嵌入”小杂粮产业发展链

条上，发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先行先试，

按照“支部领办、组织引领、共同富裕”的

思路，提质量、创品牌、拓市场，为杂粮产

业赋能，带领当地村民走上一条发展产

业、振兴乡村经济、增收致富的创新之路。

合作社采用现代化经营和订单式农业

模式，申请“832农产品采购平台”，在包保单

位帮助下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带动合作

社订单数量不断提高。截至2023年末，庆柳

杂粮加工专业合作社累计收益10余万元，全

面促进集体增收、农民增富、产业增效。

小杂粮、大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成为百姓致富增收的重要依托。今

年，柳树村预计销售1万余斤杂粮，收益

可达5万余元，将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合作社还将通过电商平台，持续

拓宽销售渠道，不断强化品牌观念、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为小杂粮销售插上腾飞

翅膀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蓄力赋能。

小杂粮 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在抚松

县万良镇朝阳村灵芝源家庭农场记者看

到灵芝孢子粉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处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走进灵芝源家庭农场，放眼望去，灵

芝棵棵挺拔、色泽光亮、长势喜人。棚内

风筒快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将孢子粉收

集起来。

灵芝源家庭农场依托合作社生产模

式，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生

态条件，大力推动灵芝孢子粉产业的发

展。多年来，万良镇政府积极发挥引导

作用，引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

扶持建设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灵芝种植

基地，成功产出质量优异的灵芝孢子粉，

为朝阳村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抚松是长白山下著名的“灵芝谷”，

灵芝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不竭动力。

朝阳村会计佟胜军告诉记者，该村以党

建引领创办合作社的模式和农户签约，

今年451栋灵芝大棚孢子粉总体产量大

概在11万斤，总体产值也会突破2000万

元。合作社不仅帮助百姓创收，还带动

了周边一些剩余劳动力就业，包括加工

木段、接菌和大棚的田间管理，人均年收

入达1.5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13万元。

灵芝孢子粉作为朝阳村的特色产

业，不仅为市场提供了优质产品，也为村

民生活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灵芝产业

正成为群众致富的新选择。

“朝阳”焕生机 灵芝喜丰收

本报讯（记者王伟）舒兰市弘丰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舒兰市嘎呀河村集体出

资并自主经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自去年

12月份建成投产以来，向本村种植户收购

原料生产笨榨豆油，日产量达600余斤，累

计为村集体增收10余万元。

在位于嘎呀河村的志鑫米业内，一条

崭新的现代化大米加工生产线已投产半

年。“我们用这笔钱安装了80盏路灯，清理

河道4000延长米，极大改善了村内的基础

设施条件。未来，我们将不断拓宽村集体

经济增收渠道，探索更多产业模式，让全体

村民从中受益。”嘎呀河村党支部书记冯学

成对记者说。前些年，随着销售量增加，志

鑫米业老旧的生产线难以满足生产需要，

引进新的生产线存在资金缺口。嘎呀河村

本着为企纾困原则，以村集体入股的方式

助力企业扩大生产。新生产线投入使用

后，大米年产量提高1倍，达3万吨，村集体

以入股分红的形式每年预计增收6万元。

除了发展特色产业，嘎呀河村还利用

“三资”清理清收土地137公顷，通过再发

包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100余万元。

从去年开始，嘎呀河村还实施了“村级

奖学金”计划，即从村集体收益中拨出一部

分资金成立助学基金会，对本村考入重点

大学的优秀学生给予奖励。这得益于近几

年村里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村级集体

经济突破了百万元。村“三委”班子坚持

“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治理、反哺群

众受益”的发展思路，让每个村民都能享受

到发展的“红利”。

“多元”增收拓富路

四平市条子河西湖湿地已成为市民心中的幸福河湖新地标。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