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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力量，让幸福在家门口

落地。

伊通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绿色伊

通”建设，坚持修复与保护同步，科学综合施策，

统筹推进治气、治水、治山、治土工作，全面推动

城乡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倾力打造“水清、河畅、

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

改善改善““空气质量空气质量””————
天朗气清惠风畅天朗气清惠风畅

“公园里的空气特别清新，花香和草香随风

迎面扑来，让人倍感放松和陶醉。”生活在伊通

满族自治县区多年的崔大爷亲眼见证了县城的

发展变化，在他看来，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如今

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标配”。“天朗气清，惠风和

畅”是伊通百姓对空气质量改善最直观的感受，

更是生态获得感、环境幸福感逐年提升的生动

写照。

严格执行“秸秆全域禁烧”。每年8月至9

月，伊通满族自治县开始谋划部署禁烧离田工

作，组建禁烧、离田、宣传、应急处置和督查执纪

专班，联系确定秸秆处置企业。严格落实“县乡

村屯”四级禁烧包保责任制，实行网格化监管，

人技联防，重点时段实行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

巡查。以村为单位制定离田方案和工作台账，

明确每个地块处置措施、离田时限和责任人。

县纪委、监委对在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或出现

违规焚烧火点的乡镇街相关责任人员，严厉追

责问责。县委组织部将秸秆禁烧离田工作，纳

入乡镇年度绩效考评和干部日常考核，考核结

果作为干部提拔任用一项重要依据。

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构建了以饲料

化、肥料化和燃料化为主的利用体系。在秸秆

饲料化利用上，主要以青贮和黄贮为主，引进

“菌酶协同”发酵技术，组建肉牛养殖技术服务

队伍，有效利用秸秆饲料，达到节本增效目的；

在秸秆肥料化技术上，总结出全量秸秆粉碎覆

盖模式、茎穗兼收全量秸秆覆盖技术模式、涝

洼地苗期深松起大垄技术模式等，带动保护性

耕作推广应用面积 60万亩，实施秸秆深翻还

田15万亩；在秸秆燃料化利用上，以华大生物

质热电厂为主，采用燃料发电或使用锅炉集中

供暖。

以“三抓”强化常态治理管控。抓机动车

大气污染治理，对在上路行驶机动车进行尾

气排放检测，在主干道安装黑烟抓拍仪8套，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定时定位监管，目前

共排查登记392台，通过查勘车牌号及时追踪

车主并提醒整改；全部淘汰取缔县域黄标车，

共取缔975台。抓扬尘治理，对施工现场实行

24小时监管，县城区主要街路春夏秋三季日

均 4 次洒水，主干道机扫率达到 100%。抓油

烟治理，对县域560户餐饮业户全部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和排烟装置，其中127户烧烤店全部

要求入室经营。“以前出门吸废气、粉尘，现在

出门一色看蓝天。”伊丹镇居民王慧感慨地

说。

全域空气环境持续改善。2021年以来，空

气优良天数比例始终保持在90%左右，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位居四平市首位。2023年

7月，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府被授予“吉林省污染

防治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23年 12月伊

通满族自治县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县”。

实施实施““河污治理河污治理””————
清流碧水润民心清流碧水润民心

伊通以“建设生态美丽河湖，提升人民群众

生态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提升伊通河

沿岸景观风貌，打造新景观、探索新模式，对伊

通河等河流分区段进行生态修复、河道清淤、河

堤绿化美化，将“河污治理”当作一项长期性造

福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真正让“绿水”资源不

断释放经济价值和发展动能。

2020年（自2010年开始），县委、县政府精

心谋划，总投资12.51亿元，以“推进河滩共治，

共建生态家园”为主题，先后规划实施了伊通河

一至五期综合治理工程，开发利用河滩地自然

资源，恢复改造漫滩植被，修建人文生态景观，

确保伊通河水长治久清。其中，投资2.87亿元

完成伊通河重点段一期、二期5.913公里城区

段治理；投资3.18亿元实施重点段三期河道治

理；投资1.5亿元实施重点段三期伊通河左岸

河漫滩湿地治理；投资1.56亿元实施伊通河右

岸河漫滩湿地治理，2024年底完工。按照规划，

又投资3.5亿元启动伊通河四期、五期河道治

理。目前，正在谋划伊通河防洪薄弱环节治理

工程（六期），投资约5.9亿元，预计2025年实

施。

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伊通河伊通全段

治理，使伊通河伊通满族自治县段形成完整的

防洪体系，保护沿线4个镇20个村近10万人口

几十万亩耕地。伊通河重点段漫滩湿地治理项

目全部完成后，左右岸景观将连成一体，尽显生

态效应——水更清、天更蓝、树更绿、花更香，成

为兼具生态绿化、休闲游憩、文化娱乐、商业旅

游、公共活动等多功能的人工湿地生态公园，且

与伊通河上游城区段相连相通，形成壮美的绿

水生态长廊和城市滨河景观带，实现“治理一条

河、改变一座城”的目标。

治水筑安澜，兴水润民生。记者走进伊通

河重点段左岸的伊溪湿地公园，踩着轻风前行，

漫滩十景自南向北依次展开：水庭诗语、童趣晨

光、康体广场、曲桥风荷、水韵廊影、荷塘雅韵、

莲花广场、芳菲花溪、三岛清曲、绿岸织锦，各类

植被郁郁葱葱，芦苇茂密湖水清澈，呈现的是

“城市绿肺”的美好。

据了解，该湿地公园全长约4.4公里，总占

地面积100余公顷。已完成的左、右岸湿地工

程，新建人工表流湿地湖20处（其中左岸11处、

右岸9处），水域面积29.4公顷，搭配种植荷花、

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8万余株；修复滩地植被

面积33公顷，栽植榆叶梅、五角枫、蒙古栎等乔

木灌木5万余株，狼尾草、马蔺、三叶草等地被

花卉29万平方米；配套修建6.3万平方米交通

路、7处休闲广场、1座文化长廊、6处公厕和624

套景观亮化灯，整体设计将水、植被、湿地和满

族特色文化有机融合，以中心区域莲花广场为

核心，形成一核三线四区的多元空间格局，生态

效应正在彰显——天更蓝、水更清、树更绿、花

更香。

“现在的县城，焕然一新，春有花、夏有荫、

秋有果、冬有景，风景美不胜收。茶余饭后来到

湿地公园，吹着河畔的小凉风沿着河边漫步，可

尽情享受运动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快乐，真切感

受身在山水间、心随风云动的意境！”市民田淑

艳说。

2020年伊通河伊通满族自治县段被评为

2020年度吉林省首批美丽河湖；2021年伊通河

流域一期绿水长廊项目被省河长办确定为省级

第一批试点项目；2022年伊通河水环境治理工

程在全国第四届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

投票展示活动中位列前十名。目前，伊通河水

利风景区已被认定为省级水利风景区。

持续持续““矿山修复矿山修复””————
满目皆翠变氧吧满目皆翠变氧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伊通满族自治县境内有4个保护区，即伊

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通河源省级自

然保护区、新立城水库水源地准保护区、二龙湖

水库准保护区，占县域面积的67%。由于早期的

粗放式发展，给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

定破坏，也给修复带来了诸多难题。

县委、县政府精准发力，铁腕治矿，对矿产

资源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经

过多年持续努力，依法关停和取缔矿山116家，

拆除违建52处；连续5年开展“绿盾”专项行动，

多渠道投入资金12.67亿元，整改修复问题点

位65处，复绿矿山面积近700公顷，造林面积达

4.82万亩，并对大孤山火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了

封闭式管理。目前，已完全修复废弃矿山80%，

其余20%正在进行中。在对废弃矿山的生态修

复中，大力发展田园风光、旅游休闲、健康养生、

乡村生态等绿色产业，以“含绿量”提升“含金

量”。

“过去，拉石料车一路过，粉尘弥漫，住户和

庄家都受到污染，沙石路也都给压坏了，矿山关

停后，没有污染了，如今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

废弃矿山也变成了一片新绿。”伊丹镇西岭村村

民们感慨地说。

位于景台镇永久村的吉林长庚生态园项

目，整合多处废弃矿坑进行生态修复，规划面积

约1951亩，正在打造具有中国山水画形态和意

境的赋能型田园文旅综合体。其以矿坑花园、

田园农业为主，利用山体自然皴纹进行艺术加

工，设计了瀑布、天堑、栈道、水帘洞等景观，融

合当地满族特色文化，将文化创意与

传统农业相结合，开展采摘、

垂钓、农耕体验等活动，全

面开启“大众化旅游时

代”；开设“研学游”特色文旅体验基地，打造“学

校的户外教室”；建立田园风光影视拍摄基地，

打造伊通满族文化园，再现满族历史风情；建设

32万平方米的人文纪念区，完美诠释“一花一世

界，一木一浮生”意境，将人与自然更和谐地融

为一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

大型园艺景观花园，大大提升伊通绿水青山生

态“颜值”。

“长庚生态园自从建设以来，就招募村民前

去务工，之前村里的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只有

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家。如今，项目建在家

门口，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回来了，有200多人在

这里上班呢！”永久村村民陈玉军说。

推广推广““土壤改良土壤改良””————
沃野良田丰粮仓沃野良田丰粮仓

伊通作为农业大县，牢牢守住农作物播种

面积188万亩的红线，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

在23亿斤阶段性水平。“这一成绩与伊通持续

保护好黑土地分不开。”伊通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史海鹏对“稳产保供”深有体会。

2020年以来，伊通满族自治县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锚定高质高效的农业强县建设

目标，统筹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

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开展黑土地保护工

作，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让“中国饭

碗”装更多“伊通优质粮”。

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让部分秸秆

回田覆盖，减少土壤风蚀水蚀，增加耕地有机质

含量，化肥施用量相应减少20%。目前，“梨树模

式”已占耕地总面积的34%。大孤山镇新宇家庭

农场，在5个村屯托管和承包耕地，多年稳定在

4000亩。实施保护性耕作前，这里的白浆土耕

地，玉米亩产才500公斤。实施保护性耕作后，

亩产达到1000公斤，产量增加了100%。“我们村

山岗、坡地多，以种植玉米为主，通过梨树模式

等方式进行土壤改良后，开春时保墒，苗期时保

苗，部分土地深翻后秸秆被扣埋深土层，土质变

疏松了，促进了增产增收，每公顷土地湿粮产量

达到2.5万斤至3万斤。”黄岭子镇蟒丈村书记

贾强说。

运用秸秆深翻还田技术。把秸秆深翻至

25—30厘米深度，使秸秆在土壤底层自然腐熟，

土壤耕层中有机质含量每年大约提升1%，且磷、

钾含量均有明显增幅。这种模式占伊通耕地总

面积的8.2%。三道乡鲲鹏家庭农场，经营耕地

3000亩，2019年起实施秸秆深翻还田，白浆土

低产地深翻两年后全部达到丰产田产量，增产

一倍。

实施粪肥还田模式。2021年起，在靠山、大

孤山、小孤山、三道等乡镇推广粪肥还田模式，

建立4处粪污处理厂，将畜禽粪便集中收集，掺

入30%秸秆发酵形成有机肥，每亩地减少10%的

化肥投入，并使土壤耕层中的有机质含量每年

提升2%左右，既减少了种植成本，又解决了污染

问题。去年全县粪肥还田22.5万亩，占耕地总

面积11.9%。靠山镇庄家村博硕家庭农场，实施

粪肥还田4年，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改善，原来

每公顷施肥10吨，现在施肥8.5吨，减少15%的

化肥投入。“原来村民家的垃圾到处扔，天一热

散发出的味道特别大。现在不一样了，路边设

有垃圾箱，每天定时清理，环境干净多了。”马鞍

山镇北岗子村村民徐先生说。

探索水稻秸秆打浆还田模式。水稻机械收

获时，将秸秆粉碎后均匀抛撒地表，并利用稻田

残水打浆还田，促进水稻秸秆肥料化利用。这

种模式正在试验推广，实施面积2000亩。伊通

镇大农长丰合作社实施面积1000亩，实现了全

量秸秆打浆还田。

如今的伊通，生态环境好起来、美起来了！

抬头望去，是明媚的“天空蓝”；放眼四顾，是怡

人的“生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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