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近日，由长春市总工会主办，长春市职工

体育活动中心（长春市工人体育馆）、长春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承

办的“红旗杯”长春市第二届职工冰雪运动会决赛开赛，来自全市

的72支代表队近1000人共赴冰雪运动盛宴、共享冰雪联欢盛景。

本届冰雪运动会决赛为期四天，分为趣味类和竞技类两个比

赛阶段：趣味类比赛在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率先展开，打雪仗、雪

地足球、雪地拔河、雪地飞盘等7个冰雪项目精彩纷呈，持续点燃

赛事激情。接着，竞技类项目的决赛接续上演，高山滑雪（大回转）

比赛的4个单项将在莲花山滑雪场决出高下，充分展现本届冰雪

运动会的竞技水准。

据介绍，从第二届职工冰雪运动会开幕以来，长春市总工会广

泛宣传动员，各企事业单位和职工纷纷踊跃报名，在全市六大赛区

掀起了一场上冰雪、乐冰雪、享冰雪的参赛热潮。赛事汇聚了全市

300余家单位、2万余名职工群众参与冰雪运动，参赛单位和参赛

人员数量再创新高。

“红旗杯”长春市职工冰雪运动会决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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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关系到

人民福祉、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

事。近年来，我省在治水征程中迎难而上、

笃定前行，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理念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各项治水举

措，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2017年的

64.9%到 2024年的89%，由2018年国考断

面劣五类水质占比18.8%到如今实现劣五

类水体稳定消除，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由27.7%提升至42.7%，碧水保卫

战正捷报频传。

这些成果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

也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福

祉，更为全国寒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宝贵

的“吉林经验”。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张旗威

介绍：“自 2018年起，我省秉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入贯彻‘保目

标、抓问题、强措施、求实效’的十二字工作

要求，坚持‘水环境、水生态与水资源’‘城

市与农村’‘岸上与水里’三个统筹，严格实

行“四个第一时间”水质管控机制，全方位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理念领航

构建全流域协同治理大格局

在治水实践中，我省深刻认识到科学

规划和制度保障的重要性，加快修订松花

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开创性地将

“三水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理

念融入其中，为治水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

律依据和制度遵循。不仅如此，相继出台

的《吉林省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

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精准弥补了劣

Ⅴ类水体治理领域的短板；《辽河流域水污

染综合整治联合行动方案》以及《吉林省辽

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综合规划

（2018—2035年）》的颁布，构建起科学系

统的辽河治理体系；而《吉林省“十四五”重

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印发，则进

一步明确了方向，着力提升区域水环境承

载力，为流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筑牢了生态根基。

“十四五”以来，省生态环境厅积极推

动57个水污染治理和保护项目进入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争取到国家资

金12.2亿元，为治水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同时，组织上下游、左右岸县

市签订区域水污染联防联控协议，通过完善

横向资金补偿、纵向资金奖励机制，充分调

动了各市县的积极性，使它们自觉融入“保

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

的良好治理格局。各地互相补偿5133万元，

落实奖励资金1.81亿元，这一系列举措不仅

促进了区域间的协同合作，更推动了水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精准管控

破解水质提升关键难题

精准管控是我省治水工作的关键一

环，也是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法宝。锁定

“两河一湖”（东辽河、饮马河、查干湖）重点

区域，创新推出“四个第一时间”水质管控

机制，依据东、中、西地域特性与流域特点，

因地制宜地实施“一河一策”“一源一策”

“一口一策”，精准发力，从水源到流域，全

方位筑牢了水质保护的防护网。

“重点顽疾要多关注、常摸底。”省生态

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刘中峰说，“我们

将水质波动较大、存在反弹风险的45个断

面列入重点管控清单，2024年更是加密监

测样本1080个，研判分析数据4320组，通

过严密的监测和科学的分析，为精准治理

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我省连

续6年开展污水直排口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紧盯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目标，压茬

式开展复核复查，建立起“受纳水体—排污

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链条监管模

式，有效遏制了污水直排问题。2024年，

完成2.28万公里河湖岸线排查，现有7190

个排口全部完成登记管理，同时，首次会同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对全省全

域入河排污口进行了卫星遥感影像采集和

解译，真正做到了排查无死角、无遗漏，大

大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在综合整治排查入河排污口的同时，

我省持续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收

集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推动其提标扩

能，着力补齐治水短板。“十四五”以来，全

省新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24座，管网2000

公里以上，76个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

一级A排放，82处县级城市建成区水体完

成排查，104条既有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

治久清。

重点攻坚

守护生态与民生福祉

“查干湖四季皆美，春赏开湖、夏来纳

凉、秋观芦苇、冬看冬捕，没事就爱来湖边

转转。”漫步在查干湖畔，居民王大爷感慨

道：“好环境、好生活，真是幸福啊！”

近年来，我省依托西部河湖连通工程，

累计投资26.7亿元，实施查干湖湿地保护

与恢复等项目24个，以查干湖为核心，通

过河道治理、引水灌溉、生态修复等工程，

巧妙调配利用洪水资源和灌溉回归水，实

现了松花江—查干湖—嫩江水体连通和

动态循环，让曾经的死水变成了活水，为

查干湖的生态修复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4年，我省出台《查干湖生态治理专项

工程实施方案 1.0版》，确定以“点源控

制、面源截污、内源治理、外水补给、生态

修复、强化管理”为治理思路的20项治理

保护措施。启动《查干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成效评估及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对

策研究》，实现专项研究点位全覆盖监测，

进一步提升了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同时，开展查干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对发现的7个重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确

保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如今，查干湖水质连年呈现整体向好

态势，生态保护硕果累累，生态旅游业风生

水起，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

区等荣誉不断加身，这块“金字招牌”在精

心呵护下越擦越亮，成为我省生态建设的

一张亮丽名片。

“因村施策”

绘就水美乡村新画卷

在珲春市英安镇富民村，冬日里皑皑

白雪覆盖着屋顶与田野，村头的小河虽已

冰封，但冰层下流淌的却是清澈的水流。

张大爷满脸笑容地说：“以前冬天污水横

流，河面冰又黑又臭，现在变干净了，村里

建了污水处理站，还有专人管，日子舒心，

环境也好！”张大爷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

对乡村水环境变化的真切感受。

在富民村建设的污水处理一体化全自

动运行厂站，日处理量500立方米，具备自

动切换、报警功能，满足了全村生活污水处

理需求。这一污水处理装置的投入使用，

彻底改变了过去生活污水随意“一倒了之”

的局面，实现了污水的有序处理和洁净排

放，让乡村的水更清、环境更美。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坚持因村施策，建管并重。2024

年，统筹省级污染防治资金3000万元，争取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19512万元支持项

目建设，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了坚实

的资金保障。编制《吉林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模式和设施运行管理工作指南》，确立

了采用“管网+治理设施”“改旱厕+粪污资

源化利用”的处理模式，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规范。值得一提的

是，我省启动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3

年行动，力求在3年内让全省农村生活污水

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截止目前，已新增

完成1398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治理（管控）率由 27.7%提升至

42.7%，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平安表示：“我

们将以改革创新为引领，以水生态环境质

量进一步巩固改善为目标，在机制创新上

寻求新突破，在监督管理上展现新力度，在

项目建设上实现新作为，逐步实现‘有河有

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目标。”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解锁水生态“向好密码”
—— 我省水生态环境保护走笔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马喆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春节假日过后，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

的松长高速一工区便已迅速行动起来，开启了新一年的建设征

程。目前，55名管理人员与68名一线施工人员已全部到位，为项

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

在抚松县松江河镇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项目部已

投入50多台套设备，全力开展主线、便道清雪工作。大型除雪设备

往来穿梭，将积雪快速清理，为后续施工打通道路。与此同时，水稳

站也已恢复备料，为即将全面开展的路面施工做好充足准备。

返岗伊始，项目部迅速召开了安全教育宣贯大会和复工复产

动员大会。安全教育宣贯大会上，安全负责人深入讲解施工安全

要点，让每一位员工将安全意识牢记心间；复工复产动员大会则鼓

舞了全员士气，明确了新一年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激发了大家的工

作热情。

目前，项目部按照既定施工计划，全面恢复施工生产。各施工

区域紧密协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进度，大家齐心协力，为松长

高速早日建成通车而努力。

松长高速一工区全面复工

“咯咯咯……”清晨，在图们市长安镇的延边来亿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打破了小镇的宁

静。记者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采访返乡创业的典型人物

汲长林。

在养殖场的鸡舍旁，记者见到了汲长林。他身着朴

素的工作服，眼神中透着质朴与坚毅。“我就是从延吉市

三道湾镇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我有着割舍不下的眷

恋。”汲长林笑着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2001年，我满怀

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去延吉市区闯荡，在一家知名食品

企业一路摸爬滚打，最后做到了延边州总代理。”即便事

业有成，可汲长林心中总有个声音在催促他：“再拼一把，

做点不一样的事！”

当决定创业时，大城市的繁华与资源也曾让他心动，

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仿佛有着无形的引力，最终

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在延吉开启第一次创业。2016年，

汲长林创立了延边来亿商贸有限公司，主营鸡蛋收购和

销售。回忆起那段日子，汲长林感慨万千：“那3年，我就

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天天往延吉的大型商超和批发市

场跑，磨破了嘴皮子，才终于和他们建立起合作。”

随着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新的问题来了。“没有上游

养殖，我们的产品就像没了根的浮萍，质量根本没法保

证。”汲长林皱着眉头无奈地说，“好多出口的大订单摆在

眼前，可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不敢接，心里别提多难

受了。”

于是，建一座大规模、高标准的蛋鸡养殖场，成了汲

长林日思夜想的奋斗目标。然而，养殖用地和资金缺口

这两大难题就像两座大山，横亘在他的创业之路上。

转机出现在一场招商引资洽谈会上。“当时去参加图

们市举办的洽谈会，我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着死

马当活马医。”汲长林笑着回忆道，“谁能想到，这一试，就

试出了转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上心，跑前跑后

地帮我协调，不仅在长安镇找到了这块梦寐以求的用地，

还帮我申请到了6900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2020 年，延边来亿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正式启动。

2023年，一期项目顺利投产，如今存栏蛋鸡25万羽，日产

蛋2万公斤，年产值达5000万元。走进现代化的鸡舍，一

排排整齐的鸡笼映入眼帘，自动化的养殖设备高效运转，

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而有序。

“现在，我们又开启了新的征程，专注特种蛋品开

发。”汲长林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在政府的牵线搭

桥下，公司和延边大学等院校合作，开发出了人参鸡蛋，

已经上市啦！市场反馈特别好，很多客户都成了回头

客。”

结束一天的采访时，夕阳的余晖洒在养殖场的屋顶，

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汲长林望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感慨地说：“是家乡和政府给了我创业的底气，让我能

在家乡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继续努力，把企

业做大做强，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发展潜力！”

一只鸡蛋的“梦想孵化”
本报记者 万双

招才引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2月12日上午11时10分，满载56个标

箱汽车配件的80285次货运班列从大连金港站准时发出，于次日

0时30分抵达长春兴隆山站。这是沈阳铁路局集团今年开行的

首趟大连至长春重点城际班列，标志着以大连地区为核心，链接

东北地区的畅通港、城物流通道正式形成。

近期，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公司代理一批进口汽车配件，需

要发运到长春及周边地区，后续还有5万吨运量。沈阳铁路局集

团根据货物路径需求，精心设计班列开行方案，采用直卸直装、

原车组直返的方式，开行大连至长春城际点对点一站直达班列，

进一步压缩货物在港口中转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据悉，该班列每周定期发运两班，一班发往中国一汽，另一

班根据船期和汽配厂需求灵活调整发运。运输过程中，沈阳铁

路局集团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确保计划兑现、空车调

配、装卸作业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同时，动态完善运输方案，逐

步增加专列开行频次，开发专列新去向，为更好服务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沈铁今年首趟大连至长春重点城际班列开行

空中俯瞰，辽河宛如一条蜿蜒丝带穿梭于城市之间，尽显城市与自然和谐交融之景。

蓝天白云下，查干湖湖水广阔浩渺，水草丰茂、绿意盎然，一条小船悠然穿行其中，尽
显查干湖自然之美与宁静祥和。

记者2月7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2025年2月4日，我国已
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7个统筹区开通医保钱包，能够进
行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国家医保局将全力推动其他地区开通，持
续优化相关业务流程。 新华社发 梁晨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