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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进行时

盛夏的招苏台河，热风拂过，层层碧波

轻吻着河岸，阳光在水面上碎成金箔，蜿蜒

流向四平市梨树县辽阔的黑土粮仓。

“现在的招苏台河，环境顶呱呱！”家

住招苏台河岸边、梨树县梨树镇马地方

村的村民孟祥权说：“不仅岸上绿树成

行，水里的小鱼也变多了，现在的景色确

实美！”

为了让招苏台河成为水清岸绿的美丽

河湖，四平市梨树县累计投资近25亿元，统

筹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

全面推进招苏台河流域治理，交出了一份

从“浊”到“清”、从“枯”到“沛”、从“荒”到

“美”的生态答卷。

由“浊”到“清”

美丽底色日渐清晰

招苏台河是辽河左岸一级支流，是梨

树县境内仅次于东辽河的第二大河，也被

称作梨树的母亲河。在孟祥权记忆中，原

来的招苏台河远不如现在：“水都断了，远

处的河道里还有人种苞米，有水的地方看

起来也埋埋汰汰的。”

曾经，招苏台河面临水质波动、生态空

间萎缩的难题：河岸缓冲带被农田挤占，城

市河道硬化破坏生态，加上村屯生活垃圾

与畜禽粪便随意堆放，个别年份断面水质

甚至劣于Ⅴ类。

为破解困局，四平市打响治污攻坚战，

一场让河水由“浊”到“清”、擦亮招苏台河

美丽底色的攻坚战就此展开。

去浊，要从源头清理。梨树县高位推

进河湖清理垃圾专项行动，直击要害，由梨

树县政府督查室与县河长办强强联手，对

全县河流实施“清河行动”，以“四不两直”

方式进行暗访检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2018年以来，县、乡、村三级河长与469名

河道保洁员，累计清理河道垃圾10万立方

米，清除河道内高秆作物40公顷。为控制

垃圾产生源头，梨树县加强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推动建成区内垃圾日产日清，建设了

22座垃圾转运站，覆盖全县21个乡镇304

个行政村，每天转运垃圾600多吨，彻底堵

住了垃圾入河的源头。

减污降浊直指两岸村镇农业面源污

染。“我们每年建立15至30个化肥减量增

效示范区，推动招苏台河两岸更多村镇应

用配方肥、缓释肥。”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工作人员刘亚军介绍，梨树县积极开

展化肥减量行动，结合本地作物种类、土壤

类型等条件，因地制宜推广秸秆还田、机械

深施、种肥同播等技术，通过绿色手段提升

土壤肥力，力求将农业面源对水质的影响

降至最低。

攻坚带来“清澈”成效。如今，第三方

检测机构连续多年监测显示，招苏台河水

体无黑臭，清澈的河水映着岸边绿意，成为

夏日里的清凉风景。

由“枯”到“沛”

招苏台河丰盈水源焕活力

现在的招苏台河，河水汤汤，丰沛柔

美，谁曾想到，这条河也曾面临部分河段断

流的缺水“困境”。

如何破题并充盈母亲河？中水回用建

设应运而生。为缓解河水断流、地下水短

缺等问题，梨树县谋划建设了规模为

10000m³/d的中水回用项目。

该工程包括新建供水管线、改造污水

处理厂内再生水设施等，新建中水管线8.6

公里，改造供水设施设立回用水鹤5座。完

工后的五年间，为梨树县城区提供的再生

水利用量累计达700余万立方米，再生水回

用率26.44%，不仅为招苏台河补充了水源，

也为后续南河公园等亲水建设项目提供了

丰沛支持。

颗粒归仓，为让更多水源被收集，梨树

县强化涉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建设

污水厂（站），实现全县21个乡镇覆盖，配套

新建管网40.3公里。

“我们不仅建设了污水运输管网，更加

强了雨水管网等设施的建设。”治理招苏台

河攻坚打响，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

局局长杨春刚介绍，梨树县共新建污水管

网67.8公里，新建雨水管网93.85公里，改

造雨污合流管网11.05公里，老旧管网改造

10.39公里。截至2023年末，全县共有排

水管网254.975公里，剩余5.51公里雨污

合流管网计划2025年末改造完成。

“南河公园这边环境特别好，亮堂又干

净，我们天天晚上来这边跳广场舞。”家住

南河公园边的王晓梅阿姨对这里的环境赞

不绝口。为让招苏台河成为群众亲水、近

水的乐园，梨树县巧借中水回用，建设了南

河公园。公园位于招苏台河左岸一级支流

城南河，充分利用南河湿地资源，建设生态

护岸2500米、生态环湖路4500米、绿化面

积9.9万平方米，通过中水回用涵养水源、

降解污染，不仅提升了招苏台河水质，改善

了缺水状况，还疏通了南河河道。这座水

源丰沛的近水乐园，已成为当地群众休闲

娱乐的首选之地。

由“荒”到“美”

生态画卷全民共享

水美了，河岸也要“绿”起来。梨树县

以系统治理破解“水美岸荒”难题，让母亲

河从“丰沛水源”升级为“生态画廊”。

整治河道2公里，建设湿地总面积20

万平方米……梨树县实施招苏台河河道治

理及湿地建设项目，从水面到岸边全方位

治理。

盛夏的招苏台河湿地，菖蒲与睡莲在

风中摇曳，2万余株乔木灌木沿河岸铺开绿

毯，白鹭掠过10万平方米水面时惊起涟漪。

“通过系统施治，招苏台河六家子国控

断面由‘十三五’初期的劣Ⅴ类，到2023—

2024年稳定达到Ⅲ类，完成了水环境质量

的华丽蝶变，境内招苏台河全流域国控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实现100%。”四平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郭宏宇说，湿地建成后，不仅丰富

了招苏台河的物种，更有效降低COD、氨氮、

总磷等污染指标，增强了水体的自净能力，

改善水环境质量。

在招苏台河流域，5010公顷耕地正经

历从“种粮”到“护河”的转变。梨树县完成

21条河流、15个乡镇的退耕还河土地流转，

建设408公顷水源涵养林，栽植90万株苗

木。2024年，梨树县全面完成流域“光板

河”现象综合治理的林木补植行动。

从“浊流断河”到“碧波绿岸”，招苏

台河的嬗变是梨树县践行“两山”理念的

生动注脚。当 20 万平方米湿地泛起粼

粼波光，当 90 万株苗木在风中沙沙作

响，这片黑土地正以水为墨、以绿为笔，

书写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民生答

卷——因为最好的生态，从来都是全民

共享的幸福底色。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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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凭借科研和产业等

方面优势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吸引了无数外出打拼的游子纷纷回到

家乡，开启新的创业之旅，胡啸鹰就是

其中一位。

“20多年前，离开家乡是为了更

好的发展机遇与发展环境，今天我

们选择回来投资其实也是一样的，

家乡的变化给了我创业的底气。”胡

啸鹰说。

胡啸鹰，地地道道的长春人。

2001年，吉林大学硕士毕业的他，只

身前往上海寻求发展，在建筑节能系

统领域发力。十余年时间，胡啸鹰的

团队参与了上海世博会、环球金融中

心、新天地购物中心等一系列大项目

的建设工作。2019年末，一个偶然的

机会，让胡啸鹰开始聚焦生物技术领

域，并与自己的家乡再次关联起来。

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建设领域，

他的团队通过和上海农科院合作，利

用微生物技术，解决处理这些有机垃

圾、有机废弃物，在胡啸鹰看来，家乡

无论是在教育、科研等方面都是有优

势的。项目需要强大的科研能力作为

支撑，胡啸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

的母校——吉林大学。为了这个项

目，胡啸鹰和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校友们多次深入家乡的农村实地考

察，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了新方

向，那就是将微生物技术运用在农村

的“厕所革命”上，研发无需用水的生

物降解马桶。

“生物降解马桶的核心技术就是

里面的微生物菌剂，这个微生物菌剂

就是我们和吉林大学研究出来的专利

技术。”2020年，第一代生物降解马桶

成功研发并投入生产。胡啸鹰先是在上海市一些老旧房屋做了试

点，取得较好效果后，将产品带回家乡，在和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接

触后，产品很快就被安排进行试点测试。

“家乡这边的营商环境很好，无论是产业园区及相关政策对我

们都很有吸引力。”胡啸鹰说。

目前，第二代生物降解马桶已经在我省安装了200多套，效果

良好，胡啸鹰也决定将产品的生产基地从浙江和广东迁回家乡。

眼下，胡啸鹰和他的团队还在攻关用微生物降解技术来处理

农村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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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司乘人员的平安出行，离

不开高速工作者的默默守护。近期，吉高

集团接连上演暖心救援，用行动诠释责任

与担当。

收费站里的紧急救援

集双高速柳河东收费站内，一辆轿车

突发状况。值班站长王雷巡查时发现该车

驾驶员面色苍白。接受过应急培训的他立

即行动，迅速将大叔转移至后座，驱车15

分钟直达医院。从挂号到陪检，王雷忙前

忙后，制服被汗水浸透。驾驶员的亲属紧

握他的手致谢，王雷却笑着说：“这是高速

人应该做的！”

隧道突发火情11分钟速处置

珲乌高速老爷岭隧道内，轿车自燃险情

突发。天岗养护工区立即启动预案，路巡与

值守人员协同作战：布置警戒、开启消防设

施、扑灭明火、疏散人员，11分钟高效处

置！驾驶员感激不已：“多亏你们，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及时行动为消防救援争取时

间，成功守护隧道安全。

冒烟轿车 暖心检修化险情

大广高速深井子收费站，收费班长崔浩

哲发现一辆轿车发动机冒烟。值班站长司

学栋迅速携工具赶过去，确认因冷却液不足

致“开锅”。他开盖散热、添加防冻液，还贴

心叮嘱驾驶员要经常检修。驾驶员想付费

致谢，被司学栋婉拒：“保障安全是职责，分

文不收！”

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回回暖心相助，吉高

集团工作人员用专业与热忱，为高速出行筑

牢安全屏障。他们是高速路上的“守护者”，

用行动传递温度，让平安旅途更有“底气”，也

让“高速为民”的担当，在一次次救援中闪光。

15分钟救援 11分钟抢险——

吉林高速人用行动诠释“速度与安全”
本报记者 邹鹏亮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天气炎热，冷饮热销。美团平台最

新数据显示，最近一周，平台上吉林省茶饮团购订单增幅位列

前五。

6月 24日，美团团购发布的夏季消暑美食洞察数据显示，

进入6月，全国有关“消暑美食”的搜索量较上月激增36倍以

上，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州成夏日餐饮消费热门城市。

高温天气下，“即时消暑”需求增多，线上平台以“在线提

前点，到店即取免排队”的秒提模式实现门店和用户更高效的

连接，助力夏日经济增长。最近一周，美团平台上有关“秒提”

服务的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16%。

随着影视剧热播，荔枝成为今年暑期饮品界的新晋之

秀。过去一个月，全国已经有83万人次通过美团“秒提”下单

荔枝饮品，“广东荔枝”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20%，有网友感慨，

贵妃吃荔枝是奢望，现在荔枝鲜果 30分钟到家，荔枝冰饮秒

提不用等。

线上线下融合浪潮下，“冰品效应”不断扩大，带动城市餐

饮消费焕发新生。近日，北京奶皮子酸奶成为多家餐饮老字

号的线上热销单品，北京酸奶类线上团购订单量跃升全国首

位，同比增长近30%。

冷 饮 消 费 强 劲 增 长

本报讯（记者叶爽 通讯员任海军）近日，省审计厅针对

2022—2024年中央和省级外经贸发展资金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涉

及资金总额近8亿元。此次审计旨在强化专项资金管理，提升使

用质效，推动外经贸领域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审计聚焦专项资金在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外贸结

构、发展新业态等关键领域的作用发挥，全面揭示政策落实、分配

管理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原因、提出改进建议，以保障

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与有效性。

除了明确目标任务，在内容方面也有着重点安排，涵盖重大政

策落实制度执行、资金分配流程、管理使用状况及绩效管理等多个

维度。针对政策落实，着重检查主管部门制度建设与执行；在资金

分配环节，紧盯项目申报审核、项目库建设；对于资金管理使用，关

注预算执行、日常监督；同时，对绩效管理的全流程进行细致审查，

精准定位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开展外经贸发展资金专项审计调查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王超）长春站自2025年7月1日

零时起实行新运行图。此次调图，长春站的运输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其中长春站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55列、长春西站安排图定旅

客列车163列、龙嘉站安排图定旅客列车51列。

7月1日起，长春至北京最快旅行时间为3小时36分，较现图

压缩17分钟，长春与首都间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

调图后，加开长春（西）至吉林间C1235/6、C1237/8次旅客列

车，城际列车开行密度进一步增加，为构建现代化都市圈注入新动

能。此外，部分列车始发、终到站也进行了调整，长春至广州间的

T122/3、T124/1次改为广州白云终到、始发，长春（吉林）至大连间

的G8002/9次改为大连北终到、始发。

长春站7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运行图

盛夏时节，四平市条子河西湖湿地，水面微波荡漾，空气清新宜人。

◀招苏台河支流条子河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