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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四生态环保督察组举报电话和信箱

吉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交
办白城市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

洮北区16件、大安市6件、通榆县6
件、洮南市5件、镇赉县3件、经开区1
件。

37 件 中 ，涉 及 大 气 污 染 类 占 比
29.5%；生态破坏类占比18.2%；水污染类
占比15.9%；油烟污染类占比9.2%；垃圾
污染类占比6.8%；扬尘污染类占比6.8%；
其他类占比13.6%。

吉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6月23日交办案件统计情况

扬 帆 起 航 再 出 发
——通榆县改革开放40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王 超

获得“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城”“全国绿化
模范县”等荣誉的镇赉县，在
脱贫攻坚村屯整治工作中没
有丝毫懈怠。在过去的两年
里，全县上下高度重视村屯
环境整治工作，在镇赉镇架
其村、西乃力村，黑鱼泡镇岔
台村等村屯，随处可见平坦
宽阔的村路、整齐美观的围
栏、成荫的绿树、芬芳的花
草，还有路灯、文化广场等完
善的基础设施。在每一户农
家院里，都能看到整洁的院
落、窗明几净的房屋……

在镇赉县脱贫摘帽百日
攻坚期间，更多的村屯在各
级党委、政府，以及包保部门
和村民的努力下，华丽转身，
从原来的脏乱差，变成了如
今美丽整洁的新农村。

图①镇赉镇架其村整齐图①镇赉镇架其村整齐
的村容的村容。。

图②黑鱼泡镇包金台村图②黑鱼泡镇包金台村
党群服务中心前正在建设中党群服务中心前正在建设中
的村民活动广场的村民活动广场。。

图③黑鱼泡镇岔台村危图③黑鱼泡镇岔台村危
房改造后农民漂亮的新房房改造后农民漂亮的新房。。

图④镇赉镇西乃力村安图④镇赉镇西乃力村安
全引水工程解决了村民吃水全引水工程解决了村民吃水
难题难题。。

华丽转身的镇赉乡村
——镇赉县脱贫攻坚村屯整治掠影

●本报记者 张风/文 李晓明 马彬/摄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 见习记者徐婉
玥）白城市农科院是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
术研发中心、国家燕麦改良中心、吉林省燕
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吉林省燕麦育种重
点实验室、燕麦原种繁育基地、国家燕麦引
智基地、国家燕麦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依托
单位。近年来，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白城市
农科院引进和利用资源再创新，取得了多
项科研成果。

白城市农科院从1998年开始进行燕
麦育种试验研究，20年来，共培育出白燕1
号至白燕20号共20个燕麦品种，并在吉
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西藏
等十几个省、自治区大面积推广。

其中，白燕2号品质表现和适应性都
非常好，在全国推广面积非常大。目前，在
全国17个省市区都有种植，累计推广种植
面积已达上千万亩。

经过反复的试验和研究，白城市农科
院还成功发现了燕麦光照不敏感基因，至
此，燕麦实现了一年两季栽培。白燕8号、9
号、10号和15号属于国内突破性成果，可
以做两季栽培。因为燕麦属于长日照作物，
很难做到两季栽培，因为光照不敏感基因
的发现，使燕麦在下茬能够播种，目前已经
完成了基因的克隆和定位，下一步，将高效
利用基因进行燕麦种植。

在一年两季燕麦栽培技术成功的同时，市农科院在耐
盐碱品种和盐碱地栽培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2018年，白燕20号在我市盐碱地种植，它的种植，可以很
好利用和改良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白燕
20号的大面积推广，对盐碱地综合利用具有巨大作用。

在育种技术上，经过数年研究，市农科院进行的花药培
养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花药培养可以提高育种效率，缩
短育种周期，能够更好更快地育种。目前，花药培养技术已经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必将推动我市燕麦产业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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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第五届“体彩·竞彩杯”
老干部门球赛圆满结束

四十年风雨兼程，沧海桑田；四
十载波澜壮阔，激情澎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鹤乡通榆迎
来了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新时
代。一曲曲乐章讴歌了精神的伟力，
一组组数据记录着发展的奇迹。2017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3.7亿
元，是1978年的66倍；固定资产投资
突破百亿大关，地方级财政收入实现
6.39亿元，增速16.4%，位列全省县市
第三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21235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8943元，分别在1978年的基础上实
现了翻6番和翻7番。通榆，已然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张蓝图画到底：绘就
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一个地方的崛起必有他所秉承
的发展理念，一个县域的跨越必有他
所坚守的发展之道。作为国家级重点
生态功能区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试点

示范县，生态建设注定要成为通榆发
展永恒的主题。40年来，历届县委、县
政府始终把生态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一届做给一届看，一茬接着一茬干，
围绕生态抓保护、上项目、促发展，确
保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特别是近年
来，在“三个功能定位”“三县”建设和

“三个名城”一脉相承的发展思路基
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以“生态经济景
观”三位一体理念建设“生态经济城
市”这一指导全县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的思想体系，完成了通榆发展史上一
次重大思想革命。全县上下迅速形成
共识，浓墨重彩地谱写了赶超奋进、
加速崛起的恢弘乐章。为了从根本上
改善生态环境，通榆县率先从水的文
章做起，谋划并综合实施了引进外来
水、滞留过境水、贮存地表水、持续供
应水、保护地下水、节约使用水、利用
循环水“七大治水方略”。同时，借助
实施河湖连通工程，全方位改善生态
环境甚至气候条件，全县生产、生活、

生态用水需求得到较好满足，从“十
二五”初期的用水极度危机到现在的
水润鹤乡局面，通榆水环境恢复到
1970 年以来的最好状态。全县水、
草、林、苇、湿，生态覆盖率提高到
63.4%。生态的好转促进了经济发展，
绿水青山带来了金山银山。借助良好
的生态资源优势，我们积极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环保产业，
虽然通榆为此放弃了炼钢、煤化工等
高耗能的利税大户，痛失了一点眼前
利益，但却收获了长远的生态经济效
益，并且这种生态经济效益正在逐年
显现。2017年，全县四大生态主导产
业所创造的产值和税收分别占到了
全县的67.4%和70.8%。

一个主题作支撑：推动
了县域升级和突破跨越

近年来，通榆县紧紧围绕“生态
经济城市”建设，科学确立了四大主
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实现了突破跨

越。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
成。通榆县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素有

“吉林风电天下甲，通榆风电甲吉林”
的美称。面对风电输出难题，通榆县
委、县政府不服输、不气馁、不放弃，
以空前的政治担当勤勉作为，通榆瞻
榆500千伏变电站及输电线路、扎鲁
特旗至青州特高压输出线路通榆瞻
榆（昌盛）500千伏输变电项目先后全
面投产运营，破解了制约发展的最大
瓶颈。15万千瓦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润雨生物质发电项目开工建设，善能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启动前期工作，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有序推进。目
前，全县已并网发电风场99.5万千
瓦，在建风场180万千瓦，后续600
万千瓦风电正在规划建设，通榆千万
千瓦风电基地正在形成。绿色农畜产
品深加工产业方兴未艾。全县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达到47家，农业专业
化种植基地达到260万亩。全县认证
绿色食品4个、有机食品34个、无公
害产品88个。吉运牛、咱家鸡、歌珊
驴、牧原猪、亨通羊、天意辣椒、天成
蔬菜等大型现代农牧业产业化项目
的布局和兴建，勾勒出了通榆现代农
业和乡村振兴的美好宏图。生态旅游
产业逐步向县域支柱产业迈进。向海
晋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万
亩包拉温都天然野生杏树林、万亩兴
隆山蒙古黄榆林等景区景点旅游设
施和功能不断完善，建成了集国内外
当代书法名家的书法作品、碑刻艺术
和园林建筑艺术于一体的书法文化
传世园林——墨宝园，慕名而来的国
内外游客络绎不绝。2017年，通榆县
接待游客51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4.1亿元。传统与现代服务业

稳步提升。围绕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构建城市综合体、城乡市场流通
体系、电子商务平台。有效推进了传
统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和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壮大，城市服务功能日臻完
善。探索出了以政府背书、基地支撑、
统一品牌、营销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县
域电商“通榆模式”，成为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试点示范县。2017年，全县
电商交易总额8.79亿元。

一份情怀系民心：换来
了累累硕果和幸福安宁

道行致远，不忘初心。40年来，通
榆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增进人民福
祉，增加群众收入、增强百姓获得感，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本着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让全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
子，通榆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在学
有所教、病有所医、困有所助、劳有所
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上持续发力，
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增强。

探索精准脱贫之路，认真做好顶
层设计，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统筹推进“13+”扶贫
模式，创新实施庭院经济，抢抓国家
和省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及国贫县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机遇，将
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
设等政策资源有机结合，成功打造易
地扶贫整村搬迁“陆家模式”，全县共
实施整村搬迁村31个。一个个有力
的措施，为通榆人民的全面小康铺平
了道路。

结合通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
平安建设的现实需求，（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 见习记者吴冰）6月20日，由白城
市老干部门球协会主办，白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承办的白
城市第五届“体彩·竞彩杯”老干部门球赛在市门球馆开赛。
原市级领导、市老干部门球协会主席王文成为比赛开球。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各县（市、区）、市直（中省直）部门的
25支代表队近200人参赛，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和淘汰
赛，共60场比赛。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通榆县草原打井队、吉林省畜牧
业学校代表队和白城市国家税务局一队分别获得冠亚季
军。本次比赛展示了全市老干部的精神风貌，对进一步丰富
老同志体育文化生活和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记者姜宁 见习记者吴冰）
为了推动全省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好人、
争当好人的氛围，近日，我市开展了“白
城好人走进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各县（市、区）
也同步开展了此项活动。

洮北区瀚海爱心公益协会会长张成
波；白城市常青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理事长、吉青家园白城市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服务阵地负责人常允受邀来到白
城师范学院和白城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他们用生动的事例和质朴的语言，向

现场1000余名青少年分享了自己人生道
路上的感悟，用真心、真情感染了每个人。

青少年们纷纷表示，白城好人是我
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是可以

学、能够学的标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
向身边好人学习，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
行者。

我市开展“白城好人走进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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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通榆飞速发展，如美丽的丹顶鹤，干青云而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