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长 王延军 总编辑 倪小玲 本期执行总编 葛伯荣 白城新闻网：www.bcxww.com

中共白城市委主办 白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13

本报公共电子邮箱：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七月十八 第10485期bcrbs0153@vip.163.com

指尖白城
（白城日报微信）

bcrbwx

本版主编 贾涤非 编辑 颜亦君 宫志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7℃。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火险1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12121。

生态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个关键节点，白城坚持把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生
态经济、生态扶贫、生态城市及“水、草、林、湿”等重点工程建设，取得了新成效，捷报频传,答卷靓丽。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奋斗新时代 美丽新白城——纵览生态鹤乡 讲述生态故事》专栏，以系列报道形式，充分宣传报道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上下统筹推进生态建设取得的突出成效和显著变化，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白城、了解白城、走进白城。

——编者

在蓝天、白云、清风的映衬下，放眼望去，洮南胡力吐蒙古族
乡的南山上，林丰草茂，果满枝头，处处花香鸟语，绿意盎然……
而20年前，这里曾是乱石满坡、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眼前所见
的南山和昔日脑海中所现的荒山如两个镜头在思绪中交替翻
滚，如果能用语言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那就是“震撼”。1998
年，洮南胡力吐蒙古族乡，蒙古族老人何殿起为了让荒山披绿，
秃岭染翠的绿色梦想，他不图回报，不顾家人的劝阻，以义务治
理和改造荒山为己任，每天早出晚归，封山育林，治山不止。

20年，弹指一挥间，10余个树种，几十种野花、药材，100多
公顷林草，6万多棵树木，10多万棵天然次生林……把这座昔日
的荒山装点得郁郁葱葱，满目生机。近日，记者在胡力吐蒙古族
乡见到了刚干完农活、正准备巡山的何殿起老人。已年过古稀的
他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土的布鞋，拿着铁锹的手上布满老茧，岁月
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活一天，
就要守着这座山一天，给后代留下一笔绿色财富。”望着满山的
绿色，老人的话语依然坚定，目光依然执着。20年，何殿起老人
种下的不仅仅是一片绿色，更是鹤乡人心中的希望和梦想。

期待，因为过去的岁月里——
这座生态之城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全国生态保护与建

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和“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一顶顶桂冠耀眼夺目。

憧憬，因为未来的征程中——
这座城市勾勒的蓝图是那样给力：以“生态”为统领，本着生

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理念，启动生态保护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推进“四大生态”工程，构建“六大生态”系统，着力打造吉林西部

生态屏障和特色生态产业基地……
如今，站在建设美丽中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大美鹤乡生态建设

成效凸显，草美林丰、湿地广袤的生态本底正在回归，而一切正预
示着，它将与生态鹤乡、魅力白城、宜居家园的现实最终相逢。

扮靓绿色本底 打造生态地标
风沙弥漫曾是老一辈鹤乡人心头抹不去的土黄色记忆。面

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世世代代生存在这里的鹤乡人梦寐以
求着有朝一日绿染山川，水碧天蓝。

面对这种局面，白城市委、市政府站在构建和谐白城高度，
大坐标审视，大手笔勾勒：规划生态“绿脉”、打造生态“绿肺”、
编织生态“绿网”，在瀚海大地接续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举市
三年大造林，加快治理荒漠化”和“三年再造百万林、建设西部
大屏障”“造林还湿双百万”活动。2015年以来，共完成造林
154.3万亩，湿地修复到870万亩，草原恢复到657万亩，林地增
加到680万亩，规模化种植燕麦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2%，
被国家评为“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单位”……一道道绿色屏障锁住
了风沙肆虐的脚步，让鹤乡大地染上了新绿、让荒山披上绿装，
打造出了一个绿色州府。

描绘蓝色新图景、引得源头活水来、构建魅力塞上水乡。鹤
乡——草原之城，滨江依河傍湖，因水而兴，得水独厚，素有“中
国东北水乡”之称。

白城生态核心问题在“水”，如何作好水文章，破解水“瓶颈”，
白城市委、市政府给出了全新的答案：紧紧围绕“三条红线”“四项
制度”，突出白城滨江、滨湖生态特色，构建六大体系，确定白城市

五大水生态文明主题，打造独具特色的“水系为韵、生态白城”，构
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体系，重构魅力塞上水乡。

有水则兴，无水则衰。近年来，白城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大
安灌区、分洪入向、河湖连通工程等建设，为水生态建设增添新
鲜“血液”。截至目前，河湖连通工程全面告捷，124个水库泡塘
全部连通，新增蓄水量15.9亿立方米。

“想金山、盼银山，守住耕地是靠山”，这是鹤乡人最平实的
想法。近年来，白城市紧紧围绕构筑吉林西部生态屏障的战略部
署，大力实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
治，让万顷荒地变良田、生态建设可持续。尤其是去年以来，推广

“劲草一号”、燕麦治理盐碱地示范项目，通过以草治碱防沙兴
牧，恢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让草原成为白城最耀眼的生
态名片，打造吉林西部生态地标。目前，共完成土地整理项目53
个，整理土地面积12.04万公顷，新增耕地面积7.03万公顷。

构建生态格局 厚植发展优势
白城的水、林、草、湿，包括地、气、风、光都是非常宝贵的资

源，也是财富，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尤其是近年来，白城先后

被国家列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市”“国家首批海绵城市”和“水生态文明示范市”。这些国字号

“金招牌”，对于我们打造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创造了有利
条件、厚植了发展优势。

打青山绿水牌，唱生态农业戏。绿色生态农业是白城的一大
亮点。近年来，白城市坚持用项目载体、企业模式、生态理念谋划
和推动农业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农牧渔业
资源中找工业，促进三产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抓好
猪牛羊驴、燕麦、绿豆等特色基地建设和精深加工，推行绿色生
产方式，打造“白城弱碱”“东方燕麦之都”“中国特色杂粮之城”

“生态牧业基地”等特色品牌，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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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鹤乡生态鹤乡 印象家园印象家园
———白城市生态建设综述—白城市生态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翟向东翟向东//文文 李晓明李晓明//摄摄

向海鹤舞——吉林八景，誉满天下。

↑白城燕麦——健康产业，品牌引领。
↓水清岸绿——洮儿河奔流，润泽鹤乡。 驭风逐电——清洁能源，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