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4 本版主编 颜亦君 编辑 车丹萍 汪伦2020年8月28日 国内新闻

广告经营许可证:吉工商广字07001号 本报地址:白城市中兴西大路43号 邮政编码:137000 总编办（传真）:3340153 一版编辑部:3340384 二版编辑部:3340142 三版编辑部:3341760 广告部:3323838
白城周末编辑部:3340401 新闻热线：13943450687 13943604545 白城新闻印务有限公司承印:3333467 白城日报社发行公司发行:3325560 零售：1.50元 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举报电话：3340153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吉林省玖缘酒业有限公司年产2000t白酒酿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项目

位于白城市平安镇永平村。企业投资1000万元，年产优质白酒2000t。
二、征求意见稿及公参表
（1）征求意见稿下载
环评单位已按相关要求编制了该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https://

www.eiabbs.net/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91。
（2）公参表下载
公 参 表 下 载 链 接 为 https://www.eiabbs.net/thread-317327-1-1.

html。
三、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吉林省玖缘酒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王超
联系电话：13154378067
评价单位：吉林昊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前进大街2266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3304319095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事项：公众可以就本项目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

的影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可关注如下一些问题：项目的建设对区域
环境的影响如何、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如何；是否同意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建设环
保方面的其它意见及建议等。

五、公众意见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将公参

表填写完整后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信函，并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
工作的意见看法。

吉林省玖缘酒业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7日

吉林省玖缘酒业有限公司年产2000t白酒酿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于2020年
9月 4日上午 9:30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北京牌BJ5030XQC1小型越野客车一辆，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5年3月9日，参考价格：1.32
万元，竞买保证金3000元；

2.红旗牌CA7202E3小型轿车一辆，注册登记
日期为2002年11月7日,参考价格：2520元，竞
买保证金3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自行到车管部门核查车辆信息

后，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账户名：吉林省
天盛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白城洮
北支行，账号：2200 1666 2380 5500 0260，汇
款用途：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交款账户与竞买登
记姓名须一致。

拍卖标的展示及报名登记时间：2020年9月2
日至3日16：00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网络竞买登记咨询电话：0436-3245000
看车联系电话：17604360620

拍卖公告

绘就碧水清流新画卷
——辽源市东辽河治理发展纪实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8月下旬，东辽河两岸绿树成荫，水草丰茂，
野鸟翔集，各色野花争芳吐艳。

近年来，辽源市全面开展东辽河污染治理和生
态修复工程，深入实施百万亩造林工程、百公里河
道治理工程、百万亩良田建设工程，做活林水田三
篇文章，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目前，东辽河河清断面34年来首次达到四类
水体，百万亩造林完成45万亩，累计治理河道
143公里，高标准农田达到194万亩。

科学治理 摘掉“污染帽”
“在附近居住了10多年，以前经过这个桥时臭

气熏天，得捂着鼻子跑过去！”辽源市民纪绍贵谈
起现在的变化，难掩激动，“河水不浑了，也没味
了，河清水净的，鱼儿鸟儿都回来了，心里可敞亮
了！”

仙人河，东辽河一级支流，19.3公里河道，在
辽源由北向南穿城而过。由于建成区污水管网老
旧、主管线截污不彻底，雨污分流比例低等原因，
造成大量污水直排入河，加之沿河垃圾、粪污遍布
导致仙人河水质严重劣化，河水发黑且臭，鱼虾绝
迹，登上了“国家黑臭水体”的“黑名单”。

防污治污，治本清源。2018年，辽源市吹响
仙人河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的冲锋号。邀请专家组
六访辽源，制定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全面启动
45项污水治理工程。2019年4月，仙人河底泥土
清淤工程动工。

清淤时，工人们戴着防毒面具，在9栋横跨河
面的“盖板楼”下一镐镐、一锹锹地进行人工清
理，一条仙人河，竟足足清出了13万立方米的垃
圾、淤泥。

2019年6月27日，仅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间

仙人河清淤工程竣工，黑臭水体全面消除。
仙人河清淤工程仅仅是东辽河污染治理工作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辽源市通过实施截污控污工
程，改造迁移截污干管29.88公里，实施管网修复
与混错接改造工程，完成物探检测243公里、管路
清淤13.4公里。已建设完成排水管网64.16公里，
全市 90%区域实现了雨污分流，污水收集率由
2018年的90%提高到91.68%。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能力由原来的10万吨增至16万吨，在出水水质一
级A的基础上，氨氮稳定达到了2mg/L以下，已
实现稳定运行，污水处理率由2018年的86.1%提
高到95.81%。

绿色发展 戴上“生态冠”
走进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山下，小桥流水

人家；山上，成片的人工种植林木，栽种的元宝
枫、红松、柞蚕林、黑果花楸等苗木长势喜人，绿
意盎然。

为实现东辽河永畅长清，保护流域上游生态屏
障，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
保护与修复，2019年，辽源市积极探索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通过“百万亩造林工程”，
扩大全市森林覆盖率，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叠加。

“百万亩造林工程”即对全市被侵占的林地、
水源地周边、河流两侧缓冲带、容易对黑土地造成
风蚀水蚀及不宜耕种的山坡地，全面实施涵养林建
设，总面积6.9万公顷，总投资100亿元。重点实
施“5311”工程：“5”即以红松果林、大榛子为
主的坚果类，以黑果花楸为主的长白山浆果类，以
元宝枫为主的木本油料类，以柞树为主的放养类和
以龙丰、龙冠、梨等为主的五大林果类；“3”即

其他经济林、林下菌菜和林下养殖；两个“1”分
别指绿化苗木产业和生态旅游（康养）产业。推进
红松果材林基地、林木种苗基地、经济林基地、林
下种养基地、生态旅游（康养）及森林研学基地和
林产品产业园区5基地1园建设。

“以前当地主要种植玉米，但是由于玉米根
系无法固定土壤中的养分，致使表层土壤易被雨
水冲走，流到河里变成难以清理的淤泥，这对于
当地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极为不利。现在，对
被侵占的林地、水源地周边、河流两侧缓冲带、
不宜耕种的山坡地等开展造林，既留住了山上的
水土，又保护了山下的河流。”谈起经济收益，
辽源市林业局副局长李东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
账。“这100万亩林地涵养水源相当于新建10座
200万立方米的水库；每年吸收二氧化碳6.9万
吨，释放氧气5.0万吨。”

种了几十年玉米的村民李财去年也“改行”种
起了树。“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改种水源涵养林，
我家17亩土地已经流转出去了。”李财说，除了土
地流转收益以外，村民们有的在当地企业打工，有
的在本地维护水源涵养林，收入明显高于以前。

下一步，辽源市计划促进元宝枫、柞蚕林、红
松、黑果花楸、果树等特色产业发展，带动食品加
工业、旅游、康养等相关产业，实现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包括打造东辽河“寻源之旅”之内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8月26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团泽镇团泽居村民在地里收割高粱。
眼下，贵州省遵义市种植的100多万亩酿酒高粱喜获丰收，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

收、晾晒高粱。近年来，遵义市依托成熟的酱香白酒产业，大力推进高粱种植规模化、标准
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常年种植高粱100万亩以上，涉及全市14个县（市、区）184个
乡镇29万余户农民。酿酒高粱映红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之路。 新华社发（罗星汉摄）

新华社哈尔滨8月27日电（记者董宝森）记者从黑
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第三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将于9月4日—5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举办。本届大
会以“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为主题，旨在提振旅游
业发展信心、加快文旅市场复苏。

据介绍，大会将呈现全新的“办会”模式，针对当前
疫情形势，在传统线下办会的同时，重点增加了线上板
块。大会将引入线上数字化会务形式，并通过网络推流直
播、视频平台实时互动，宣传推广重点旅游项目。

此外，在观摩线路上，主办方把中俄边境游、五大连
池康养游作为主线打造，还设计了文化历史古驿路游、红
色传承游、生态避暑游等多条辅助线路，为不同群体提供
相应的“旅游体验菜单”。

作为本届大会承办地的黑河市，近年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以跨境游、生态游、康养游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体系更
加完善，旅游品质实现大幅提升。

黑龙江加快文旅市场复苏

这是8月26日拍摄的石家庄地铁2号裕华路站。
当日，石家庄地铁2号线一期开通运营，这是石家庄市、也是河北省第三条投入运营的

地铁线。石家庄地铁2号线一期是石家庄市中心城区南北向骨干线，线路全长15.5公里，设
15座车站。 新华社发（张晓峰摄）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高敬）记
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今年第8号台风“巴
威”的中心已于27日上午8时30分前后在
中朝交界附近的朝鲜平安北道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2 级 （35 米/
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中央气象台
8月27日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受台风影响，27日至28日，渤海、渤
海海峡、黄海中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
中南部、辽宁大部及沿海、山东半岛及其沿
海将有6至7级大风，其中，黄海北部和黄
海中部偏北海域、辽宁南部及沿海、吉林西
南部、山东半岛东部沿海的风力有8至11
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
可达11至12级，阵风13级。

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大部、辽宁东部、
内蒙古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
中，黑龙江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东部等地公众切勿随意外出，警惕强
风雨天气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
害、城乡积涝等。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说，北上
台风很少正面袭击东北地区，一般其走到东
北时能量已基本耗尽，所以登陆时的强度普
遍在热带风暴级，个别可达强热带风暴级。而
此次“巴威”以台风级强度在中朝交界附近地
区登陆，需特别注意防范其带来的风雨影响，
尤其是大风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台风“巴威”已登陆

将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风雨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7日电（记者魏婧
宇）内蒙古深入开展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
动，不断完善防治措施，继在全区范围内消
除碘缺乏病之后，又于日前宣布消除大骨节
病和克山病病区。

近日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卫生与人群
健康状况报告 2020》 中的数据显示，至
2019 年底，内蒙古 18个大骨节病病区旗
县、12个克山病病区旗县均已达到消除标
准。

内蒙古综合疾控中心地方病和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所长夏雅娟说，内
蒙古从2017年开展了地方病现况调查，进
一步摸清病区范围和病情现状，针对病因采
取防治措施。

在大骨节病病区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
改善项目和易地育人，让适龄儿童集中食
宿，远离家庭居住地的致病环境。此外，在
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搬迁，改变以往
种植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产业及公共
服务配套。

将大骨节病和克山病患者纳入慢性病管
理，在尊重患者意愿的基础上应治尽治。按
照分级诊疗原则，自治区、盟市以及各病区
旗县设立三级患者救治协议定点医院。加强
患者的社区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其建
立健康档案，进行个案管理，落实随访和签
约服务管理措施。

近年来，内蒙古地方病综合控制措施落
实到位，防治工作取得成效。“内蒙古的地
方病主要有地方性砷中毒、饮水型地方性氟
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碘缺乏病等地球
化学性疾病。”夏雅娟说，目前碘缺乏病、
大骨节病、克山病已达到消除标准，年内85
个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旗县均有望达到
控制标准、28个地方性砷中毒病区旗县均有
望达到消除标准。

夏雅娟说，完成重点地方病控制或消除
目标后，内蒙古将建立地方病控制消除动态
管理长效机制，持续监测防控措施落实及病
情变化情况，此外还将继续大力推广健康教
育，倡导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内蒙古消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病区

福建龙岩大桥完成“二次转体”

开桥梁转体施工领域先河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张泉）记

者从中国船舶集团获悉，27日凌晨，福建省
龙岩市龙岩大桥总重2.36万吨的大桥主塔和
塔梁精准完成了21度的逆时针旋转。这是继
4月10日大桥主塔69度转体施工后，龙岩大
桥建设过程中完成的第二次转体。一座桥梁
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两次转体的施工方法，开
创了世界桥梁转体施工领域的先河。

龙岩大桥连续跨越赣龙铁路、龙厦铁
路，每天有近120班列车经过。采取转体施
工法进行建设，可降低桥梁施工对铁路交通
的影响。

由于龙岩大桥主塔采用了扁平的“宝
石”型设计，主塔侧面距铁路的最近距离不
足6.5米。为保障施工安全，需在“塔梁共

转”的常规转体施工前，对桥梁主塔首先进
行一次“独塔单转”，即将主塔在距铁路20
米左右的距离进行施工，建设完成后，首先
进行单独的主塔转体，主塔到位后再进行桥
面梁体架设施工，待桥面梁体全部安装完成
后，主塔和桥面再整体进行第二次转体。

两次转体时间相隔数月，且转体重量相差
近8000吨，要实现精确对接，对支撑转体的轴
心部件——转体球铰提出了极高要求。龙岩大
桥项目使用的转体球铰由中国船舶七二五所
下属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设计制造，采
用了国内最先进的大尺寸、高精度铸造球铰，
应用了高承载力、低摩擦系数非金属摩擦副材
料，设计最大承载能力高达2.5万吨，相当于
能承受2.5个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7日电（记者李志
浩 关俏俏）三伏一过，位于新疆最北部的阿
勒泰地区率先步入秋天，一场金色的秋收正
在田间进行。

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吉木乃县，
土地肥沃，光热资源充足，盛产春小麦，是阿勒
泰地区的粮仓。今年，这里种植了4.26万亩小
麦。

在乌拉斯特镇的一片大田中，种植户刘继
昌联系好的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麦
浪中，机器轰鸣作响，驶过之处麦粒尽收。

吉木乃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运发告诉
记者，全县目前已投入11台联合收割机进行
作业，从8月25日进入小麦收获高峰期，预
计9月中旬收割完毕。

杨运发说：“目前来看，高产区域的小麦
平均亩产在450公斤左右，跟往年持平。”今
年，吉木乃县为小麦优选了品种，提高播种
质量，并组织农民加强田间管理、统一进行
病虫害防治。

目前，阿勒泰地区27.09万亩小麦全面

进入收割期，地区、县、乡、村四级均开启
秋收农忙模式，确保丰产又丰收。

新疆西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
因其特殊的山区气候，广种春小麦。目前，
特克斯河两岸80多万亩春小麦均已成熟。为
保障秋收顺利进行，昭苏县从周边县市调运
了100台大型收割机，于日前开镰收割。

南疆五地州、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小麦收
获工作目前已经结束，塔城地区、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的小麦收获率超过90%，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除昭苏县等高海拔冷凉麦区之
外，其他区域已基本结束，整体小麦收获率
超过70%，阿勒泰地区春小麦进入收获期，
收获率达20.1%。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目前，新疆小麦收获面积超过1400万
亩，较上年同期增加110余万亩，占全区小
麦播种面积的90%以上。今年新疆小麦总产
量可达 588万吨，将再迎丰收，可以实现

“疆内平衡、略有结余”的粮食生产目标，保
障新疆口粮绝对安全。

新疆小麦再迎丰收

（上接一版）如今，我再次看到了这种精神。”千磨万击还
坚劲，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场与疫情的殊死较量，如同一
座丰碑，镌刻着不屈不挠、顽强搏击的精神品格；如同一
座灯塔，照亮了继往开来、壮阔豪迈的前进道路。在这场
伟大斗争中，中国精神的内涵得到充分诠释，为世界所瞩
目；中华民族在经受斗争考验时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激励着中国，也鼓舞着世界。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
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
勇向前。”回溯既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愈加奋勇，每一次
考验都如同一次淬火，会让人民变得更加团结，让民族精神
变得更为强健。面对困难，我们始终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高
扬精神的旗帜。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精神之
光熠熠生辉，标注着一段段奋斗征程，始终指向民族复兴的
光荣梦想。抗击疫情中展现的精神风貌、涵养的精神气质，
必将成为我们面向未来、开拓进取的宝贵财富。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蕴藏着创造历史的澎湃势能。
一个拥抱未来的民族，不仅要有仰望星空的精神高度，也
要有根深千尺的精神厚度。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踏上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
阻、浅滩暗礁，燃烧精神的火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定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力量。扬起精神的风帆，不
畏艰难、顽强拼搏，定能发出光和热，收获精神的成长。

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神的滋养；风雨无阻的
每一程，都饱含精神的磨砺。永葆赤子之心，激扬无惧风
浪、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力量，每个人前进的脚步，终将
汇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