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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必须
认识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
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潜伏期短、

感染人数多，危害不容小觑。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面对这场世纪疫情，我们

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
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深
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坚决巩固住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这
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防疫政

策的制定实施上充分体现延续性、科学性、综合性
和精准性。

对新冠病毒的变异特性及全球疫情防控形势
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疫情防控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
局面。从世界各地报告病例情况看，奥密克戎变异
株显示出极强的持续演化能力，迄今已进化出众多
亚型。与如此“狡猾”的病毒较量，任何一个环节、任
何一个流程的闪失，都可能影响疫情防控的成效。
针对病毒变异的新特点，完善应急预案，落实好常
态化防控措施，才能打赢这场持久战。

中西医协同协作工作机制，已经被证明是应对
疫情的有效手段。疫情防控期间，各地统筹中西医
公共卫生资源、协同攻关，取得了较好效果。比如，
在本轮奥密克戎疫情中，针对老年患者、危重症患
者和核酸长时间不转阴等情况，一些地方推进中药
协定方汤剂在定点医院的广泛覆盖；在无症状感染
者和方舱医院的患者救治中， （下转四版）

本报讯（孙鹤 记者李政孚）近年来，白城肉牛
产业发展工作在省畜牧局和市委、市政府的带领
下，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新机遇，蓄势而动、乘势而上，全力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全市肉牛饲养量50.36万头，同比增
长57%，比全省增幅高41个百分点，创历史最好水
平。2022年一季度，全市肉牛饲养量46万头，净增
20.4万头，同比增长80%，比全省增幅高70个百分
点；全市肉牛饲养量增幅居全省各市（州）首位，通榆
县新增肉牛饲养量居全省县级第一。截至5月末，全
市肉牛养殖量达48.93万头，同比增长80%，打造了
白城由牧业大市向牧业强市转型跨越新引擎。

立足优势，细化落实任务。我市立足区位、空
间、资源和基础“四大”优势，近两年相继出台了《白
城市“十四五”时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白城市做大做强肉牛产业二十条政策措施》《白城
市2022年肉牛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白城市肉牛冻
精补贴实施细则》，坚持“四化”统领，实施“三单”作

战工作机制，逐级明确发展数量、重点项目和职责
分工“三项”任务清单，保障目标任务落实落细。

突出“四化”，实现发展突破。突出“良种化”繁
育，突出良种打造、机制打造和体系打造。突出“规
模化”养殖，突出龙头打造、模式打造和要素打造。
突出“精深化”加工，突出布局优化，加快加工基地
建设；突出招商力度，加快精深加工延链补链。突出

“品牌化”打造，突出品牌创建、品牌保护和品牌营
销，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

聚焦品质，优化政策措施。围绕“四化”，出台
“肉牛20条”“十四五”肉牛产业发展方案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强化发展引导、良种繁育、政银保担、专项债
券“四项”资金和人才、要素“两个”保障，全链条推进
肉牛产业发展。

夯实任务，推动产业发展。我市明确全链条、全
利用的产品开发思路，重点推进投资5.8亿元的吉
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20万头肉牛屠宰加工项目、
投资1.8亿元的和合10万头肉牛屠宰基地项目，截
至目前均已复工，计划10月份投产。在“四化”重点

项目建设方面，统筹落实发展措施，扎实推动
“11252”工程实施。目前，新建续建的11个重点项
目都按计划和程序有序推进。15个肉牛园区建设
全面开工；全市肉牛养殖主体发展到1.4万个，养殖
规模达“万头”的乡镇发展到10个、“千头”的村发
展到93个，为争取吉林省西部肉牛产业集群扶持
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我市将积极抢抓全省肉牛产业大发展
的有利机遇，以“十四五”期末150万头肉牛发展目
标为指引，以项目建设为重点，确保抓实、抓细、抓
出成效。将持续加强行政推动，持续完善工作机制，
持续加强政策保障举措，持续创新模式平台，推广

“五位一体”园区化和“基地+”养殖模式，推动肉牛
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为白城经济社会发展、农民
增收致富提供坚强后盾。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随着我市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复工复产有力推进，市民生活逐渐回
归正轨。为积极应对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洮北区
就业服务局紧紧围绕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就
业创业政策，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工作有
力推进。

“你好！我这里是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看到你

的求职简介上介绍擅于与人沟通，本科学历，先给
你推荐两个工作岗位你可以考虑下……”6月2日
17时40分，洮北区就业服务局党总支副书记于砚
华和她的同事与求职者进行电话沟通。于砚华说：

“当前，外地返白求职的年轻人明显增多，这为我市
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们对每位求职者的信息都认
真分析、深入了解，合理推荐岗位。”

据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
前来求职人员增多，本地用工量也逐步加大。为适
应就业市场的供求需要，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全力
做好促就业、保民生工作。

强化品牌效应。以“就业红娘”于砚华品牌服务
标准为依托，全面开展就业服务工作。目前，在洮北
区区域范围内组建覆盖区、乡、村的“于砚华基层就
业志愿者服务团队”460余个、志愿者1744人，让

“就业红娘”品牌深入人心，成为众多求职者心中的
就业依靠和值得信赖的服务品牌。

促进线下市场持续繁荣稳定。发挥线下人力资
源市场窗口服务作用，每天准时开放“就业超市”。
每周三召开固定的招聘会，这一天也成为众多求职
者的求职日。市场信息天天更新，坚持跟踪回访，做
到“扶上马再送一程”。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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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这场持久战
●谷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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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肉牛产业蓬勃发展

洮北区就业服务局
全力促就业倾情保民生

近年来，白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构建常态长效创建机制、加强城市精细
化管理、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上出实招、求实效，城市功能不
断完善，城市品位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不断提高。在中央
文明办公布的2021年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中，白城市
在全国97个地级以上提名城市中排名第31位，在全省排名
第一、东北三省排名第二，成绩再创新高。

在文明城市创建这场“幸福接力”中，白城市持续向着既定
目标冲刺，全力打造“信仰之城、首善之城、幸福之城、魅力之城、
善治之城、共享之城”，推动城市不断刷出精神文明新高度。

构建“创城”大格局，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深耕厚植、打牢根

基，更需保持常态、行稳致远。白城市自上而下构建起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四个建成区同步部署，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创建指挥体系和责
任机制，压实各级创建责任，推动创建工作持续深化。

出台《白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白城市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等地方法规，把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十大不文明
行为”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有针对性地治理各类“城市病”，以
法促建，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白城市围绕群众关注的社会治理、公
共服务、生活环境等问题，开展了城市管理“五大工程”、文明
城创建“八大攻坚行动”、文明素质提升“六大活动”、创城百日
提升行动、文明城市创建“九大提升工程”、“网格化”创建等一
系列创建活动，推动创建工作不断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迈进。

聚焦群众“满意度”，努力建设幸福文明城
群众满意度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评判标准。近日，白城

市开展城市畅通工程，破解拥堵难题，倡导交通文明。在洮北区
明仁小学校门前，放学时间学校周边道路没有了往日的拥堵，
通过执勤交警有序疏导交通，以及摆放隔离桩、规划出安全区、
限时单向通行和即停即走等方式，既解决了特殊时段交通拥堵
的问题，又保障了学生的出入安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缺失、公共环境脏乱等问题不仅是居
民的一桩“心事”，也是城市管理及社区治理的一块“心病”。白
城市连续3年开展“城市管理提升年”和“清洁城市·美丽家
园”志愿服务活动，楼道废旧物品乱堆放、车辆乱停放、宠物乱
排便、“空中蜘蛛网”和“飞线”充电乱搭建等“十乱”现象得到
有效治理，小区道路、分类垃圾桶设置、停车位规划、楼道照
明、无障碍和公共文化等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加快形成，群众居住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

在中央文明办委托第三方组织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白城市居民对2021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满意度达到
98.4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0.17个百分点。

浇灌“文明之花”，持续引导群众向善向美
白城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加强公

民思想道德建设，放大好人效应，在全社会弘扬真善美、传播正
能量，构筑崇德向善道德高地。连续9年开展“白城好人 引领风
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以有
形的方式培育无形的价值，“大孝女婿”隋广杰、“就业红娘”于
砚华等98名“吉林好人”、495名“白城好人”、299名“新时代好
少年”，成为新时代白城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重发挥志愿服务力量，让志愿者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
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全市1300余个志愿服务组织、19.6万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阳光周末”“关
爱特殊群体”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全民志愿·公益白城”“日行一善”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吴大义等200余个志愿组织、志愿者荣获国家级、省级荣誉。

注重以文化育文明，用好文化阵地，切实提升文化品质。以“歌舞鹤乡·放飞梦想”国家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载体，积极开展“三节”文化活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送
演出下基层”等惠民文化活动近百场，惠及群众达10万人次。广泛开展全民阅读“七走进”活动，
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办大型阅读驿站2个、小型阅读驿站35个，累计接待读者3万余人次，极大地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在本轮疫情防控工作中，白城市林业科学
研究院党总支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按照
市林草局统一部署，积极应对，迅速行动，迎难
而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尽
己所能助力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胜利。

没有“局外人”做好“分内事”
本轮疫情发生后，市林科院迅速成立以院

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包保人员下沉社区，
组建临时党支部，服从社区统一调度。3月15
日，院领导班子向院全体下沉包保干部发出动
员令，激励全员以敢打必胜的信心迎难而上。

市林科院下沉区域隶属白城生态新区，包
括城南新居A区、中央城和碧桂园小区，包保
范围分散，管控任务艰巨。为将包保工作做实
做到位，林科院先后调派45人下沉社区，包保
同志们分17个组，克服一切困难，服务包保区
域的人民群众。

下沉社区包保干部开始居民排查工作时，

为保证信息准确，以“地毯式”摸排全面走访，同
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帮助遗漏居民登记，
更新信息，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5
轮居民信息排查工作中，市林科院完成包保区
居民信息核查1420户、在住居民基本信息登记
2385人，实有人口核查率达到100%，做到了底
数清、情况明。

包保人员依托现场调查信息建立居民疫情
防控微信工作群，第一时间发布官方通知、动
态，解决居民困难。积极动员居民担任单元长
和志愿者，形成“包保干部+单元长+居民”的管
控体系，从严落实疫情防控，为后续管控等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守好“安全线”当好“四大员”
4月3日0时，我市主城区实施静态管控。

按照市林草局统一安排，当天凌晨3点，市林科
院的全体包保干部接到通知后，迅速奔赴包保
小区开展工作。

包保干部们不惧风险，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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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有温度 工作有力度
——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抗疫工作走笔

●本报记者 王晓彤 李彤君

高考落幕 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颜亦君

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李晓明 王野村 张殿文摄

鲜花相迎

6月8日17时，高考考场里传来清脆的铃
声，考生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踏着轻松自信的步
伐走出考场。考场外，家长们有的为孩子准备了
花束，有的用手机拍摄记录这难忘的瞬间，有的
送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绽放的鲜花，关切的
问候，温暖的拥抱……2022年高考在有序、期
待和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辛苦了少年们！明
天会更好，我们大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