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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碧水，群鹤起舞，芦苇荡鲜绿夺目，水泊沼泽烟波浩
渺。

这里，是有“中国鹤乡”美誉的白城市，雄踞八百里瀚海，
嫩江水白浪滔滔。

白城位于科尔沁沙地北缘，是中国北方防沙带的重点区
域，曾被“生态”所困，如今又因“生态”而兴。

2021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实施林草湿生态连通工
程，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实施大生态治理，打通生态孤岛、
连通林草湿空间，走出了一条以水为核心、以草原湿地为突破
口、以造林绿化为重点的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之路，促进林
草湿彼此之间全面连通，提升了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和连通性。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完成各类造林75.23万
亩、廊道绿化1208.71公里，村屯绿化1772个、城市绿化196
万平方米、治理草原72.49万亩，修复湿地59.84万亩。

从全省大局来看，我市率先启动实施林草湿生态连通工
程，是切实保障全省生态安全的使命责任，从促进荒漠沙化治
理和提升发展质量效益角度来看，此工程也是白城发展的必
由之路。

多年来，我市坚持生态立市、生态强市战略，始终把生态
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从纳入全市“四项重点工作”、到推进“一
城三区”建设、再到实施“一三三四”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

蓝图之下，是生态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向纵深推进——
统筹全市林草湿资源，规划先行、示范引领，打破县域、城

乡之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壁垒，实行全域统筹规划治理；
聚焦北方防沙带建设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因地

制宜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有效
解决林草湿连通性不强、生态破碎化问题，全面连通林草湿三
大生态空间；

实施“绿美山川”造林绿化工程、“绿茵成片”草原治理工
程、“水丰鹤舞”湿地修复工程及国、省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
等重点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碱系统治理加速推进，生态环境
得到整体跃升。

依托良好生态，我市“两山”转化成果丰硕，形成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良好发展局面。

在大安，已建成1.4万亩沙棘基地，沙棘综合加工厂正式
投产，年产值预计可达5000万元；在洮南，文冠果种植面积达
8.7万亩，依托洮南市国有林总场文冠果加工厂，生产文冠果
油和文冠果茶等系列产品，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林
下经济上，已种植黄芪、防风、甘草、苍术、板蓝根等中草药5.2
万亩，同时吸引企业投资参与草业开发，带动林草转型发展；
在生态旅游开发上，依托向海、莫莫格、嫩江湾等国省自然保
护区和湿地公园旅游资源，打造湿地生态游、草原风光游、民
俗风情游、冰雪体验游、乡村休闲游品牌，各类旅游全面升温，
游客数量直线攀升。

2023年，我市林业总产值达到39.6亿元。“林草湿生态连
通工程的实施充分体现了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富民原
则，不仅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促进了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市荒漠化土地治理中心主任纪凤奎说，在实施林草湿连通工程中，通过植
树、种草、浇水、抚育、管护等工作，吸纳2万多人就业，社会效益显著。

生态兴则文明兴。白城将自身定位和发
展放在全省战略全局和生态体系之中，守牢
生态保护生命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
前行，一幅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
优美画卷正在白城大地徐徐铺展。

柠檬酸在食品工业中用途广泛，一
些饮料的配料表中会发现它的存在，而
生产柠檬酸的主要原材料是玉米。我省
是玉米资源大省。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
限公司是柠檬酸产能排名世界前列的
企业。其全资子公司吉林协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投资40亿元，在镇赉县分
两期建设年产40万吨新型绿色智能化
柠檬酸项目，创造了镇赉县单体工业项
目投资规模最大的历史纪录。

来到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看到拔地而起的冷却塔、高耸的玉
米储藏罐……眼前这座极具视觉冲击
力的工厂耗时仅1年就建设完毕。今
年初，该公司一期年产15万吨柠檬酸
工程投产，每年可消纳玉米26万吨。

“二期工程计划2025年开工，2026年

投产，届时每年将消纳70万吨玉米。”
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立军说。

在中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屏幕
观察着各项数据和车间设备的运行情
况。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出身的公司
办公室主任刘潇介绍着柠檬酸的生产
流程。公司采用行业最先进的生产技
术工艺、智能化设备和集成软件，在生
产、供应、销售、管理全过程实现了数
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目前所有生产
技经指标和经营管理效率达到行业国
际领先水平。

“我们一起去车间近距离看一下
吧。”刘潇说。

透过车间走廊的玻璃窗，顺着刘
潇手指的方向看到自动化的流水线正

在为产品打包。“这白色粉末状的是无
水柠檬酸。”刘潇介绍，柠檬酸系列产
品主要为无水柠檬酸、一水柠檬酸和
柠檬酸钠，可用于饮料、化妆品和高端
洗涤剂，客户包括红牛、宝洁、可口可
乐、百事可乐等品牌。

选择在镇赉投资仅仅是因为这里
的玉米资源丰富吗？“除玉米资源外，绿
电资源和盐碱地资源也是吸引我们的
重要因素。”公司总经理蒋小东介绍。在
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省能源局的大
力支持下，公司已经与华能吉林新能
源合作，获得了自带负荷消纳10万千
瓦风电+10万千瓦光电的“风光火打
捆”指标，预计年底就能用上绿电。

从4月开始，欧洲、日本等国际知
名企业陆续到访吉林协联，在欧盟实

行碳关税的背景下，绿色柠檬酸在出
口市场将会独具竞争力。“我们的目标
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绿电生产柠檬酸基
地。”蒋小东信心满满。

盐碱地和企业的关联又在哪？刘
潇介绍，在柠檬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
部分剩余物质，公司通过研发，将这些
物质生产为盐碱地改良剂、有机水溶肥
和微生物液体菌肥等系列产品，变废为
宝用于盐碱地改良和种植，在改良土壤
增产粮食的同时有效降低柠檬酸生产
成本，提高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镇赉县建平乡金边湖马场三分
场盐碱地改良种植基地，玉米苗已长
至10多厘米。可就在两年前，这里还
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我们在这里承包
了2.4万亩盐碱土地，通过使用公司
生产的柠檬酸石膏类改良剂、柠檬酸
降解剂、柠檬酸液体有机肥以及柠檬
酸菌肥进行改良，去年玉米亩产达到
了800斤。”蒋小东说。

企业承包盐碱地种植玉米，自产
玉米用于柠檬酸生产，同时玉米秸秆
也能提供绿色能源和优质有机肥，这
就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年
吉林协联改良种植盐碱地约4万亩，
其中旱田2万余亩、 （下转四版）

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在
排练室里领舞《奔腾》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刷屏。
尽管姜铁红当天只是日常穿着，却将这段蒙古族舞
蹈跳得潇洒恣意、韵味悠长，被网友评价“举手投足
间都散发着艺术的魅力”。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这
个经典舞蹈第五代领舞的姜铁红并非蒙古族人，而
是朝鲜族人，编创这段舞蹈的马跃教授则是回族
人。多民族文化交融交汇，结下艺术硕果，展现经久
不衰的魅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
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各族文化交相
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映照着我们强大的文
化自信。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新时代以
来，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用好具有少数民族特
色的文化资源，到借助对口帮扶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文化交流，再到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务实的举措、有效的行动，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脉，
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
壮，才能枝繁叶茂；枝繁叶茂，才更显主干生机。近
期，反映哈萨克族生活和文化的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在国内走红，也在海外受到追捧，成为感受中华
文化魅力的一扇窗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
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尽情绽放，中华文化
将越发光彩夺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更丰厚滋养。

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还需要在日常
生活中寻找工作落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多
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途径。”在云南昆明盛高大城社区，汉、回、
彝、白等20多个民族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每年邻里
百家宴、火把节、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让人应接
不暇，邻里亲如一家。可见，社区是增情谊、促团结
的有效物理空间，更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沃土。也应看到，如今各族群众对信息的交流、对文
化的体验，很多都是在网络空间完成的。这启示我
们，必须重视并用好互联网，让网络虚拟空间成为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最大增量。

善用文化之力，让各族群众在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定能画
出民族团结进步的最大同心圆，推动各族群众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创美好未来。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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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盐碱地上蝶变“生金”
●张磊 尹雪

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彭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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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天武 李广友）近年来，大安市坚
持“组织创新、队伍锤炼、经济发展”三维度同步
发力，铸造党建“红色引擎”，坚决扛牢乡村振兴
政治责任，持续强化乡村振兴人才保障，全面
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围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党建+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之“基”。大
安市庆有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大安市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典范之一。合作社成立以后，通
过入股分红和就业岗位的形式，让农民获得了
分红和工资两项收益，年收入达2万元以上。为
了盘活庆有村现有的种植资源，拓宽村集体经
济收入渠道，庆有村在肉牛养殖合作社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大安市舍力镇庆有村庭
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花生500公顷，发
展棚膜350栋，形成了以西甜瓜、黄菇娘为主的

“首茬种植”和以辣椒为主的“二茬”复种的发展
模式，带动了30多人就近就地就业。同时，把红
辣椒作为庭院经济的发展重点，落实好奖补政
策，以“小庭院”做实增收“大文章”。全村现已发
展庭院经济95户，种植面积3.8万平方米。

大安市安广镇永富村利用镇林场的10万
平方米松树林建起了“金山林下”休闲生态园，
发展林下养殖，配套餐饮露营和休闲娱乐等一
系列服务设施，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成为附
近乡村网红打卡地。在发展休闲生态园的基础
上，永富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流转村民土地9
公顷，吸收62户流转土地村民入社，发展辣椒
种植，促进了村集体增收15万元，入社村民户
均增收2000元。

同安广镇永富村一样，太山镇长春村通过
创办常春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辣椒种植，
入股村民按股比例分红，村民通过土地入股获
取稳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到合作社务工赚取
劳动报酬，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的“双增收”。

2023年，大安市坚持党建引领，全市共创

办庭院辣椒种植合作社73个，吸纳入社群众
1160户，发展庭院辣椒种植522亩，采摘商品
辣椒79万斤，村集体和村民营收达70余万元，
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愈唱愈响。

——党建+组织，筑牢乡村振兴之“本”。大
安市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深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强班
子、夯基础、抓治理、提服务，织密建强村党组织
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着力筑牢乡村振兴战斗
堡垒。

强班子。注重选好村党支部书记这只“领头
雁”，建强村“两委”，高标准完成村“两委”换届，
实现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100%。同时，举办四期培训班，选派村党组织
书记赴浙江省参加国家农发行组织的乡村振兴
培训，并联合国家开放大学和白城职业技术学
院，对31名学历较低的村党组织书记实施了学
历提升计划。此外，还开展了“乡村振兴·书记争
先”擂台比武活动，全市223名村党组织书记登
台“亮晒”年度工作成果。在此基础上，注重后备
力量培养，按照“一职双备”原则，储备村党组织
书记后备干部446名。

抓治理。健全“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三级组织架构体系，共划分农村网格227个，配
备网格员4191名，形成了上下贯通的管理体
制。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
面落实党员联系农户、承诺践诺、设岗定查等制
度，完成办事项目300余个，认真兑现“微心愿”
1000多个。

提服务。2021年以来，大安市共发展农民
党员592名，占全市发展党员总数的43.6%。在
农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方面
发挥了模范作用，激活了村党组织建设的“源头
活水”。围绕种养，电子商务等特色产业，建立了
700余人的乡土实用人才库，不定期地深入农
户进行产业指导。据统计，累计进村指导20余
次，有2000多户农户接受了指导，（下转四版）

大安：激活党建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

大安市紧
扣“一心双翼”
全域旅游发展
布局，着力拓
宽生态价值转
换路径，全力
以赴聚人气、
扩消费，通过
开展系列活动
和精彩文旅项
目，吸引各地
游客前来打卡
游玩。

李广友摄

本报讯（姚丹）近日，洮北区2024“盛夏消费
季”暨中农·花海篝火美食休闲主题集市火热启动。
灯火与人流交织，裹挟着食物热腾腾的雾气和诱人
的香味，将城市的夜色逐渐点亮。

在集市的大排档里，各色美食小吃吸引了游
客驻足，火爆大鱿鱼、特色大肉串、臭豆腐、冰爽果
饮琳琅满目，滋滋作响的烤肉，让人回味无穷。除
了美食、表演，现场还精心设置了“花海”“网红
墙”等休闲场景，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拍照的
热门景点。

火热的集市不仅为广大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的场所，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对解决就业、促
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商户孙先生去年就尝
到了甜头，今年再次入驻中农夜市。他边烤生蚝边
高兴地说：“今年夜市招商，我早早就来报名，我卖

的生蚝扇贝保证食材新鲜、味道鲜美，确保消费者
舌尖上的安全。”

“夜市既是一个城市烟火气的重要标志，也是
吸引游客驻足和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一种重要方
式。中农夜市的启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品美
食、购物、休闲的好去处，重燃了城市烟火气息，激
发了消费热情，拉动了全区商贸经济复苏发展。”洮
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洮北区多点发力让夜间亮起来、人气聚起
来、消费热起来、夜市火起来，对丰富旅游业态、激
发消费潜力、带动创业就业，促进商、旅、文、体等服
务业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个区各职能部门还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鼓励商场、书店延长营业时
间，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全方位拓展城
市夜间消费空间，打造更多更好的夜间消费休闲
好去处。

洮北区中农花海篝火美食休闲主题集市热闹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