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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张丹）11月27日至
28日，赛伯乐集团与我市进行的合作项
目对接会议在白城宾馆举行。双方就落实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洽谈，在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国家级云基地及智慧城市建设、白城农村
金融综合改革等方面达成了具体的项目
合作意向和实施方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明伟，副市
长张国华；赛伯乐投资集团副总裁汪名骕

出席会议。
这次对接是在前期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基础上，进一步商洽合作的规划设
计、具体项目、方案实施等方面事宜。

就双方合作项目的进一步推进，李明
伟强调，一要着眼于前期洽谈内容，关注
合作项目近期、中期、远期的总体规划，开
展广泛深度合作；二要在各个对接板块尽
快形成可操作性的详细方案，进一步明确
责任主体和时限要求；三要根据双方洽谈

内容，以备忘录形式形成书面文件，明确
双方责任，共同推进项目发展；四要建立
定期会晤机制，加强沟通，争取在短时间
内使合作项目早见成效。

张国华就农业项目的合作提出了具
体的意见和要求。

在对接会议上，赛伯乐集团地产部、
农业与城镇化部等部门与我市各相关部
门负责人就各自分管板块进行了对接洽
谈，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

11月18日，患者赵国安为白城中心医院泌尿
外科送来了一面写着“丹心医疾疗人苦，妙手除疴
去病根”的锦旗。赵国安感慨地说：“我辗转了这么
多家医院，连长春的大医院都去了也没治好我的
病，反倒是越来越严重，多亏白城中心医院收治了
我，救了我的命啊！”

事情回溯到一个月前，10月18日的下午5点
左右，一位患者被五六个家属用担架车推着来到中
心医院泌尿外科，患者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着，浑
身散发着腐烂难闻的气味，有些部位已皮肉分离。
患者名叫赵国安，今年52岁，2个月前阴囊红肿伴
有疼痛，发热，经多方治疗，患者仍高烧不退，且阴
囊及会阴皮肤红肿破溃，有黄色脓性分泌物流出，
病情无法控制，随即转到长春某知名医院，该医院
建议其抗炎治疗，并未收治入院。又经过十几天治
疗，患者病情继续恶化，最后，他们抱着一丝希望，
来到了白城中心医院。

经过各项检查，患者被确诊为广泛坏死性筋膜
炎，病情持续恶化，生命危在旦夕。

泌尿外科主任王世清决定立即进行手术。术后
赵国安间断发热，患病部位有大量组织液外渗，病房
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王世清主任、刘绍然医生、孔
凡伟医生和王春东护士长每天多次来到病房为患者
进行治疗和护理。清创换药、引流脓液……在全科
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患者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

10月27日，他们再次为赵国安进行了下双侧
腰腹部坏死清创、切除术。11月12日，进行了双侧
胸腰腹、阴囊及会阴切口缝合术……

手术非常成功，整个治疗过程也很顺利，赵国
安的体温逐渐正常，
手术切口逐渐愈合，
难闻的气味消失了，
患者和家属的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精医厚德 杏林春暖
——白城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成功抢救一名坏死性筋膜炎危重患者

●本报记者 姜宁

新闻故事

赛伯乐投资集团来我市
开展合作项目对接活动

无论是寻觅白城传统农业的坚实足迹，还是品味鹤乡现代农
业的发展成果，人们都会明显感受到设施农业给瀚海大地带来的
沧桑巨变。初冬时节，塞北大地朔风凋碧，万物萧瑟，但走进遍布鹤
乡田畴上的一座座大棚，映入眼帘的却是生机盎然一片葱茏，各类
反季节蔬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似乎在向人们传达着农家增收的
喜悦，那一处处生机勃勃的绿色，有如阡陌上欢快律动的音符，一
支曼妙多姿的垄上芭蕾和韵而舞……

优势产业改写经济版图
靠天吃饭、技术落后、效益低下、收入不高——传统农业给人

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如今，这种状况在我市农村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驻足于田野、道旁，放眼望去：一栋栋高标准日光温室“破土而
出”、成方连片；温室内，菜农育苗、嫁接、移栽，个个俨然成了技术
熟练的“土专家”……

“我们的好日子都是打温室大棚里‘长’出来的。”洮北区民乐
村的刘凤海望着大棚里油绿的菜苗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原来我
只有3座棚，总共收入6万多元，去年在政府的补贴下又建了5座，
估计又能收入10多万元。”刘凤海高兴地说。

白城棚模蔬菜生产历史悠久，是最早利用棚室种植蔬菜的地
区之一。其中，温室栽培黄瓜在东北开创先例，成为全国的先进典
型。白城年日照射数2915小时，年平均4至5摄氏度，无霜期
134天，完全能够满足棚模蔬菜生长发育的需要，棚模日光温室
可全年生产蔬菜。同时，白城发展棚膜蔬菜科技力量雄厚，从事
蔬菜研究、技术推广，中、高级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40余人。几
年来，在大棚、温室里共进行了200多个新品种实验示范，推广
了20余个新品种。现在我市蔬菜科技力量已成为全省同行业一
流科技队伍。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为白城发展棚膜
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发挥优势，打造特色，树立品牌。按照《关于在全省组织实施
“无公害蔬菜行动计划”的意见》要求，白城各地认真抓好无公害蔬
菜生产基地建设和认证工作。全市共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50
万亩，经省农产品质量中心认证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11个，面
积18.5万亩，大安市被省里认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镇赉县
到保镇、镇赉镇和洮北区保平乡设立了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标牌。
全市经过认证的无公害蔬菜11种，其中洮南市的红干椒经过国家
认证，洮北区的10种蔬菜通过省里认证。现在有28种蔬菜正在申
报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制定了20个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其
中8个已报到省里。洮北区开设了4个无公害蔬菜专卖店，设立了
10个无公害蔬菜流动售货车。5月中旬，市绿办结合食品安全宣传
周活动，对全市无公害蔬菜进行了抽样检查，共抽20个品种，132
个样品，合格率99%。

徜徉于鹤乡的田野，目之所及，百亩甚至千亩集中连片的大棚
比比皆是，截至目前，全市棚膜经济面积已累计发展到6.72万亩，
其中，大棚4.63万栋，面积4.86万亩；温室3.09万栋，面积1.86万
亩，每栋暖棚纯收入3万元，每栋冷棚纯收入1.5万元，据统计，

2014年全市棚膜经济预计实现产值近18亿元，在农业经济板块
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园区基地构建新型格局
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洮北区工农村棚膜园区内弧光闪烁，焊花

点点，搭架、铺膜……近百个集中连片的塑钢架及蒙盖在上面的塑
料膜，在暖阳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了该村设施农业更新工程进程
中亮丽的风景。据该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东风乡工农村充分利用地
理优势和长年蔬菜种植效益优势，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
产。目前，工农村设施蔬菜生产总面积为40.5公顷，其中温室3.3
公顷，大棚37.2公顷。现有蔬菜和温室、大棚配套两个园区，共计
160栋大棚，年收入近600万元，今年春季，该村又兴建了温室大
棚配套设施45组，每组一个温室、一个大棚，目前大棚温室主体工
程基本完成。

“我们村的棚膜蔬菜生产园区将通过全国园艺作物标准园的
创建，逐步实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
和产业化经营模式。”看着眼前火热的施工场面，该村负责人满脸
的自豪。

“发展蔬菜只是白城市产业布局的一枚棋子。”白城市有关部
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科学规划和具体要
求，白城规划建设大安市四棵树、安广等乡（镇）4万栋棚膜香瓜基
地，洮北区平台、平安等乡镇1万栋棚膜雪寒韭菜基地，镇赉县镇
赉镇等乡（镇）2千栋棚膜大葱基地，洮南市洮府、安定等乡（镇）3
万栋其他瓜果蔬菜基地，通榆县开通等乡（镇）2万栋棚膜蔬菜基
地……这些基地都在全国有着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像一串珍珠散
落在鹤乡广袤的田野上。

与这串串“珍珠”相呼应的是在瀚海大地争相怒放的一批发
展势头迅猛、经济效益和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近年来，白城规划建设以5个县（市、区）城镇郊区为中心，发展
棚膜经济，作为城市蔬菜直接供应基地和优质瓜果产业示范区。
大安——白城——查干浩特图乌公路沿线棚膜经济产业带，通
榆——洮南——白城长白西线公路沿线棚膜经济产业带，推广
示范滴灌、喷灌等旱作节水措施。同时推行绿色无公害等标准化
生产，打造一批高科技、新品种、优质高产无公害棚膜经济示范园
区，建设以洮南市黑水、通榆县双岗等乡（镇）为中心的10万亩保
护地西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以洮南福顺等乡（镇）为中心的3
万亩辣椒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以大安市红岗子、洮北区平安等乡
（镇）为中心的8万亩保护地香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通过引进
良种，改良土壤，配方施肥，机械化生产，建设高产、优质、高
效示范园区。

发展设施农业，主要是通过人为改善生产条件，为农作物提
供温度、湿度、光照及水肥等生长环境，使传统农业在一定程度上
摆脱自然环境的束缚，实现农产品反季上市，从而追求农业效益的
最大化。这正与白城发展棚膜经济的思路相吻合，蔬菜反季上市，
价格自然走高，菜农的收入必然提高，致富的步伐也因此加快。市
委、市政府充分利用这一契机，紧紧依靠国家、省对设施农业的扶
持政策，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则，大力推进引嫩入白、
大安灌区、洮儿河灌区三大灌区水利工程建设，新增修缮抗旱水源
井1万眼，购置大中型节水灌溉设备2000台套，全程灌溉能力提
高100万亩；加强白城人工增雨基地建设，提高东北区域人工影响
天气的能力；新增农机总动力50万千瓦，购置各种类型拖拉机及
配套农机具2万台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5%，用先进的
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技

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实现农业机械化。

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方向
探寻在实践中推进，变化在逼迫中提速。如今，特色高效设施

农业成为鹤乡农民创富增收的“新宠”。随着设施农业在白城不
断发展壮大，棚膜经济生产开始向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
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走进已投产的每一处设施基地，耕作小道完善相通，加压泵
房按需分布，排涝沟渠一应俱全。一栋栋棚体排列齐整，棚顶的
卷帘可升可降，棚内宽敞明亮，齐备的滴灌管在膜下延伸。如果
在冬季育苗，还有棚内保温和地热升温。由于一改过去就建棚而
建棚的简单做法，顺应了气候变化规律，注重建棚后内部温、光、
水、气的协调配套，实现了农产品的优质、高产、安全，生产的避
灾、减工、增效，生产者将之形象地称为农业的“安居工程”。

发展设施农业鼓起了农民的腰包，也让群众开始重新审视传
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并积极加入到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生产的
大潮中。在这期间，一个新生组织应运而生，那就是合作社的兴起。
白城把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增强棚膜
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依托大棚园区，大力组建各类专业合
作社，并在生产经营中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
价格、统一销售”五统一的管理模式，为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推波助
澜”，使棚膜生产的规模优势、产品质量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产品知
名度和市场占有份额显著提高。

目前，全市成立瓜菜生产专业合作社116个，入社成员17591
户，占生产农户的59%。如今，当你走进白城的一些设施农业大棚，
就会看到一栋栋现代化温室里飘香的反季节蔬菜瓜果和热火朝天
的农家乐观光旅游景象，白城农民正在用行动为农业生产写下新
的注脚。

发展高效农业，科技是基础，服务是关键。棚膜经济是技术密
集型产业，为不断提高棚膜经济的科技含量，白城市有关部门先后
从辽宁、山东等地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员56名，通过安排住房、协
调贷款、低价承包等优惠政策，从辽宁新民和我省辉南等地引入种
植示范户62户，从本地下派技术人员126名、培养科技示范户245
户，对棚膜生产进行技术指导。几年来，全市引进金妃香瓜、抱籽甘
蓝、苦苣、芥蓝、太空椒、无刺黄瓜等瓜菜新品种56个，推广膜下滴
灌、瓜果嫁接、增施二氧化碳气肥、无土栽培、立体栽培等新技术
11项，棚膜生产的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有了专家的农业指导，俺心里也有了底。今年俺的3栋棚里
的果蔬赚了不少钱，不仅还清了建棚贷款，家里还盖起了新房，跟
过去露天种地靠天吃饭可是大不一样！”洮北区工农村的种植户李
大爷兴奋地告诉记者。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运用，为白城农
民撑起了告别传统农业的跳板。创新催生着农民思想观念发生深
刻的变革，而观念的变化是最大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白城农
民已告别春种秋收旧习惯，过去溜墙根晒太阳的冬闲变成了冬忙。

20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全市大棚（温室）蔬菜面积将发展到
10万亩，棚膜蔬菜产量将达到50万吨，占蔬菜总产量的比重将由
现在的24.8%上升到40%左右；棚膜蔬菜产值将达到20亿元，年
均递增9%；在现有基础上，农民人均棚膜蔬菜纯收入将达到1600
元，种植从业人员达到20万人……

蓝图绘就，脚步铿锵，风乍起，一池春水吹皱。虽是初冬季节，
我们分明感受到了白城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春潮涌动，分明感受到
了鹤乡美丽乡村建设的春意盎然，分明感受到了瀚海城乡人民生
活的无限春光……

粮食总产量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预计突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预计突破100100亿斤大关；预计全市农村亿斤大关；预计全市农村
总收入达到总收入达到185.08185.08亿元。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亿元。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88208820元，比元，比20132013年的年的6743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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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取得了农业大丰收，粮食
总产量、全市农村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
入均创历史新高，可喜可贺、鼓舞人心。
这是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
省委关于“三农”工作系列重大决策、走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之路所取得的突出成
绩，也是全市上下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努
力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
出的累累硕果。

白城实现富民强市和崛起振兴，离
不开农村的繁荣发展。而建设现代农业，
则是实现农村繁荣发展的“牛鼻子”。现
代农业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生
产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利用独特的农
业资源，生产特色农产品，提高农产品质
量和农业效益，大有潜力，大有可为。通
过建设现代农业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可以促
进农民增收，带动新农村建设，让农民跟
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可以大幅
度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壮大农业实力。因
此，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牵动“三农”工作
全局，也是加快白城发展的重要内容。

现代农业是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
业。把新的理念运用到生产经营上，就是
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设
施农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农业的工
业化生产经营创造有利条件；摆脱小农
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密切跟踪市场，根
据市场的需求，组织开展农产品规模化
生产、加工和销售，与大市场紧密对接。

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是以先进技术
作为保障。把先进的技术运用到生产经
营上，就是要加强良种的引进、繁育与推

广，加强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加
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农
业机械化推进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经营的技术水平，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现代农业充分适应大市场的生产经
营方式，以体制机制创新来增强产业活
力。在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中，我
们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
使各种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
壮大；要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能够从农业生产
的各个利益环节受益。

拥有“现代”的丰满羽翼，我市农业
必将振翅高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
靠天吃饭、效益低下的局面，使农业成为
优质、高效、绿色的产业，带动“三农”工
作全面发展，为白城富民强市、崛起振兴
夯实基础。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刘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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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近年来，市司法局领导班子立足
长远、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制定完善
了一系列涵盖班子建设、队伍管理和
业务工作等方面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
度，逐步形成了用制度管住人、管好
事、不出事的长效机制。

制度建设的关键在重点人、重点
事和重点环节。为此，该局党委坚持做
到权力行使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
到哪里，相继出台各项制度近百项，处
处规范统一，事事有章可循，形成了纵
到底横到边的制度规范体系。

在班子层面，首推民主决策制度，
局党委坚持重大事项一律实行集体票
决，在具体落实中，做到“四个必须”，
一是人事调整必须上党委会；二是大
额财务支出必须上党委会；三是监狱
戒毒减刑、假释和变更强戒措施等重
点执法环节必须上党委会；四是重大
项目建设必须上党委会。

实行财务四联单制。凡是涉及报
销费用的项目必须执行涉事科室签
字、财务初审、分管领导审定、一把手
审批的四联单制度；实行服刑人员假

释三级公开投票制。服刑人员假释资
格，必须由服刑人员、监区民警和减假
委员会的三级公开投票决定；实行驻
监检察室和纪委全程跟踪制。对重要
执法活动邀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党
委例会纪检人员必须列席，重点工作
纪检必须全程跟踪。

他们还把严格法律服务人员的资
质认定程序作为整顿的突破口，从
防、管、惩三方面入手，出台基层单
位核实情况、市局业务科室初审和局
长办公会研究确认的“三级”审查
制。从去年开始，连续两年开展“法
律服务市场整顿年”活动，清理13
个不符合条件的法律服务所，清退
28名不合格辅助人员。

市司法局领导班子在创新监督制
度上花大气力，把监督网编实、织密、
扎紧，让干警时刻绷紧遵章守纪这根
弦。市局主要领导与监所一把手签订
一级责任状，监所班子成员与分管部
门签订二级责任状，监所中层部门与
基层干警签订三级责任状，如发生违
规违纪问题，严肃问责。创新推出三项
刚性措施，设置一条制度“红线”。在监
所实行每天必须有领导带班、必须定
时清监、重点部位必须落实专人、安
检必须有记录、整改必须有档案的

“五必须”制度；在市监狱实行两部
门联合查处违纪和现场开单、两部门
共同验定、分管副监狱长签批的“一
单两定一支笔”审批制；在加大违禁

品清查力度的同时，对举报违禁品经
查实的实行重奖，对干警藏匿违禁品
的处以重罚。2008年以来，处罚了
61名违反制度的民警，开除了16名
违反制度的工人。

督查检查动真的。局党委专门设
立市局机关和监所两级警务督查机
构，专岗管监督、专人抓监督。特别
是针对监所部门创新实行“夜查、暗
查、联查、互查、地毯式排查”的五
查制度。督查结果当场填单，对问题现
场整改。在今年全市安全大排查、大整
改活动中，市司法局做到安全部位全
面查，重点部位反复查，问题不改人不
撤，整改不实不放过，及时堵塞了管理
工作漏洞。

努力打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
——白城市司法局建章立制规范化管理纪实

●闫建国

春华秋实，秋收冬藏。今年我市取得了农业大丰收，预
计总产量突破100亿斤大关。为充分展示我市农业建设成
果，宣传报道我市农业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本报特开设

《收获时节话丰年》专栏，为我市农业再创新辉煌提供强大
的舆论保障。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