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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偏西风3级。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2℃。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火险1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12121。

洮儿河畔，产业园区拔地起，肥田沃野喜耕
耘。

从事粮食种植保收，现代农业提效增收，发
展特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最佳切入点。面对经济
发展新常态，洮北区依托资源优势，合理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走出了“以特富农”
之路，26万农民在洮北这片黑土上播种、耕耘、
收获着希望。

稳中看进,在因地制宜中彰显特色
占全区总人口50%以上的农业人口，260万

亩的耕地。
国家级1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区）之一。
24亿斤以上的总产量，粮食产量“十连增”。
116万亩草质优良的草原资源。
这样优越的农业基础，这样丰富的农业资

源，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基于对全区优势再认
识，对发展路径再思考，区委书记何野平指出，农
副产品量大质优是洮北发展县域经济的最大资
源，也是洮北崛起的潜力所在，必须用工业的思
维谋划农业发展，彰显洮北农业的比较优势，扛
起“高效特色农业”的大旗。

洮北区是具有农业组合优势的地区，农产品
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和调整优化结构的空间很

大。审时度势，洮北区委、区政府做出“以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
经济效益为中心、资源开发为基础，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科学决策。从
制约农业发展最关键的环节着手，摸清洮北的地
理条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情况，探索符合洮
北实际的发展特色产业的具体路径，适应市场需
求，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而专、新而奇、精而美”的
各种特种养殖业、种植业，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加速转变增添活力。

特色种植、养殖业的建设和快速发展，不仅
使洮北农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已经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走进洮北的村镇，田
野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农
田里种了什么、园里养了什么，更表现在人们发
展高效农业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更新上。青山
镇红星村标准化蔬菜大棚、洮河镇高标准养殖园
区、德顺蒙古族乡德顺村农业机械化专业化经营
……各乡镇充分立足资源优势，走“特色”路，打

“特色”品牌，沃野平畴到处演绎着发展特色农业
的进行曲。今年全区大棚和温室总数发展到
17943栋，生产面积1.3万亩。花生、绿豆、葵花、
马铃薯、蔬菜、烤烟、香瓜等高效特色作物总面积
发展到63.5万亩，与玉米、水稻的种植面积形成

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缓中看新,在搏击市场中铸造品牌
“金”字招牌从哪里来？要赢得市场就要发展

自己的特色，洮北区依托农产品资源优势，鼓励
农民为农副产品起“名字”、报“户口”，申请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打造特色
品牌。通过品牌提高自主农产品的信誉度和知名
度，增强产品竞争力，打造绿色无公害品牌，靠

“生态农业”抢滩市场。目前，全区已有12个品牌
在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注册了商标，无公害蔬菜产
品发展到23个，“白城”香瓜、“雪寒”韭菜、“洮儿
河红”酱菜、“四粒红”花生……一个个特色品牌
彰显出洮北“名牌”农业的魅力。

“农”字文章怎么做活？“着力推进科学化种
植，大力发展标准化养殖，积极引导组织化经营，
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坚持提质增效，夯实农业
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洮
北农业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朝着科技兴农、产业
强农、特色富农的主攻方向，洮北人打破传统农
业发展思路，走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之
路，实现了由传统型农业向现代型农业、粗放型
农业向集约型农业的完美转身。

“龙”字企业如何做强？他们把提高园区专业

生产水平、培育产地市场和产区品牌作为转变特
色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围绕优化品
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办名社、建名会、育名
人，使特色农业生产的规模优势、产品质量优势
得到充分体现。优先扶持有较强开发加工能力和
市场拓展能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走“市场
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模
式。

伴随着改革创新的步伐，洮北农业正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进军。一条条产业链，借市场巧
手，组合接驳，拓展延伸。一个个产业化项目，在
洮北大地，势如破竹，快速推进。

难中看机,在要素聚合中集成规模
从农民知农村，从农村知农业。钱从哪儿来？

产往哪儿销？洮北区以种养大户为重点、以千家
万户为基础、以规模开发为目标，打造试验示范
平台,用示范区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引领带动全区
大面积传统农业改造升级。今年规划了玉米和水
稻新品种新技术、杂粮及经济作物、果树、棚膜4
个示范区总占地45公顷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新建、改扩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30个。一
方面扶持现有农产品企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全
力引进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立足洮北的资源
优势，实现资源的本地增值转化，从而培育出农
村经济主导产业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把分散的土地连成片，让分散的农民抱团发
展，把分散的资金打捆使用，通过集聚效应，取得
规模效益。他们鼓励农户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引领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实行专业化、标准化
生产。 （下转四版）

清风摆柳，草色湖光。在团结湖畔
的美丽景色中，我市自行车协会的骑友
们再一次感受到“身边的家园”的独特
魅力。7月11日，2015身边的家园——
爱家乡·游白城系列骑行活动第二站
——“红色记忆”文化之旅从市区市民
广场启程。

探寻历史:品读家乡白城
的文化底蕴

白城地区拥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
化底蕴，为了让更多的白城人了解自己
的家乡，尤其是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
这次“红色记忆”文化之旅安排了一条
以白城革命历史文化为主线的旅游路
线。当骑友们以现代的眼光追寻那段

“红色记忆”、以低碳环保方式畅游文化
之旅时，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清晨，骑友们从市民广场出发，首先
来到市博物馆，参观了古代和近代历史
展馆，对白城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春秋战
国时代、辽金时代，尤其是日伪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
了解，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陶铸、阎宝航、邓华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
和工作过的辽吉省委旧址，接受了一次

印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在白城烈士
陵园，解说人员还讲解了安葬在陵园中
的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等不
同时期牺牲的多位烈士的光荣事迹，骑
友们还向烈士墓敬献了鲜花。之后，他们
又参观了白城市生态新区，新区内如火
如荼的建设场面，又将人们从遥远的回
忆中拉了回来，充分感受到了家乡白城
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也更加珍惜革命
先辈为我们创造的幸福生活。在市区的
最后一站是白城师范学院的“通榆年画
研究馆藏室”以及“唐鸿胪井刻石研究馆
藏室”。通榆年画展现了白城地区深厚的
文化底蕴，唐鸿胪井刻石研究更是展现
出白城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查干浩特:离市区最近的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离开白城市区，骑友们一路驰骋，前
往这次“红色记忆”文化之旅的目的地
——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这里是
距离白城市区最近的一处国家AAA级
旅游景区，全省唯一省级旅游开发区。

据了解，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位于白城市西北部，地处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总面积171.86平
方公里，距白城、乌兰浩特两市均45公
里，图乌公路、白阿铁路贯穿全区。南临
亚洲最大的常规武器试验中心，北靠吉
林、内蒙古交界的半拉山和清朝修建的
藏传佛教寺庙葛根庙。

除了拥有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侵
华日军机场遗址等历史遗迹之外，查干
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还有洮儿河、团结
湖、半拉山、风电厂、草原等旅游资源，
有欧陆风情园、动植物园、科尔沁蒙古

族民俗村、洮儿河度假村、蒙古大营、普
云寺等景点。是集草原风光、蒙古族风
情和风电景观于一体的特色旅游胜地，
也是集浏览、观光、会务、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综合旅游开发区。

二战遗址：日军罪行罄竹
难书，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因为此次旅行的主题是追寻白城
的“红色记忆”，感受历史的沧桑，尤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走上这次“红
色记忆”文化之旅，更是意义非凡。所以
在欣赏沿途风景的同时，（下转四版）

2014 年，上海自贸区率先
在外商投资的准入领域实行负面
清单制度，将原来的正面清单管
理模式转变成“非禁即入”的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而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三严三实”与清单管理模式，
表面看来毫无关联，但是细究之
下，“正面、负面清单”模式对
专题教育也有借鉴意义，用“三
严三实”打造领导干部的为官

“清单”，有助于作风建设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

为官的“正面清单”缺不了
“严与实”。“正面清单”简单说来
是领导干部为人处事的必然选
项。当前来看，经过前一阶段的作
风整治，领导干部违反八项规定
的行为越来越少，但为官不为的
现象却有所增加，有的领导干部
怕惹上闲话，就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有的领导干部怕得罪人，可做
可不做就不做。用严与实打造领
导干部的“正面清单”，就要让每
位领导干部都明白：从严为官，必
须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时时谨记
权为民所用；从实办事，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心中始终装着党和
百姓。

对照“三严三实”打造“负面
清单”。“负面清单”，直白地说就
是为官的“禁区”。为官者需知晓
必须做什么，更应牢记哪些不能
做，特别是在面对利益、权力诱惑
的关键时刻。从前阶段被查处的

“老虎”、“苍蝇”来看，大多是为官
没有“禁区”，无视“高压线”，以低
级趣味、歪风邪气为友，大搞欺上
瞒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因此，
不仅要让干部牢记为官必为的

“正面清单”，也要让干部心里时
刻装着为官不可为的“负面清单”，明白“手莫伸，伸手
必被捉”。结合专题教育，要形成一批简便易行，管得
住、管得好“四风”问题的制度，真正将“负面清单”常态
长效化。

“清单”的成效在于落实，领导干部不仅要制定好
个人的为官“清单”，更要将自己真正摆进去，从严从实
落实专题教育的要求、措施，以实打实、看得见的行动
带好头。

本报讯（记者张赫）进入7月以来，我市
降雨量明显减少，7月12日至18日，全市平
均降水量3.1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2.8毫米。
全市平均气温24.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高0.8
摄氏度，高温少雨天气使作物蒸腾和地面蒸
发强烈，导致全市各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旱
情。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市受旱面积约900万
亩，严重受旱面积约350万亩，已灌溉面积
460万亩，占旱田需灌溉面积的33.3%。

另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我市气温
依然偏高，降雨较少，全市平均气温为25.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4摄氏度。全市
平均降水量为10.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3.8
毫米。我市旱情将有扩大的可能，抗旱形势较
为严峻。

目前农作物已进入孕穗期，是需水的关
键时期，就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市农委向各
县（市、区）农业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田间

管理，做好抗旱保苗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
要求，一要深入搞好宣传发动，教育引导广
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等、不靠，全力
抓好抗旱工作。二要加强旱情监测，适时发
布旱灾预报，指导农民科学抗旱。三要广辟
抗旱水源，在临近水源地块建设一些临时取
水泵站，对距离水源较远地块，要抢打一批
抗旱水源井。四要全力抗旱保苗，尽最大努
力扩大灌溉面积。同时，大力推广应用节水
灌溉技术，既要浇“救命水”，也要浇“增
产水”。五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要组织科
技人员深入抗旱一线，指导抗旱保苗工作；
协调银信部门加大投贷力度，保证抗旱资金
需求；协调石油供应部门保证抗旱用油供
应；协调气象部门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
准确搞好天气预测预报；协调人工降雨部门
做好人工增雨各项工作，适时开展人工增雨
作业。

本报讯（高文雪）近日，白城市引
嫩入白工程建设管理局3兆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顺利通过了白城供电公司行

业内的验收。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截至

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计划7月末

正式并网发电，并网发电后可发电量
400万度，实现发电收入300多万元，年
可提水5000万立方米。分布式光伏发

电工程并网发电后，可通过上网出售自
发自用余量解决河湖连通工程提水运
行费用，为河湖连通工程的可持续运行
提供有力保障。

这是引嫩入白建管局以自身优势为
基础，抢抓国家能源发展的政策机遇，
实现跨行业发展的一次大胆尝试，可为
今后推进引嫩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张风）7月17日，记者从白
城新城家园棚改项目指挥部了解到，新城家
园棚改项目的楼房内部装修及外墙保温工程
目前进展顺利，进度平稳。

在新城家园棚改项目工程施工现场，记
者看到很多楼体外悬挂着施工用的电动升降
吊篮，工人们正在上面为外墙贴装厚度达10
厘米的保温苯板，并在苯板与墙壁之间添加
防火阻燃材料，以便提高楼房的消防防火能
力。与此同时，室内装修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中，在3标段的一个房间里，记者看到几
位负责室内装修的工人正在为墙壁粉刷涂
料。记者观察到许多房间内的墙面都已经粉
刷了涂料，墙壁砖和地板砖也大部分铺装完
毕，雪白的墙壁、锃亮的地砖，让整个房间显

得十分明亮、整洁。
据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目前各个标

段均已进入到外墙保温和室内装修阶段，各
标段的施工进展都比较顺利，工程进度也很
平稳。记者还了解到，在工程进入外墙保温和
室内装修阶段之后，各建筑企业的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和各工种工人们都不畏酷暑，每天
加班加点地工作，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大
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图为工人们正在粉刷墙面。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特色农业的磅礴力量
——“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建设新洮北”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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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力做好抗旱保苗工作

新城家园棚改项目工程进展顺利

引嫩入白3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顺利通过电业部门验收

通榆县开通镇和平村建有12栋大棚共6000平方米，
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黄瓜、香瓜等应季蔬菜和水果，每
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近15万元。图为村民正在采摘
西红柿。

义勇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