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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确保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一招。学习教育中，各
级党员干部必须把学查改有机贯通一体推进，突出

“立”与“即”的紧迫性，强化“查”与“知”的能动性，彰显
整改落实、刀刃向内的坚定性。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在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学精神浮在表面，查问
题碍于情面，促整改停在纸面，抓效果不够全面。有的
党员干部缺乏学的主动、查的勇气、改的魄力，不敢动
真碰硬，不愿刮骨疗毒，不善真查真改，一些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反弹回潮。

“立”与“即”是一种态度，也是求真务实思维方式。

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跳出“先开展学习、后查摆问题、再推动
整改”的线性思维，破除面对问题“等靠拖”的形式主
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自觉推进“并联作业”。要把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深悟透，把问题隐患查深看透，保持
自身的清醒通透，让实时监督、迅速响应、彻底纠正高
效运转起来，不断推进、动态处置。 （下转四版）

春回大地，黑土地上热潮涌动，吉林省各地按下大项目
建设“加速键”，白山松水间，一派繁忙建设施工景象。

锚定发展优势、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西
部广袤的绿色新能源基地，到中部阵阵轰鸣的先进制造业
车间，再到东部药香弥漫的医药产业园区，一个个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着眼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正加速落地，人流、
物流、信息流往来汇聚，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绿色动能绽新辉

吉林西部，地处大兴安岭与长白山脉之间的“风廊”，是
我国东北地区风能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依托资源禀赋
与项目牵引，吉林西部白城、松原等地全力打造新能源全产
业链，一批项目陆续落地，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产业体系。

在白城市通榆县，华能通榆长龙山20万千瓦风电项目
现场，32台风机已完成吊装，项目进入设施设备调试阶段，
预计将于4月并网发电。据介绍，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
提供清洁电能约5.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

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零碳”能
源，也被视为解决“风电”“光电”储存与消纳的重要途径。

在吉林省洮南市上海电气绿色甲醇项目现场，生物质气
化、电解水制氢、甲醇合成与精馏等设备正在安装，预计
2025年6月开始绿色甲醇调试生产。“用风电电解水制氢，再
与生物质气化合成甲醇，全程零化石能源参与，促进绿电就
地消纳。”项目总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项目计划总投资56

亿元，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12.5亿元，预计将成为吉
林省首批投产的规模化风电耦合生物质制绿色甲醇项目。

在白城市下辖的大安市，预算投资近60亿元的吉电绿
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正酣。国家电投集团大安吉
电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宋树林表示，将绿氢合成绿
氨、绿醇用以储能，可将“绿电”以化学能形式储存，可实现
清洁能源的大规模、长时间存储和远距离运输。项目建成投
产后，预计年制绿氢可达3.2万吨、年制绿氨达18万吨、年
减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

转型升级焕活力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当
前，吉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一个个项目、一座座车间、
一笔笔订单，透着浓浓的忙活劲儿、热乎劲儿。

松花江畔，吉林石化120万吨乙烯项目建设步入冲刺
阶段。13万平方米的厂区内，7台工业炉高耸伫立，28套装
置交错排布，振兴图景跃然眼前。

“乙烯生产是衡量化工产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中石油
吉林石化公司转型升级东区项目主管卢思屹说，这一总投
资超300亿元的项目，是吉林“减油增化”战略的重要项目，
年可生产聚合级乙烯120万吨、聚合级丙烯58.7万吨，同时
副产氢气、粗裂解汽油等产品，预计于今年7月建成达产。

在同样是生产化工产品的吉林化纤集团生产车间内，

一缕缕雪白的原丝经过高温碳化等工序，化作黝黑发亮的
碳纤维。眼下，吉林化纤年产40万吨原丝、碳丝、复材的全
产业链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吉林化纤股份公司设备能源处
处长付洪瑞介绍，项目在2026年建成投产后，预计可新增
销售额233亿元，进一步扩大吉林省碳纤维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

一些项目赶春时抢开工，也有项目迎来竣工。在位于长
春市绿园区的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00吨聚醚醚酮（PEEK）深加工系列产品综合厂房（二期）
项目近期迎来竣工，目前正在验收阶段，预计今年5月将投
入使用。

生物医药澎湃起

长白山麓，药香馥郁。依托资源优势与项目拉动，吉林
省正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向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延
伸，助力“吉林药”走向世界。

在长春市永春生物医药城内，项目工地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十余个塔吊高耸入云， （下转四版）

每年3月下旬，吉林省洮南市农田还未
完全解冻，冰麦种子便裹着寒霜落入“冰床”，
3个多月后，金色麦浪将在风中翻滚——“种
在‘冰’上、收在‘火’里”，一语道尽洮南冰麦
的生长特点。

双季账本：绿了生态 鼓了腰包

54岁的洮南市向阳街道青松村村民王
文光是冰麦种植的受益者。4年前，长期外出
务工的他回到老家，在10多亩农田上种植起
冰麦。

王文光的账本藏着“双季魔法”：2024年，
种了两茬田，第一茬种植冰麦，第二茬种植白
菜，“一年双收”模式下，多赚了6万余元。

“我是按收购企业的保底订单种植冰麦
的，每亩产量1100多斤，每斤冰麦订单价1.7
元，每亩纯剩1000多元。二茬种白菜，每亩产
量接近1万斤，去年的菜价高，收入也高不
少。过去打工一年最多挣3万元，现在守着家
门口就能‘种金收银’。”王文光高兴地说。

“每年3月20日左右，农田土地化冻至
15厘米左右，我们就会翻地并播种冰麦。”洮
南市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
一公司）1.5万亩冰麦种植基地负责人沈军说，

“种得早，出得早，麦苗抢先占位，地里的草就
长不出来了，而且此时无病虫害，加之冰麦品
种抗病性强，无需农药，田间管理很省心。”

“在7月收获冰麦后，就立即种燕麦草，
10月初将燕麦草收割，晒干后作为饲料卖给
养牛企业。”沈军说，一公顷地可出产干燕麦
草10吨左右，一吨可卖1500元至2200元。
麦、草轮作不仅让土地能“喘口气”，更以秸秆
还田、草茬固沙的方式，为吉林西部生态筑起
绿色屏障。

一粒麦破解寒地农业“低效魔咒”

播种于早春，丰盈于初夏。洮南市所处松
嫩平原西部，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
布区之一，曾让无数作物“折戟沉沙”。

为了盐碱地综合治理，20世纪八十年
代，东北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将内蒙古阿尔山
的天蓝冰草与北方春小麦进行改良杂交，培
育出冰麦这一“盐碱斗士”。

“冰麦是耐寒基因与现代农艺融合的产物。生育期90天左右，蛋
白质含量高，麦粒虽小却‘筋道十足’。”洮南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同志说。

“冰麦是一种对纬度、积温等自然条件都比较‘挑剔’的农作物。”
洮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史翠娥说，洮南位于北纬45°，年有效积温
达3071.5℃，正是冰麦种植的优选之地。

史翠娥表示，冰麦和燕麦轮种的模式优点凸显。四五月份，洮南
风沙大，麦苗长出后覆盖了地面，防止地面风蚀， （下转四版）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新华社记者 刘硕

白山松水千帆竞 项目建设引擎鸣
——吉林春季项目施工“加速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段续 唐成卓 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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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梓钦）3月28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白
城市“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题新闻发布会。吉林日报、白
城发布、白城市融媒体中心、白城日报、指尖白城等多家媒
体应邀参加。

会上通报了全市2024年和2025年1-2月水环境质量

状况，介绍我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情况，并就我市在水源地
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实施成效、下一步工作举措，我市水生
态环境执法取得的进展，2024年我市水环境质量监测方面采
取的举措等大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据了解，我市水质巩固提升取得实效。2024年，我市6

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国家考核要求，优良水体比例83.3%，
较去年提升16.6个百分点，其中，莫莫格断面水质变化情
况排名全省第2。白城市共有6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均已完成保护标志牌等警示标志的设立工作，完成了水源
地规范化建设。我市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规范
化建设工作，积极推进查干湖生态修复。以改善水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聚力打好碧水提升攻坚战，推动水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水质排名节节升高。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
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三水”共治，补
齐水污染防治短板，完善水环境治理体系，提升水生态修复
能力，以高品质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综宣）通榆县委政法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聚焦基础设施标准化、功能定位科学化、
运行机制高效化、工作措施信息化，不断创新社会治理
模式，倾力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管理服务融合的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平台，全面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
水平。

高位推动，绘就综治建设新图景。坚持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将综治中心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
任务，成立县级综治中心领导组织，制发《通榆县综治中心规
范化建设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建成了1800余平方米的
县级综治中心。中心设置法律咨询、人民调解、诉讼服务、法治
助企等12个接待窗口，综治信息指挥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室、
心理咨询室、综合研判室、速裁法庭等16个功能室，实现了群
众诉求“进一扇门、解万家忧”。

体系创新，构建综合治理新模式。通榆县综治中心以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创新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立
了“1345T”社会治理新模式。“1”是坚持党建引领；“3”是
注重三个依托，依托党委统一领导、依托三级综治中心、依
托社会群防群治；“4”是四中心合一，将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中心、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纳入综治中心合属办公；“5”是五调联
动化解，坚持做好人民调解、做实行政调解、做强司法调
解、做细行业调解、做大社会组织调解；“T”是梯次递进闭
环管理，构建起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的治理体系。

平台互通，注入智慧综治新动能。通榆县综治中心
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基层乡
镇（街道）通过综治信息系统上报的纠纷，通过综治信息
系统受理、转办、处置、反馈，形成“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
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的全链条化解措施。在全县
19个乡镇（街道）、182个村（社区）建立综治信息系统，横
向打通信访、住建、民政、人社等18个职能部门的信息壁
垒，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和群众诉求网上流转，有效提升上
报事项处置效率。

通榆县综治中心将持续推进规范化建设，确保群众的
每一项矛盾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着
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真正将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
纠纷的“集散地”、平安建设的“桥头堡”。

白城市“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讯（刘丽东）为助力我市纵深实
施“一三三四”高质量发展战略，全方位夯
实法治基石，近日，市司法局聚焦企业与
群众在经营发展、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
痛点、难点问题，精心谋划、积极作为，创
新开展“助企惠民”专项行动。

在助企层面，通过开展送法进企业、
法治体检、推广“公共法律服务云超市”涉
企功能，破解企业经营上可能遇到的涉诉
风险；通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逐步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制、严格办理涉
企行政复议案件，确保企业在遇到法律问
题时能迅速获得专业指导，减少纠纷对企
业经营的干扰；通过优先审核涉企文件、

涉企复议事项，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援
助，有效化解企业潜在法律风险，提升职
工法律意识，为企业稳健运营与职工安心
工作筑牢法律防线。

在惠民层面，通过举办法治讲座、开展
常态化法律咨询服务，设立社区法律援助
点、开通法律援助申请“联络点通办”机制、

扩大“白司言法”普法品牌知晓度等措施，
切实解决群众日常法律困惑，提升群众对
法律知识的知晓率，确保法律援助真正成
为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接下来，市司法局将以坚定不移的法
治信念与为民服务的热忱初心，推动“助
企惠民”行动走深、走实。

通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构建“一站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为企业发展赋能 为民生福祉添彩
市司法局启动“助企惠民”行动

时 评

本报讯（记者王源）春季是森林草原防火的关键时期。
为实现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草原火灾目标，吉林向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抢先抓早、关口前移，对火情高发区域重
点排查，超前做好春防工作，确保保护区的林业生态安全。

“防火巡护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我们每天都要出来
巡护，每次大概在3到4小时左右。对天然林地、水域边缘
芦苇草塘以及人工农用地等重点区域进行集中巡查。”吉
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防火办公室徐荣一边巡
护，一边介绍。目前，该区防火巡护主要分为人工巡护和远
程智能监控，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测。

据了解，我市已于3月5日起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火

期。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印发了《2025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要点》，为防灭火工作提供遵循依据。同时，组织各地做
好扑火机具、车辆、装备补充保养和检修调试，督促“三
员”和扑火队员迅速上岗到位。

“当前我市正处于备春耕的关键时期，我们会进一步
加大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力度，强化实战演练，成立联合
检查组，对各县（市、区）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开展密集
检查指导，密切关注天气和森林草原火险变化趋势，及时
发布高火险信息，指导各地有针对性采取火灾防范措施，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
减灾科负责人张莉新表示。

向海自然保护区超前做好春季防火工作

今年，洮南市利用“金融扶持+水库清淤+客土回填”系统化思维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此举既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又
提升了项目区的产能，还将提高群昌水库防洪蓄水能力。图为机械清理砾石，平整土地。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