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鱼在水中翻腾。

▲渔民撒下春日“第一网”。

镇赉镇赉：：河开水涨处河开水涨处 鱼跃人欢时鱼跃人欢时

吉林白城乐胜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本报讯 （大安宣文/摄） 日前，

由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的
吉林白城乐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体工程顺利建成投运，创下吉林
省电网建设速度新纪录。

作为白城市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送出的重要通道，也是“吉京直
流”特高压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吉林白城乐胜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可满足白城大安地区300万千
瓦新能源电力并网需求，缓解周边
500千伏变电站上送压力，为周边
地区新能源接入创造有利条件，提
高白城地区负荷中心供电可靠性，
强化吉林省西部网架支撑。

目前，变电站执行24小时值班
制度，对用电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并进
行巡检，全力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稳

定运行。
据了解，该工程创新采用“最

优策划”管理理念，积极引入多种
创新工艺和技术手段，突破零下
35℃施工技术瓶颈，实现低温混凝
土浇筑和电气设备安装标准化作
业，建设效率与质量管控水平实现
跨越式提升。

吉林白城乐胜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技术总工程师何佳洋介绍：“吉
林白城乐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于
去年 4月 17日开工建设，今年 3月
31日主体工程顺利建成投运。该工
程建成后，能够极大满足周边快速增
长的新能源接网和上送需求，每年可
以输送绿色能源约60亿千瓦时，为
吉林省新能源送出提供坚强保障。”

图为工程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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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伟）为确保今年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局，农
业银行白城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抢先抓早，高效投放
贷款资金，全力支持备春耕生产，为农户生产经营送上了
一场“及时雨”，也为白城市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截至3月末，白城分行所辖各县（市、区）支行投放
备春耕贷款超25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近8亿元。农户
余额近30亿元，同比多增近7亿元。余额、增量均为白
城农行历史最高水平。服务覆盖全市所辖各县（市、区）
乡镇2万余户，较年初增加近5000户，同比多增近4000
户，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春天行动”注入金融活水。各支行制定一系列针对

性强、覆盖面广的金融支持服务的“春天行动”方案，从
优化贷款流程、到提高审批效率和加大信贷投放，重点支
持农民购买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

精准滴灌，助力春耕。白城分行针对不同农户群
体的需求，推出了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对种植大户和
家庭农场，提供了大额、长期的贷款支持；对普通农
户，通过惠农E贷、粮农E贷等生产经营类贷款，不
断加大农业信贷的支持力度。所辖5个支行，以“县县
签约”为契机，实现贷款的快速审批与发放，解决农
户的资金难题。

真情助农，见证成效。镇赉县种植大户赵某凭借农行
的“惠农E贷”贷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实现了从耕

地、播种到收获的全程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洮南
市福顺镇农民刘某利用农行提供的“粮农E贷”贷款，扩
大了水稻种植面积，并引入了智能温控大棚育秧技术，有
效抵御倒春寒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确保了水稻的稳产高
产。截至3月末，农户贷款投放余额近30亿元，其中信
用贷款占比95.71%。

白城分行通过一系列务实的金融服务举措，不断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金融
支持力度；同时，他们还将加强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
等各方的合作，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乡村振
兴和农业强国目标贡献力量。一幅幅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的春耕画卷正在广袤的田野上徐徐展开。

抢抓时节助力春耕 金融活水滴灌乡村

本报讯（于冬冬）为全力提升旅客出行安全，确保列车治安环
境稳定有序，近年来，白城铁路公安处特警支队积极行动，针对白
城至北京、白城至长春的重点列车，开展全程与重点区段相结合的
随行巡乘工作，秉持“最高标准、最严措施”，为旅客的平安出行
保驾护航。

创新“双警联动”机制。在列车巡乘任务中，特警支队创新性
地启动“双警联动”机制，加派特警队员随车巡乘，与乘警紧密协
作，共同进行列车巡逻防控工作，对列车内的重点区域实施动态警
戒，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

发挥专业优势。巡乘过程中，特警队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结
合列车警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开展车上送教活动。他们向乘警及车班
人员传授狭小空间内的防卫控制技巧以及器械使用技术，有效提升
了列车工作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在列车运行
途中，还联合乘警开展反恐演练，进一步增强协同作战能力与应急
反应速度。

提供便民服务。特警队员在巡乘期间始终将为民服务放在心
间，主动为老年旅客、带儿童的家庭提供行李搬运等便民服务。他
们的暖心举动赢得了广大乘客的纷纷点赞。

白城铁警

“双警联动”守护列车平安

什么是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

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
生的渣土、弃土、弃料、淤泥及其他废弃物。按产生源分
类，建筑垃圾可分为工程渣土、装修垃圾、拆迁垃圾、工
程泥浆等；按组成成分分类，建筑垃圾中可分为渣土、混
凝土块、碎石块、砖瓦碎块、废砂浆、泥浆、沥青块、废
塑料、废金属、废竹木等。建筑垃圾若未经处理直接填埋
或堆放，易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粉尘污染、地下水重金属
超标等问题。当前处理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原则：通过施工源头管控减少废料产生，对惰性材料（如
混凝土、砖石）破碎筛分制成再生骨料，用于道路基层、
建材制品；可回收组分（金属、木材）直接循环利用；少
量有害物质需专业处理，最终实现“垃圾”向“资源”的
转化，是推动循环经济和绿色基建的重要环节。 （待续）

（白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

建筑垃圾的

有关知识与案例分析

推推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本报讯（张美偲文/摄）几场新雨后，堤柳舞翠绦。当沉
睡的江河在暖阳下苏醒，镇赉的渔民们也撒下了春日里的

“第一网”。近日，在二龙涛河流域的一处水面上，随着一张
张渔网被陆续收起，无数银鳞闪动，条条鲜活的江鱼在水中
翻腾如沸——这便是镇赉“开江鱼”的捕捞盛景。

镇赉这片被“一江三河”所滋养的土地，地表水资源达107
亿立方米、拥有51万亩的养殖水域面积。得天独厚的弱碱性水
资源优势，让在纯净江河水中自然生长的有机鱼、虾、蟹，成为
撬动县域经济的又一根“黄金杠杆”。2024年，镇赉县以2.28万
吨的水产品产量位列全省前三，产值达5.3亿元。

镇赉的优质水产品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有赖于治水
智慧和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多年来，通过“河湖连通”工程
的实施，镇赉这片曾经的荒滩碱地早已蜕变为“河湖相济、
渔苇共荣”的生态聚宝盆。镇赉进而也以系统性思维积极推
进水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传统的捕捞模式，并逐步构建起集
多元化、集约化、品牌化于一体的现代水产业体系。

科技赋能特色养殖，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实现“南虾
北养”技术突破，弱碱性水域孕育的小龙虾品质卓越，迅速

“破圈”成为市场焦点；综合种养增效显著，20万亩稻渔共
生田实现“一地双业、一水双用、一田双收”，为农户开辟增
收快车道；全链条服务升级，吉黑蒙水产品交易市场构建冷
链物流体系，确保优质水产品直达消费终端；品牌建设成效
凸显，“嫩江大闸蟹”获绿色食品认证，哈尔淖有机“分割
鱼”持续热销，蟹田米以40%的溢价率抢滩高端市场。

从水面上的“一网鱼”到产业规划的“一盘棋”，从生态
养殖的深耕到水产品品牌的打造，河开水涨处，镇赉县以水
为媒，正在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不竭的发展动能。镇赉将聚焦
水产业“种—养—加—销”全链条升级，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以生态保护为底线，以品牌建设为抓手，统筹资源配
置，进一步完善县域水产业版图，让生态好水，真正成为助
推镇赉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活水。

天刚亮，通榆县十花道乡岭上村村党组织书记李长
友便来到敖包山屯脱贫户王兴家，“王大妈，今天乡里赶
集，把你家的鸡蛋、小米都带上，我开车拉你卖货去”。像
李长友一样，通榆县的村干部到脱贫户家动员村民卖自
家的农副产品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

为了帮助脱贫户增收，村干部想尽了一切办法，起初
老百姓认识不上去，没有把借着乡村大集卖货增收当成
事儿，村干部就干脆主动担当，有的帮助村民搬运货物，
有的在摊位上帮忙摆放商品，有的直接当起了服务员主
动上前介绍：“这位大哥，这是我们村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不打农药，吃起来健康放心。您看这西红柿，红彤彤的，酸
甜可口，果香浓郁。”

走进乡村大集，会感受到纯粹乡村美食的独特魅力。每

逢每月的9日、19日、29日，通榆县十花道乡大集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前来“打卡”，这里俨然成为了一个助农
民增收与文旅美食结合的新“打卡地”。

集市汇聚了周边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包括牛羊肉、土
鸡蛋、小笨鸡等特色产品。其中开河鱼、下蛋鸡、有机菜等鲜
货因品质优良备受消费者青睐，现场吆喝声此起彼伏。“新鲜
的苹果又脆又甜，三块钱一斤啦！”“自家养的土鸡蛋，绝对新
鲜，便宜卖啦！”“刚出锅的油炸糕，热乎乎的，来两块吧！”这
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宛如奏响了一曲热闹的乡村交响乐。

今年4月的乡村大集主题活动特别推出“品开河鱼，吃
下蛋鸡”美食区，结合本地传统烹饪技艺，吸引游客品尝新
鲜河鱼和农家土鸡。开河鱼经过一冬的休眠，肉质鲜美，营
养丰富；下蛋鸡均为农户散养，所产鸡蛋品质上乘，无论是

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十分合适。除了各类农副产品外，
大集上还有现场自制咖啡，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此外，
文艺演出、演唱和网红表演等节目穿插其中，为集市增添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

近年来，通榆县十花道乡积极推进精品文旅项目，打造
出每月一主题乡村大集活动，其中以美食休闲为线索，开展
了大鹅宴、火锅宴、饺子宴等活动。这些活动优化了大集功
能，将其发展为集“特色美食、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生态农
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借着乡村大集主题活动带动全乡
10个村的农副产品销售，前来参与销售的脱贫户均增收
300余元，达到了激发乡村活力，助力农民增收的目的。

通榆县乡村大集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农贸盛会，也为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品开河鱼，吃有机菜，这个春天的完美邂逅
——通榆县十花道乡农贸大集小记

●通宣

新质生产力在 白城

 

































































6岁时躺在山坡放牛“牧星”，在36岁
时真的去天上“摘星星”了，他就是我国首
位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航天员
桂海潮。从云南保山施甸县姚关镇的小山
村一路走来，桂海潮用努力与拼搏，追逐
梦想、实现梦想。大山的沟壑，可以用知识
和奋斗来跨越。

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过去我们的
祖辈父辈，大多出身农村，他们通过读书
考学来到城市，而现在，“寒门出贵子”好
像难上加难了。事实当真如此吗？

先看“绝对数”——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不到 4%，而这个数字到 2023 年已达到
60.2%。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院校招生规模不断
增长，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农
村学子继续深造的机会其实是更多的。

不仅如此，支持农村孩子上重点高校
的政策也愈发完善。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
脱贫地区专项计划持续实施，农村学生考
入重点高校人数不断增加，10多年来累计
录取120余万人。

再看“相对数”——
恢复高考初期，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

的八成左右，而到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城乡人口的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生源构成有很大影响。从这
个角度看，农村生源学生比例下降，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走出来的农村孩子，如何走得更好？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社会
对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期待，对乡村全面振兴包括基本公
共教育均等化的牵挂。

的确，在人生成长路上，农村孩子会面临一些障碍。如何打破
这些障碍？答案就是，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接受教育、公平参
与竞争的舞台，努力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体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学习和生活中的新变化、新挑战。

这些年，保障教育公平、弥合城乡差距在行动，成效有目共睹：
“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超93％分配给中

西部地区；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的
学生资助体系已经建立；250余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
参加高考……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补齐短板、抬
高底部、抓住关键、数字赋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进步，怎样看待“成长、成才、成
功”也在发生变化。

80后“白发校长”张鹏程回到家乡，用爱心浇灌每一株幼苗；
“新农人”魏巧返乡创业，成为数字化大田种植的行家里手；浙江安
吉余村村打造专属创业空间，让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可以想
见，当一个个美丽乡村长出一棵棵“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便会成
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注脚。

动画电影《哪吒》里有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爱拼才会
赢，相信奋斗，相信坚持，每个人都能成就出彩人生。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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