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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 实现华丽转身实现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磊张磊 尹雪尹雪

走进白城市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大厅里人

头攒动。环顾各企业的招聘席位，发现新能源装备制

造、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备受关注，上前咨询的求职者特

别多。

服务群众就业领域工作30多年，被求职者称为“就业

红娘”的白城市洮北区公共就业服务实训中心主任于砚

华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一批大中型企业落户白城，现

在的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就业岗位已经由原来的劳

务输出为主，转变为劳动力本地消纳为主，求职者在家乡

就能实现就业。”

如今，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选择在白城投资落地，除

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还与白城市的绿色发展路径密切相

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吉林省西部重要生态屏障，白

城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

态强市，突出环保优先，打生态牌、走绿色路，充分发挥白

城“区域位置独特、农牧资源丰富、清洁能源富集、生态环

境优良”的特点，全力推进“两山”理念转化，努力实现经

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

构建系统化治理体系，铺好绿色发展底色

2016年12月，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由市

委书记、市长共同担任委员会主任，并明确各级各部门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建立起“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必须管环保”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017年以来，白城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市、县、乡、

村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全面建立，嫩江、洮儿河、霍林河

等境内19条河流及155个湖泊全部落实河湖长，河湖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通过精心规划、综合治理，白城市生态

新区的鹤鸣湖、大安市的嫩江湾、镇赉县的南湖旧貌换新

颜，已变成周边群众休闲活动的生态公园，成为城市的靓

丽名片。

2020年7月底，省委、省政府确定白城市为全省唯一的

林（草）长制地级市试点单位。白城市通过建立林（草）长

制，构建起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运行高效的林草

保护发展新体制机制，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西部全面推

行林（草）长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白城模式。

2022年1月1日，《白城市草原生态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这是白城市结合实际，为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防止草

原生态退化制定的重要法规，为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铺好白城绿色发展的底色，白城市委、市政府持续

开展生态保护与建设三年行动和“三年造林还湿双百万”

等行动，实施河湖连通、植树造林、草原治理、湿地修复等

重点生态工程，实现由单项治理到系统治理的转变。如

今，生态环境得到系统性改善的白城，再现“河湖互济、草

茂粮丰、渔兴牧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

构建河湖连通体系，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水，一直制约着白城的发展，“有水则兴，无水则荒。”

依托引嫩入白、大安灌区、洮儿河灌区等有利的水源条

件，今年，白城市水稻种植面积375.6万亩，是全省水稻种

植面积第一大市。粮食生产不断扩大的背后，是白城市

持续推进河湖连通工程，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不懈努力。

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依托自然河湖水系和已建重大

水利工程，把区域内主要的天然湖泡与现有工程和自然

河道进行连通，将过境的洪水资源和灌溉回归水引到湖

泡中存蓄起来，恢复部分湿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

如今，洮南市四海泡、泉眼泡昔日尘土飞扬的景象不

见了；通榆县兴隆、胜利两座中型水库结束了连续12年干

涸的历史；断流了22年的蛟流河重新泛起波浪；向海、莫

莫格两大湿地如诗如画的美景得以再现；牛心套保国家

湿地公园里芦花飞舞……水至绿来，水来粮丰，水兴景

美，河湖连通工程使白城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显

著而积极的变化。

截至截至20212021年底年底，，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生态效应明显白城市河湖连通工程生态效应明显，，

全市新增蓄水能力全市新增蓄水能力55..55亿立方米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增加地下水储量增加22..11亿亿

立方米立方米。。全市植树造林全市植树造林133133..33万亩万亩，，修复草原湿地修复草原湿地418418万万

亩亩，，林草覆盖率达到林草覆盖率达到2626..6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排在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排在全省

前列前列，，环境质量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环境质量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白城市先后荣获白城市先后荣获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构建构建““绿色绿色++特色特色””体系体系，，助推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助推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是白城首个投资达百

亿级的企业，目前拥有全世界单体最大的赖氨酸生产线

和谷氨酸钠生产线，年可消纳玉米200万吨。白城市全力

推动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产业

集群。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

产业，突出主粮加工、肉乳制品加工、杂粮杂豆加工“三条

线”，聚焦壮龙头、强主体、建基地、创品牌，全力打造玉

米、水稻、杂粮杂豆、肉牛、乳品、肉羊、生猪、禽类、水产、

果蔬等农业“十大产业集群”，推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

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围绕水稻、谷子、小冰麦、绿豆、燕麦、花生、香瓜、黄

菇娘等特色产业，抓好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

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加快特色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

化发展步伐，整合白城市农科院科技资源，组建白城市特

色农产品研发中心，开展特色农产品科研攻关。同时，加

大对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运用政策杠杆鼓励企业进入

特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

近年来，白城市先后引进建设了吉林梅花、益海嘉

里、吉运肉牛、和合牧业、飞鹤乳业、牧原生猪等骨干企

业。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畜禽等

特色农产品在加工深度上迈出较大步伐特色农产品在加工深度上迈出较大步伐，，全市特色农产全市特色农产

品经济发展框架基本形成品经济发展框架基本形成，，优势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态势优势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态势

凸显凸显，，特色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特色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初步形成了大龙头带动初步形成了大龙头带动

大基地大基地、、拉动大产业的发展格局拉动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全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全

市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市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农产品加工业及食农产品加工业及食

品制造业产值增长品制造业产值增长4343%%，，有力拉动了全市工业经济增长有力拉动了全市工业经济增长。。

构建低碳工业体系，抢占新能源发展高地

去年，全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在通榆县正式启动，

通榆县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和风电装备制造，大力推动三

一重能整机落地，引进远景集团、东方电气、水发电力、凡

瑞重工、施必牢等新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

群。目前，大到风机整机，小到螺丝锚栓；上到叶片，下到

法兰盘；内到线缆，外到塔筒，所有关于风机的部件在通

榆境内都能生产，产业链条齐整，实现风电装备“一站式”

采购。

如今，白城已经成为东北重要的新能源基地。白城

市是全国首批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国家新能

源示范城市、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东北地区唯一

光伏领跑者基地和奖励激励基地，东北地区首个实现氢

燃料电池公交线路投运的城市。全国第一个成立氢能产

业联盟的城市、全国第一个开展新能源制氢加氢一体化

示范的城市。

近年来，白城市贯彻落实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积极承接“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建设，强化新能源

保障、氢能产业示范、新能源消纳、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

基地”建设，着力降低用电成本，推进百万吨级“氢田”、数

据灾备中心、绿电产业园、氢能示范园等重点工程，加快

形成千亿规模的产业集群。截至2021年底，白城市新能

源装机达到817.5万千瓦，占全省新能源装机总规模70%

以上。

白城今天的发展成果，凝聚着历届市委、市政府及广

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白城

市正按照坚持“生态强市”，建设“一城三区”（区域中心城

市、生态经济先导区、乡村振兴创新区、生态文明示范区）

的发展战略，秉持“一锤接着一锤敲”的韧劲干劲，以钉钉

子精神一抓到底，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白城的美好蓝图变

成生动现实，实现新时代生态白城、实力白城、美丽白城、

幸福白城的华丽蝶变。

“水至粮丰”，粮食生产连年增收。

风电装备产业实现域内“一站式”采购。

“慢牛快走”，畜牧业蒸蒸日上。

““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建设，，彰显生态魅力彰显生态魅力。。

““水至景美水至景美””，，生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风光互补”是白城市新能源的主要构成。 本版摄影：戈驰川 潘晟昱 张凯 张磊 尹雪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