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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乘势启新程 项目战正酣
郑丹 张阔 本报记者 张磊

塔吊林立的工地，拔地而起的厂房，焊花

四溅的车间……时下，虽已深秋，走进洮南市

多个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的施工场景依

然随处可见。

依托风光优势依托风光优势 打造打造““零碳绿城零碳绿城””

近年来，洮南市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优势，将打造

“零碳绿城”作为全市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积

极承接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重点项目，高

标准编制了白城·洮南“陆上风光三峡”产业

发展规划和“双碳”规划，全力推进清洁能源

产业链条不断延展。

建设中的洮南大唐清洁能源开发建设大

基地项目包括60万千瓦风电开发建设项目、

15万千瓦光伏开发建设项目、智能化指挥控

制平台建设项目。

“60万千瓦风电项目及15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共计完成投资49.5亿元，目前已全部

并网。”洮南大唐清洁能源开发建设大基地项

目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洮南新开30MW生物质热电联

产建设项目、洮南尧景光伏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洮南运达智能风机整机加工制造项目、

洮南上海电气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等多

个清洁能源项目相继落户洮南，序时开工，为

洮南振兴发展提供了不歇动力。

深挖资源禀赋深挖资源禀赋 建设建设““产业新城产业新城””

洮南市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项目

建设牵引有效投资，以有效投资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一批含“金”量、含“新”量、含

“绿”量高的项目惊艳亮相，为洮南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鲜血液。

在洮南市万华绿色工业化定制家居产

业集群项目现场，数十辆工程车往来穿梭，

有条不紊地进行场地平整。从7月23日至

今，洮南市已完成项目区60万平方米土地

征收，正在进行项目区“七通一平”工作。现

已回填土方8万立方米，平整面积3.5万平

方米，完成无絮速生抗虫杨（禾香板原材料）

栽植3万亩。

“该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产业集群总

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共建设4个子项目，

分别是万华50万立方米禾香生态板加工制

造项目、定制家居企业集群项目、产业集群

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禾香板原料生产基地项

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

20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2万人。”项目负责

人介绍。

目前，洮南市正在全力推动总投资5亿

元的吉林敖东洮南药业医药产业园化学原料

药生产加工和中药饮片生产加工扩能改造项

项目建设进程。大力培育具有区位优势和核

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推动农业品牌不断成

长壮大，紧紧依靠黑水西瓜国家地理商标品

牌着力建设黑水西瓜特色小镇，将洮南西瓜

产业做大做强。一座“产业新城”正在洮儿河

畔奋发崛起。

释放发展红利释放发展红利 打造打造““幸福古城幸福古城””

洮南市围绕打造美丽洮南、健康洮南、平

安洮南和幸福洮南，持续巩固产业优势，坚持

以产业发展为主引擎、动力源，着力将发展机

遇转化为发展红利，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加快推进洮南高质量发展。

洮南市主要负责人带队多次“敲门招

商”，用诚意引来凤凰栖，推动计划投资5亿

元的吉林西部红星美凯龙城市综合体项目成

功落户洮南。该项目位于北部新区，用地面

积约7万平方米，将建设爱琴海购物公园、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博览中心、1万平方米

的星级酒店、配套停车场等设施。“该项目集

精品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社交、文化等功

能于一体，致力于打造吉林西部最大最优商

业综合体，打造洮白一体化、辐射周边县市

商业发展新业态的重要引擎。”项目负责人

说。

年初以来，洮南市积极探索发展生态旅

游，精心谋划建设了总投资13亿元的洮南敖

牛山风灵谷乡村休闲度假区项目。同时，总

投资3.5亿元的洮南市人民医院异址新建项

目、总投资近1亿元的洮南市自来水有限责

任公司水质净化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3.1

亿元的省道扎突公路洮南西出口至军马场段

改建工程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的人民广场

建设工程项目等一个个民生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一幅幅催人奋进、温暖人心的民生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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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雪）记者从白

城市发改委获悉，为切实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进一步促进农民科

学储粮、减损增收，白城市委、市

政府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全面开展“地趴粮”专项整治

工作。

完善工作体系，实现管理网格

化。成立由白城市发改委、白城

市农业农村局、白城市督查指挥

中心组成的“地趴粮”专项整治督

导组，深入5个县（市、区）走访调

研、交流座谈、听取意见建议，找

问题、寻方法、促落实，分阶段督

导检查、通报进度，扎实有效地推

进全市“地趴粮”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进一步查清各村的种植户

数、面积、产量等情况，全面掌握

“地趴粮”底数的基础上，将工作

责任和具体任务延伸到村、细化

到户，按照种植面积、产量、储粮

方式、包保人员等项目列出清单，

逐村形成储粮台账，实行网格化

管理，监管并重，为全面消除“地

趴粮”奠定牢固基础。

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储粮规范

化。包保干部走村入户、下沉基

层，开展“大走访、大普查、大推

广”活动，加大节粮减损法律法规

宣传力度，推广普及安全储粮技

术知识，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参与

的积极性，营造爱粮节粮浓厚氛

围。通过发传单、放视频、算对比

账等方式，广泛宣传“地趴粮”的

危害，引导农民改变传统“地趴”

储粮习惯，接受科学储粮方式，提

前做好各项准备。

注重分类指导，规范服务标准

化。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

用符合实际的安全储粮模式。各

地为不同种植规模的农户“量身

定制”安全科学的储粮方案。一

种是使用PVC网囤粮，一种是通过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五代”服务、

开展粮食银行采取随行就市延后

结算的方式解决储粮难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划定储粮示范村，发

放 PVC 网。组织技术人员指导并

帮助农户按照既定方式栈粮、售

粮，针对离地、通风、稳固、拆解、

循环使用等各个环节传授技术，

为农户安全储粮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保障，让种粮农户省心省力，切

实帮助农民实现减损增效。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11月1日，白城市举行中共辽吉

省委旧址纪念馆揭牌仪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奋斗精神。

中共辽吉省委，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省境内“三大省

委”之一，是白城历史上建制级别最高的党组织。在东北解放

战争期间，辽吉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清匪除霸，动员广大青

年踊跃参军入伍，投身全国各条战线，英勇杀敌，为全国解放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中共辽吉省委旧址，是东北保

存完好的解放战争时期省级机关旧址，是白城市红色革命遗

址，也是白城市红色历史的最佳见证。

为深入挖掘这一红色资源，重现当年革命斗争场景，打造

吉林西部重要的党史教育、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白

城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的恢复工作，经过一

年多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旧址资产置换、展陈设计、历史资源

挖掘、文史档案整理以及布展等一系列工作。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揭牌

本报讯（潘晟昱 刘宏伟 记者张磊）今年

以来，镇赉县充分发挥河长制的拉动、融合、

催化、集成作用，积极推进绿水长廊建设，为

江河湖泊按下“美颜键”，开创河湖治理、生态

环境共筑共享新局面。

2022年5月，镇赉县河湖连通南湖生态

绿水长廊维修养护提升、城市型续建工程开

始动工，在南湖原有景观的基础上，改造建设

天鹅岛、杏花岛、荷花池等景观设施，工程投

资1600万元。2022年10月，河湖城市型续

建工程“天鹅岛”已经全部建成，并完成3个

荷花池建设和杏花岛 2000 棵杏树栽植任

务。项目建设有效构建了河湖生态系统，大

大提升城市景观面貌，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

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动画面。

“天鹅岛”续建工程的完工，在镇赉县不

仅仅是一个景观，更是河湖治理方面生态环境

改造的点睛之笔，是镇赉县多年对南湖生态环

境打造的产物。南湖公园原是一处纯天然的

泡沼地，是城市污水排放的重要区域，也是城

市的垃圾堆放地，环境十分恶劣。2016年春季

嫩江水成功引入南湖泡，南湖湿地公园正式开

始建设，当年完成生态护坡3万延长米，清淤

273万立方米，建设栈道6000延长米。2018年

南湖纳入湖长制管理。如今，以南湖为基础打

造的环城国家湿地公园的区域生态有了显著

改变，现有荷花、芦苇、香蒲、芡实、垂杨、梓树碧

桃等多种湿生植物，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

30种野生鱼类，国家二级保护鸟类7种，三级保

护鸟类30多种，栽植樟子松、云杉、三角枫、榆

叶梅等乔灌木47个品种60万余株，夏季人们

来到这里能够充分感受到湖水碧波荡漾，静赏

风起涟漪，目之所及皆是碧绿，一幅人水和谐

的美好生态画卷展现开来。

镇赉县积极推进绿水长廊建设

白城车站北道口公铁立交桥开通

本报讯（张芙 记者尹雪）10月28日，白城车站北道

口公铁立交桥维修加固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正式通车。

据了解，该桥始建于1989年，2019年 11月，经专业

部门多次检测，综合评定该桥总体技术状况等级为 E

级，属于危险状态，即被评定为危桥。为保障市民出行

安全，该工程于2021年 7月动工建设。公铁立交桥的

正式通车，对于完善全市道路交通网络，提升城市整体

通行能力、提升城市建设品位，方便百姓出行将发挥重

要作用。

确保供暖企业用电安全

本报讯（刘昊天 李健竹）为确保供暖企业用电安

全，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党委多举措深化提质增效专项行

动，提升电网运行质效，确保用户安全过冬。

该公司党委从电力源头抓起，对新能源场站及发电

企业设备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重点保暖保供线路，实施

每日红外测温巡视及带电检测，加强相关变电站设备运

行状态监测，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确保电力供给侧

“稳发满发、顶峰出力”。建立设备运维责任包干机制，

严格落实设备主人制和台区经理制，强化网格化服务管

理体系建设，做到每一台设备、每一个村庄(小区)、每一

个客户都有人关心、有人负责。针对电采暖用户较为集

中地区，增加抢修力量和抢修点，推行网格化、一体化抢

修模式，确保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

“四色”监督单督促工作落实

本报讯（胥劲国）通榆县交通运输局创新监督工作

方法，试行“蓝、黄、橙、红”四色预警，“四色”监督单涵

盖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上级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重点领域和关键部门履责用权情况及巡视巡察发

现问题整改情况等。根据各基层单位履职情况分别制

发蓝色《工作告知单》、黄色《预警提醒单》、橙色《限期

整改单》、红色《追责问责单》，实行一事一单。截至目

前，共向11名各级领导干部、4个基层单位和一个窗口

部门下发“四色”监督单21份，有力推动全系统各项工

作落实。

储好粮卖好价 助农增收致富

本报讯（韩磊）秋收以来，省商务厅驻村工作队积极

帮助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太平村开展粮食储存和销售

工作。截至目前，全村95%以上的“地趴粮”已实现立体

储存。驻村工作队积极与粮油食品企业对接，推动企业

与农户签订订单，减少中间环节，使农民卖粮款24小时

到账，确保农民销路有保障、收益最大化。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又是一年丰收季。洮南圣一金地生物农业

有限公司种植的燕麦草一望无垠，一台台大型机械在田野里来回穿

梭，伴随着隆隆的机械声，燕麦草被成行有序收割，经过搂草、打包、

装车等流程后，一片片燕麦草摇身变成一捆捆优质饲草，通过订单签

约销往内蒙古、北京等地。

燕麦草因其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等特点，是养殖

业所需优质饲料，市场需求较大，供不应求。近年来，洮南圣一金地

生物农业有限公司，采取冰麦加燕麦草，一年两季、双季双优种植模

式，产出的冰麦和燕麦草无农药不施肥，天然生长，是绿色生态种植

的标志性产品，“双季双优”种植模式已在洮南大面积推广，实现了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赢”。 盛守鹏 摄

政务之窗·微白城

洮南万亩燕麦草迎来丰收季洮南万亩燕麦草迎来丰收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