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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吉林省念兹在兹、寄予厚望，党的十八
大以来 3 次视察吉林省，为吉林省的绿色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全省牢记殷殷嘱托，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吉林
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战略决策，并将每年的 9
月 26 日确定为“吉林生态日”，建设生态强省成为吉林省矢志不
渝的信念和追求。

♦马博峰潘瑜

金秋九月，吉林大地田畴似锦、
稻花飘香、硕果盈枝。在这处处洋
溢着丰收喜悦的时候，迎来了第二
个“吉林生态日”，加快建设生态强
省的步伐铿锵。

一年来，全省上下围绕生态经
济、生态环境、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
制度“3+1”体系，构建“1+N”行动

体系，累计出台 9 个系列行动方案和 9
份重要文件，启动实施 27 个省级重大
项目和 211个地方重点工程。

一系列方案的出台、一个个重大
工程的启动、一项项制度体系的建立，
支撑着生态文 明 建 设 的“ 四 梁 八
柱 ”更 加 坚 实 ，吉 林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高 水 平 保 护 更 加
稳 健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善的后
劲更加充足。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呈现喜人态势

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
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全力推进碳达峰，以“六新产业”发
展和“四新设施”建设为主攻方向，
促进工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结构调
整，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工业领域“推陈出新”。近年
来，吉林省相继启动实施以一汽红旗
新能源工程、吉化120万吨乙烯系列工
程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目，加速推动
工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轻的方向转变。现有
工业体系也加快转型升级，重点行
业持续开展全流程绿色化改造，累
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项
目 66 个，省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达
到 142个。

一汽集团全面提高汽车工业绿
色化、智能化水平。2021 年建成投
产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年产能
20 万辆，产值达 600 亿元。绿色标
准车间的生产线自动化率、焊装生

产线自动化率、智能网联覆盖率分别
达到 71.4%、100%、90%。

能源领域“风光无限”。吉林省借
助风光资源优势，积极打造国家级清
洁能源生产基地 。“ 陆 上 风 光 三 峡 ”
工 程 是 代 表 之 作 ，目 前 已 有 1242
万 千 瓦 装 机 并 网 发 电 。“ 山 水 蓄 能
三 峡 ”工 程 是 推 动 绿 电 消 纳和稳定
供给的务实之举，全省已建成 170 万
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新能源装备制造
产业链项目建设也在不断推进，中车
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三一通榆零碳
产业园建成投产，全省风电产业链日
趋完备。长春市“双碳”示范城建设全
力推进，力争到 2025 年，建成 1 个千亿
元 级 新 能 源 产 业 基 地 ，总 产 值 突 破
1000 亿元。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是吉林省新能
源领域又一重点项目，目前已经启动
建设，总投资 69.7 亿元，总装机规模
120 万千瓦。项目将在产生绿色经济
价值、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提高电网运
行稳定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交运领域“添新增绿”。近年来，
吉林省全面实施绿色公路建设工程，
推动长春都市圈西 环 线 等 高 速 公 路
落 实 绿 色 公 路 建 设 要 求 ，鼓 励 普 通
国 省 干 线 公 路 按 照 绿 色公路要求建
设，让有条件的农村协同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实施绿色出行“续航工
程”，累计建设专用、公用充电桩 5160
个，换电站 47 座。全省交通发展进入

“快车道”。
“旗 E 春城、旗动吉林”行动是吉

林省大力支持新能源车发展的鲜明举
措。目前，各地共投用红旗电动出租
车、网约车 8572 辆。大街小巷风驰电
掣的绿牌红旗轿车已成为吉林各地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绿色经
济焕发勃勃生机

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
银山。吉林省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推动“两山”转化，打出“山水
牌”、走稳“生态路”、吃上“绿色饭”。

生态创建全域式推进。吉林省
坚持“提质、扩面、增量”，全域推动
生态创建工作，累计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7 个，“绿水青山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4 个 。
18 个 县（市 、区）被 评 为 省 级 生 态
县，在生态强省建设中较好地发挥
了创新突破、带动全局的作用。

白山市提出全面建设践行“两
山”理论试验区，与长白山保护开发
区开展“两地”“两区”联创，对长白
山三大生态经济区进行统一规划和
管理。2022 年，白山市实施建设践
行“两山”理论试验区重点项目 183
个，总投资达 512.05 亿元，大长白山
经济圈的发展未来可期。

农林经济规模化发展。吉林省
将发展农林经济与保护环境有机结
合，全面启动了“千亿斤粮食”“千万
头肉牛”等重大项目，打造富民强省
标志性工程。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807.84 亿斤，增长率居全国前十大
产 粮 省 前 列 。 全 省 肉 牛 产 量 在
2021 年 580.7 万头的基础上又增长
了 10.6%，5 个县（市）开展了秸秆饲
料化利用试点，建设秸秆养畜示范
乡村 151 个，探索推行农牧业循环

发展新模式。今年上半年，林下及林
特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198.5亿元。

目前，辽源市以百万亩造林工程
为载体，打造五大规模化林业产业基
地。白山市大力发展医药健康、绿色
食品、矿产新材料等优势产业。磐石
市建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单体灵芝种
植园区，全省特色农林产业正呈现出
遍地开花的可喜景象。

生态旅游品牌化经营。坐拥“冰
天雪地”和“绿水青山”两座金山银山，
吉林省着力打响生态旅游品牌，以东、
西部旅游“大环线”为纽带，“冰雪”和

“避暑休闲”双业并举，努力建设世界
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领先的生态
旅游强省。整合推出四大类 83 个春
季游产品、到吉林“森”呼吸等 117 个
夏秋季产品，以及新雪季“吉”兴玩雪
32 条精品线路。冰雪、长白山等生态
元素已成为吉林省旅游的鲜明标签，
享誉海内外。

吉林省还在查干湖上积极探索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的生动实践。谋划实施环湖种植结构
调整等项目 23 个，还林还湿还草 12.2
万 亩 ，投 放 3000 万 尾 鱼 苗“ 以 鱼 净
水”，实现松花江—查干湖—嫩江水体
转换。2020 年以来，查干湖库区水质
保持在Ⅳ类。依湖而建的查干湖生态
小镇充分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现“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吉林省
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守护好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
水、肥沃的土地。

“ 吉 林 蓝 ”颜 值 不 断 刷 新 。
持续推进燃煤污染治理，县级及
以上城市建成区 1159 台燃煤小
锅炉已全部淘汰，全面完成 117
家燃煤供热企业达标整治。长
春、吉林、白山 3 市成功申报国
家北方清洁取暖示范城市，全省
清 洁 取 暖 率 达 到 81.3%。 全 省
钢铁企业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 25 个，252 家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重点企业完成深度治理。

通 过 不 断 努 力 ，2021 年 全
省大气环境质量创有监测数据
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地级及以
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94%，同
比提高 4.2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为 2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6.1 个 百 分 点 。 今 年 1 月 —8
月，全省空气环境质量继续改
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2.1％，
特别是 7 月、8 月两个月，全省地
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100％，“吉林蓝”成为百姓生
活的常态。

吉林省 2021 年开始实施秸
秆全域禁烧，对秸秆露天焚烧问
题发起“歼灭战”。制定秸秆全
域禁烧行动方案，健全五级网格
化监管体系，建立了秸秆禁烧包
保帮扶、巡查及责任追究等制
度。去冬今春，全省火点数量同
比 下 降 77％ ，基 本 实 现“ 零 火
点”，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吉林
省统筹实施水生态、水环境、水
资源“三水共治”，谋划并推进实
施劣Ⅴ类水体治理项目 90 个，

全省 68 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城
市建成区内黑臭水体全面消除，
基本实现长治久清。西部河湖
连通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万里绿
水长廊正加快建设，“大水网”建
设已全面启动，全省水生态状况
明显改善，碧波荡漾、鱼翔浅底
的生动画面正逐步变为现实。

吉林省将辽河流域污染治
理当成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
打好辽河流域治理攻坚战。系
统谋划了四大类 195 个建设项
目 。 新 建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10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32 座，铺
设污水管网 436 公里，东辽河沿
岸退耕还林 744 公里，新增生态
保护带 6985 公顷，建设人工湿
地 78 万平方米，建设源头区水
源涵养林 8500 公顷。辽河流域
内好于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到
75%，水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黑土地沃野千里。为了把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
人民，吉林省担起保护黑土、维
护粮食安全重要责任，出台了全
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
设立了“黑土地保护日”，率先启
动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将
黑土地作为资源、品牌和门面精
心呵护。加强受污染耕地的安
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全省 17.84
万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到 99.9%。 全 域 统 筹 推 进 畜 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利用率达到
94.93％。长春市、吉林市纳入
了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范围。

吉林省认真总结和推广黑
土地保护“梨树模式”，今年保护
性耕作面积已达到 3283 万亩，
稳居全国前列。如今，“梨树模
式”已成为防风固土、培肥地力、
抗旱保墒、节本增效的综合代名
词，黑土地的珍稀地位不断得到
实践验证。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白山松水”
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吉林省将
生 态 安 全 当 做 安 身 立 命 之 本 和 永 续 发 展
之 源 ，全 面 加 强 东 部“ 大 长 白 山 ”生 态 保
护，加大西部盐碱地、沙地综合治理力度，
着力构建“两屏两廊”生态安全格局，全面
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提升自然生态功能。吉林省持续实施
大 规 模 国 土 绿 化 工 程 ，深 入 开 展 第 三 个

“十年绿美”行动，上半年共完成造林绿化
221.4 万亩、公路铁路河流沿线绿化 2109 公
里、村屯绿化 1386 个。启动实施“林草湿
生态连通”工程。开展“绿盾”专项行动，
自 然 保 护 地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整 治 率 达 到
98.99%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得 到 重 视 并 加
强，实施了中华秋沙鸭“安居工程”，开展
了清山清套清网和候鸟护飞等专项行动。

2021 年 10 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跻身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近年来，全省东北虎
豹种群数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野生东北
虎数量超过 60 只，分布区域逐渐扩大，生
态 系 统 的 持 续 改 善 为 野 生 动 物 种 群 提 供
了更好的庇护空间。东北虎豹长啸山林，

白 鹤 翩 然 起 舞 ，中 华 秋 沙 鸭 临 水 照 影 ，越
来 越 多 的 野 生 动 物“旗 舰 ”物 种 在 吉 林 省
安家。

建设良好城乡环境。积极打造绿意盎
然的园林城市，全省有 15 个市县被命名为
国家园林城市，17 个市县被命名为省级园
林城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
分别达到 36.7%、41.14%，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 13.55 平方米。新建“口袋公园”154
处、“小微绿地”163 处。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95%以上的行政村
基本实现清洁干净目标。截至 2021 年年
底，1493 个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治理。环
境的改善得到广大城乡居民认可。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持续深入开展环
境 风 险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 加 强 高 风 险 企 业
环境风险管理，全省 54 家重大环境风险源
单 位 已 全 部 制 定 突 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全面推广流域应急处置“南阳实践”经验，“一
河一策一图”制定响应方案，建立流域上下
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维
护流域水环境安全。“十三五”以来，全省
未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引

言

万里绿水长廊建设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
白城地区打造国家级光伏发电清

洁能源生产基地。

湿地公园内湿地公园内，，白鹭翩翩起舞白鹭翩翩起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喜庆丰收。

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

吉林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
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用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守护绿水青山、
建设生态强省提供可靠保障。

强化压实各方的责任制度。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考核制、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制，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管
理制度全面实施，不断密织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网。制定实施《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法》，开展两轮省级督察，不断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完
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省已办理损
害赔偿案件 263 件，赔偿金额达 1.19 亿元。

吉林省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
当 做 政 治 大 考 ，采 取 省 委 常 委 包 地 区、省
政府领导包部门的“双包保”机制，压紧压
实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推 动 立 查 立 改、彻
底整改。截至目前，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反馈的 118 项问题，已整改销
号 114 项，剩余 4 项长期整改任务正有序推
进 ，群 众 投 诉 举 报 案 件 结 案 销 号 率 达
99.88%。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正按序时进度推进，群众投诉
举报案件结案销号率达 92.81%。

构建精准精细的监管制度。全面实施
“三线一 单 ”分 区 管 控 制 度 。 全 省 共 发
放 排 污 许 可 证 6722 张 ，登 记 排 污 企 业
43920 家 ，全 面 构 建 以 排 污 许 可 制 为 核 心

的 固 定 污 染 源 监 管 制 度 。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已完成 126 个
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和 127 个水环 境 自 动
监 测 站 组 网 运 行 ，实 现 全 域 重 要 点 位
监 测 全 覆 盖 。 冬 春 季 百 日 攻 坚 、夏 季攻
势、秋冬会战、督导帮扶、交叉检查等一整
套监管措施已形成长效机制，围绕解决环
境治理难题和惩治环境违法行为打出“组
合拳”。

健全务实高效的保障制度。吉林省围
绕发展绿色金融、创新资金投入模式等方
面持续发力，为建设生态强省输送丰富养
料。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若
干意见》等措施。对省内重大项目建设提
供融资保障，省内各大银行及金融机构各
显神通，纷纷推出特色金融产品，“碳排放
权质押”“绿融九洲”等产品充分发挥支撑
效益。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发行 11 只绿色
债券，累计融资 121.3 亿元。

巍 巍 长 白 山 ，滔 滔 松 江 水 ，茫 茫 黑 土
地，浓浓关东情……

在这片黑色沃土上，吉林省将坚持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导，踔力奋发、勇毅前行，全面实施“一
主 六 双 ”高 质 量 发 展 战 略 ，强 力 推 动 生 态
强 省 建 设 ，不 断 擦 亮 绿 色 生 态 底 色 ，努 力
实 现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显 著 跃 升 ，让 天 更 蓝、
山 更 绿、水 更 清 ，奋 力 谱 写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的精彩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