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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是
2002年11月29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

批准成立的，既是白城市较早的省级开
发区，也是白城市惟一一个以旅游为主
业的开发区，在白城市直开发区布局
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功能定位。开发区
下辖 1 镇（岭下镇，2014 年被国家评为
全国重点镇）、11 个行政村，幅员面积
171.86平方公里，旅游规划面积37平方
公里，总人口2.2万人。

2020年，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牢牢把握白城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
署，突出抓好疫情防控，深入贯彻落实

“六稳”“六保”任务，经济社会实现了平
稳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开发区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59亿元，同比增长
3%；规上工业总产值可完成3000万元，
同比增长 2%；固定资产投资可完成
1852万元, 同比增长15.4%；地方级财政
收入可完成1225万元，同比增长6.3%。

区位独特，交通优势突出。查干浩
特位于吉林、内蒙古两省区结合部，与
白城、乌兰浩特直线距离均为45公里，
辐射洮北区的平台镇、平安镇，洮南市
的瓦房镇、那金镇、东升乡、万宝乡、野
马乡、永茂乡，乌兰浩特的斯力很、哈达
那拉苏木等 10 余个乡镇 30 余万人口，
是第四条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节点。白
阿铁路、长白乌快速铁路穿境而过，珲
乌高速公路、302国道贯穿全区，白城长
安机场、乌兰浩特机场均距查干浩特45
公里，具有“铁公机”的立体交通优

势。特别是与白城内陆港物流中心

仅有40公里距离，在推动中蒙合作、吉
蒙合作上，具备贯东联西的枢纽意义。

禀赋天成，资源优势突出。开发区
属大兴安岭余脉，海拔高度一般在
211-222米之间，地势坡度在3.2-5.2‰
之间，地势东高西低，西部为平原，东部
为缓坡状山丘。开发区一年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5℃，地温高、温差大，属温
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约为260毫米，
无霜期 166 天。域内有比较丰富的矿
泉、风能和光能资源，在整个吉林西部
地区比较少见。浅层水距地面1-5米，
深层水距地面 50-60 米。深层地下水
中，锶、偏硅酸、锌含量较高，经东北师
范大学检测属优质天然矿泉水资源，有
广阔的开发前景。风光资源充足，全年
盛行西南、西北风，有效风功率密度为
274-340瓦特/平方米，目前装机4.5万
千瓦。域内日照时间长，平均日照时数
为3086小时，太阳辐射年平均124千卡
每平方厘米，光合有效辐射为61千卡每
平方厘米，是我省光能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开发区地表层为耕土层，平均
厚度为40厘米,其中85%为洮儿河冲击
平原黑土壤，地表 40 厘米以下便是中
砂、河卵石，储量较大，纯度达到97.7%，

“镇西砂石”响誉东北，是砂石开发、水
泥制品加工的最佳场所，市场潜力巨
大。农牧资源经过市场检验，形成了葡
萄、香瓜、野生鱼、奶牛、肉牛、肉羊等品
牌。

景致秀美，旅游优势突出。开发区
旅游资源丰富，有团结湖、洮儿河、新开

河、运河“一湖三河”，周边还有
举世闻名的科尔沁大草原环抱，形成
绿与水交替的生态格局。尤其洮儿河
进入白城第一站即为查干浩特旅游经
济开发区，而后流经洮南、洮北、镇赉、
大安等地，也是引洮入向之源，在白城
生态建设中举足轻重。开发区在册耕
地面积5003公顷（其中旱田4250公顷，
水田 753 公顷），现有未开发山地 1000
公顷，适宜特色农产品开发，目前已成
功开发大棚葡萄 50 余栋，开发潜力巨
大；水域面积2500公顷，域内有团结水
库，再加上紧靠洮儿河，还有不少泡沼，
年产优质野生鱼 100 多吨；林地面积
3376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6.4%，在白
城5个县（市、区）和3个省级开发区中
排名第二，是白城的天然氧吧、绿色后
花园。区内既有蒙金相争的历史画卷，
又有日军侵华的近代遗存，通过持续不
断地抓招商、上项目、建景点、提服务，
形成了“草原风光、蒙古风情、二战遗
址、健康休闲”四大旅游特色，旅游服务
从观光游向休闲游、度假游不断延伸。
2014年，查干浩特旅游度假区被评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

未来的查干浩特，将立足优势的区
位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鲜明的产业
特点，从强化旅游主导、夯实生态支撑、
繁荣商贸服务、提升城镇承载四个方面
攻坚突破，构建特色化、一体化的发展
模式，努力把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建设成一座宜游、宜乐、宜居、宜业的
生态旅游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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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农商银行金融扶贫在行动
□ 卞利伟

近年来，临江农商银行积极助力扶
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守“支
农支小、扶微扶贫”市场定位，以信贷扶
贫、产业扶贫、结对扶贫为载体，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有序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建档立卡 信贷扶贫

目前，临江市贫困户共计 806 户，
贫困人口 1314 人。去年以来，临江农
商银行牵头组织对18至65周岁的适龄
人口进行了逐户逐人摸排走访，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进行了再评级，其中被评
定为2星以上、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信
用户共计 119 人。临江农商银行在接
到扶贫小额信贷申请后，立即组织信贷
人员开展贷前尽职调查，按照速审速批
原则，实现 3 日内放款。截至目前，累
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5笔46万元，有
效满足了贫困户脱贫发展项目的资金
需求，助力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近年来，临江市委市政府将解决城
乡居民养老统筹工作纳入全市精准扶
贫重点工作，临江农商银行积极参与社
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并研发“助保贷”
信贷产品，对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及缴
费困难人员发放“连续养老保险贷款”，
安排专人在社保大厅负责贷款受理和
发放工作，实现了“一站式”服务，“一条
龙”办公，切实方便了老百姓。同时引
入保险机制，有效规避了因病故或因意

外事故给投保家庭和银行带来的风
险。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助保贷”贷款
526笔2526万元，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养
老问题。

持续推进“整村授信”工作，在基于
扶贫小额信贷基础上，自主研发“扶贫
粮满仓”等六大扶贫金融产品，深入贫
困户耐心细致地讲解扶贫信贷政策，同
时大力推广“诚信贷”贷款，形成以信用
促扶贫的良好局面。

创新方式 产业扶贫

临江农商银行积极推广“政府+银
行+保险+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的新
型扶贫带动模式，向某养牛合作社发放
了 300 万元养牛项目循环贷款。使该
合作社改善了生产资料，经营模式也发
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引进“架子牛”育肥，
逐渐向自繁自养转变，较往年增加20多
万元的净利润，同时解决当地剩余劳力
20余人。此外，还带动当地农户发展养
牛和绿色有机蔬菜种植，不仅免费为当
地农户养殖的母牛进行配种，提供繁殖
技术，而且还免费为贫困户提供有机肥
料，在当地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实现
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该行围绕临江市政府经济发展规
划，以某菌业有限公司为核心发展木
耳种植扶贫产业，构建域内“新三农”
农业产业扶贫模式。自企业投产以

来，临江农商银行为该企业提供低成
本信贷资金 2400 万元。目前，该企业
以发展成为年产 3300 万棒菌棒，辐射
临江全辖的现代化食用菌生产基地。
围绕该公司进行木耳种植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达到 8 家，家庭农场和产业大
户达到 50 户，实现年种植黑木耳 1500
万棒。

夯实基础 结对扶贫

该行夯实金融服务，深入村屯开展
“银行+村屯”共建模式的精准扶贫活
动，组织各乡镇支行对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文化素质、劳动能力、扶持项目及贷
款需求等情况进行详实的调查，积极探
索精准扶贫的新路径，加快推进贫困区
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农村金
融服务自助机具的布局，扩大贫困区域
金融服务覆盖面。组织人员对金融精
准扶贫政策、金融扶贫信贷知识开展了
两场金融扶贫培训讲解班，宣传讲解金
融扶贫政策，传播金融知识。

该行党委在扶贫日及各大传统节
日期间积极开展结对帮扶送温暖活动，
实地到贫困户家中调研走访，为贫困户
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组织党员、
青年志愿者开展义务劳动，对贫困户家
庭生活环境、包保贫困村村部办公环
境、村容村貌进行打扫、整理，受到贫困
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