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水清流、飞鸟掠影
岸绿景美，胜似桃园……
在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的
进程中，集安市统筹推进
河流一体化保护和治理，
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一幅“水清鱼欢、人近
自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
展开。

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工作基础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不仅满足人类
生存发展的需要，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了保护河流生态资源，集安
市结合贯彻落实河长制，建立保护管理长
效机制，干群同心协力，共护碧水清流。

建章立制。制定实施了河长制工作实
施方案、市级会议制度、信息报送及共享制
度等7项制度，对各级河长、各相关部门的
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进行细化量化。

协力治理。树立“上下游一心、左右岸
同治、区域间联治”的责任意识，落实流域
河长制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重点难点
问题，统筹实施“清河行动”协作机制，目前
已实施 4 次“清河行动”，共清理水面漂浮
物 1 万余吨，使辖区河流和界河共治区域
得到良好的管护。

齐护共管。组织开展了“党员志愿者
践行河长制活动”“青春心向党，践行河长

制护绿公益活动”“学史力行全力加强河道
管护、守护美好家园”等系列活动。成立了
9 支、180 人的水环境保护志愿者小分队，
开展志愿服务300余次。

建立协作机制，畅通共治渠道

为了提高流域一体化保护治理质效，
集安市与河流水域上下游市县紧密协作，
建立流域水、空气污染信息通报联建制度，
携手做好河流保护治理工作。

破解难点重点。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共同商议解决加强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
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执法监管、跨界河流断面水域水
质监测等问题，并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和
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效
率。

实行“五”“四”管护。根据市域实际，
推行“政府主导、社会共治、属地负责、行业
监管、专业管护”的五级河道管理保护机

制，推进市、乡、村、组四级联动，
保证联防联治无死角、全覆盖。
采取得力措施，推动各乡镇河道
管理无缝隙，确保河流管护分工
有序、标准统一、力度均衡、步调
一致。

形成攻坚合力，推进全民治水

“集安最美，因为有你。”集安
市运用这一价值理念，引领城乡居民树立
生态环保意识，主动参与河流保护工作，让
群众成为治河的主力军。

实施长效治水。建立“河道警长“机
制，由市公安局领导、队所负责人和辖区民
警担任县、乡、村级“河道警长”，及时排除
涉水纠纷和阻碍施工隐患，严厉打击偷排
漏排工业污水等涉水犯罪行为。建立“两
办联动”督查机制，全面加强河长制工作情
况的督查检查，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截至
目前，共组织开展河长制全面督查4次，专
项督查1次，“一月一抽查”5次，督导暗访
两次。

打造生态景观。积极适应集安全域旅
游发展新形势，树立“可游可赏”生态休闲
的河道治理理念，依托当地独特自然生态
基础，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打造太极湾、羊
鱼石漂流和明珠岛等亲水嬉水景区景点，
扮美当地生态环境，提升全域旅游的知名
度美誉度。

守护碧水清流
——集安落实河长制工作纪实

□丁洪伟 于欣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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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梅河口市“鱼米之乡”双兴镇稻黄豆熟、硕果飘香、

大地金黄，一派丰收景象。 金学贵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目前，全
省玉米、水稻进入灌浆期，大豆进入
鼓粒期，绝大部分地区粮食作物长
势好于上年，如后期不发生较大自
然灾害，将再获丰收。

年初以来，我省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逐个环节安排部署、推动落
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增加，单产提
升行动覆盖粮食主产县，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备春耕期间，种、肥、药等农资
质优量足，下摆迅速，比常年提早7
至 10 天完成春耕种肥准备和农机
具检修工作。适播期内，顺利完成
春耕播种，玉米平均保苗率95.6%，
同比高0.3个百分点。8月，受台风

“杜苏芮”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舒兰、
榆树、扶余等拉林河流域县（市）受
灾严重。因受灾地块多在沿河地
段，区域集中、绝收面积有限，没有
影响全年粮食丰收。

为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今
年，我省采取四项有力措施，全力以
赴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夺
取粮食丰产丰收。

党政同责落面积。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高位推动，在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常委会和
省政府常务会等会议上对粮食生产
工作作出系统安排，并多次深入产
粮大县进行调研指导。省农业农村
厅及时将粮食、大豆和油料种植任

务分解下达各县（市）政府，压实责
任，确保“一亩不落空、单产有提
高”。

集成技术提单产。以实施“千
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为抓手，制
定单产提升实施方案。全省建设粮
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县30个，
在洮南、乾安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 40 万亩，在 31 个县对规模粮油
种植主体创高产实施奖补，实现
粮食主产县全覆盖。开展粮油作
物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攻关示范行
动，整合行政、科研、教学、推广等
部门力量，邀请中国农科院、省农
科院、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有
关专家建立专家团队包保服务工

作机制。在 16 个县建设高产示范
区 25 个，全力打造高产样板。开
展 2023 年全省粮食作物高产竞赛
活动，充分调动各类主体争创高
产积极性。落实“一喷多促”政
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直升
机 49 架、无人机 1506 架，参与作业
组 织 数 量 99 个 ，完 成 作 业 面 积
1403 万亩。

高位推动防洪涝。入汛以来，
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气象局、省水
利厅、省应急厅进一步加强沟通协
调和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指导各地落实防灾减灾措施。为应
对强降雨影响，在吉林卫视天气预
报、吉农码、易农宝等平台发布灾害

预警信息，印发迎战今夏第四轮强
降雨、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和全面做
好台风“卡努”防御工作3个明传电
报。

多措并举促恢复。制定《关于
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农业灾后恢复生
产方案》，围绕坚持因地制宜、因灾
施策，明确排水散墒、加强田管等6
项重点任务，强化6项保障措施，为
全省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指导和
遵循。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建
技术指导小组，建立省、市、县、乡四
级指导服务体系，全省共组建服务
指导组 151 个，累计派出技术人员
3.26 万人次，全力推动灾后恢复生
产措施落实。

丰收在望！我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

本报讯 佟粒玮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9月 9日，“红
色吉林”定向系列赛临江
站举行，来自全省750名定
向赛爱好者参加比赛。定
向运动是参赛者借助地图
和指北针，按地图上线路
要求，依次到访地图上检
查点的体育运动，注重智
力与体力并重。定向运动
不仅能强健体魄，而且能
培养人独立思考、解决困
难的能力，以及在体力和
智力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做
出迅速反应、果断决定的
能力。

临江是革命老区、红
色沃土、英雄之城。近年
来，临江市大力传承弘扬
东北抗联和“四保临江”的
革命精神，不断加强红色
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立足“临江红色资源”和

“文旅融合发展”，大力推
进鸭绿江文化旅游经济带
建设，形成了自然风光游、
历史文化游、红色边城游、
异国风情游、温泉度假游、
冬季冰雪游、休闲农业游、
魅力城市游八大特色旅游
版块，文化体育事业持续
繁荣。

“红色吉林”定向系列
赛活动创造性的运用“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的
方式，将体育赛事与党史
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全民国防教育结合起来，
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加
快建设体育强省的重要举
措，也是宣传吉林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的有效方式，对于
进一步提升干部群众思想
境界，凝聚团结奋斗磅礴
力量将起到推动作用。

“红色吉林”定向系列赛
临江站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9月 9日，白山
市江源区“微笑江源·
长白山 365里路”全域
旅游大环线体验行启
动，域内外共1500多名
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
了启动仪式。

江源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生态资源，深沉
厚重的历史文化，兼具
通达四方的区位交通
优势，各类特色文旅资
源分布相对密集，极具
文旅项目组团式开发
条件。为逐步实现全
区重要景区景点“串珠
成链”，提升全域旅游
开发的层次和水平，江
源区谋划推动了“长白
山·365里路”全域旅游
大环线项目，该项目是
践行“两山”理念，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也是贯彻落
实省委打造万亿级旅
游产业、市委发展全域

旅游产业等重大决策
部署的重要举措。项
目规划建设环绕全区
的户外徒步休闲游环
线183公里和自驾游环
线 209公里，计划建设
打造 4 个特色旅游小
镇，10大旅游聚集区、
20 多个休闲旅游度假
项目，形成10大类生态
旅游休闲、运动产品体
系。

此次体验行活动
是为把江源区打造成
为“长白山旅游驿站”
和“东北户外之都”品
牌的一次重要的文旅
节事活动，旨在展示江
源优越的生态环境、优
美的旅游景观、优秀的
历史文化，宣传推介

“365里路大环线”项目
沿途的生态、文化、旅
游、农林特色资源，吸
引更多客商前来江源
旅游观光、运动康养、
研学考察、投资兴业。

江源区全域旅游
大环线体验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