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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 2020年 30年间，由于农业过度
开发，生态空间被挤占，风蚀、水蚀逐年加剧，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黑土层逐年变薄、有机质
含量下降，黑土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辽源地貌特征，通过反复论证，我市
将耕地类型分为五类，提出不同的建设模
式。对于山地：生态造林+立体农业；对于坡
地：土地整理+丰产方；对于平洼地：技术集

成+设施农业；对于河谷地：流域治理+生态
谷，例如，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模式；对于
废弃地：生态修复+农业综合体，示范模式：辽
源市国家矿山公园模式。通过土地治理、农
田水利、农业科技等项目集成，实现五网配
套、五新推广、五力提升、五化联动，使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从
2020年开始，计划利用5年时间、总投资13.67

亿元，采取工程、农技、生物措施，再建 100万
亩高标准农田，达到占总耕地面积的 85%以
上，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通过良田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改善了
土壤肥力、提高了粮食产量、实现了藏粮于
地。通过种植国内先进品种，引进日本水稻
生产技术，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实现了藏粮于技。

百万亩良田建设工程：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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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
去。”今年7月30日，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26日设立为“吉林生态日”，这是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彰显了省委、省政府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的坚定意志。同时，也彰显了吉林人民热爱生态、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近年来，辽源市委、市政府在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
驱动转型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东辽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后，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成为我省和
我市必须高质量完成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必须向广大群众交出满意答卷的时代大考。为了从根本上解
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市委、市政府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计划利用5年时间、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以建设百万亩造林工程、百万亩良
田建设工程和百公里河道治理“三百工程”为突破口，在做好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着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努力使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协同
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辽源之路。

为了使“三百工程”高质量落地见效，辽源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五化”工作法务实推进工程建设。突出规划引领，
建立“1+3”规划体系，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统领下，林、水、田工程分别编制规划。以规划生成项目，
强化项目支撑，立体谋划“三百工程”共87个项目，计划投资81.81亿元。完成27个项目，完成投资29.36亿元。生态
造林55.36万亩，完成投资16.91亿元；治理河道140.4公里，完成投资6.95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40.6万亩，完成投资
5.5亿元。创新科技赋能，依托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在辽河源头建立示范基地，围绕“三百工程”，开展科研技术攻关。
坚持市场化思维，促进多元投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统筹协调推进，成立“三百工程”
领导小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系民生福
祉，也是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保护好生态环境更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政治责任和奋斗目
标。

当前，我市正处于高质量转型发展关键时期，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夺取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
胜利，必须倾全市之力、进行全市总动员。值此首
届“吉林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倡议：

关注生态环境。关注环境质量、自然生态和
能源资源状况，了解政府和企业发布的生态环

境信息，学习生态环境科学、法律法规和政
策、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等方面知识，树立良
好的生态价值观，提升自身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和生态文明素养。各排污单位要自
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遵守环
保法规，做到依法生产、依法排放，增强
环保意识，切实肩负起环境保护社会责
任。

节约能源资源。合理设定空调温度，
夏季不低于26度，冬季不高于20度，及时
关闭电器电源；多走楼梯少乘电梯，人走关
灯；一水多用，节约用纸，按需点餐不浪

费。社会公众以及大、中、小学生要用实际行
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去，遵守《公民生

态环境行为规范》，节约用水、循环利用，做好垃
圾分类，绿色出行。

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尽量购买
耐用品，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
不跟风购买更新换代快的电子产品；外出自带购物
袋、水杯等；改造利用闲置物品或交流捐赠。

选择低碳出行。优先选择步行、骑行或公共交
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家庭用车优先选择
新能源汽车或节能型汽车。

分类投放垃圾。学习并掌握垃圾分类和回收
利用知识，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
他生活垃圾，不乱扔、乱放。

减少污染产生。不焚烧垃圾、秸秆，少烧散煤，
少燃放烟花爆竹；抵制露天烧烤，减少油烟排放；少
用化学洗涤剂，少用化肥农药；避免噪声扰民。

呵护自然生态。爱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
积极参与义务植树，保护野生动植物，不破坏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不随意进入自然保护区，不购买、不
使用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拒食珍稀野生动植物。

参加环保实践。积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理念，参加各类环保志愿服务活动，主动

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参与监督举报。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

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积极参与和
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劝阻、制止或
通过“12369”平台举报破坏生态环境及
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

共建美丽中国。坚持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自觉做
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
范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
园。

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殷殷嘱托，将辽
源打造成为我省南部生态屏障，让山清水

秀、和谐怡然的辽源画卷更加绚丽多彩！

2018年以前，由于农民过度开荒和侵蚀
林地，我市森林覆盖率达到历史最低点
31.67%，“五山一水四分田”的自然地貌特征
已不复存在，无法真正发挥“保护生态、涵养
水源”的重要作用。

2019年 3月，我市召开生态建设研讨会，
国家林草局原总工程师封加平出席会议，会
议由国家林草局发改司司长刘拓主持。4月
份，我市聘请国家林草局规划设计院编制
《百万亩造林工程规划》，重点发展以红松果
林为主的坚果类、以黑果花楸为主的长白山
浆果类、以元宝枫为主的木本油料类、以柞
蚕林为主的放养类和以龙丰、龙冠、梨等为

主的林果类五大板块经济林。这些树种在
带来生态价值的同时，也会带来良好的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还可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

百万亩造林工程计划用 5年时间、投资
60亿元完成造林百万亩目标，形成“一环、两
屏、三区、多带”的绿色国土空间布局。一环：
以辽源市区为核心的森林环；两屏：东北寒葱
顶生态屏障区和西南庆岭南山生态屏障区；
三区：以东辽河流域为主的生态涵养区、以东
丰县河谷平原为主的生态保育区和以辽源市
区为主的宜居城镇生态区；多带：沿东辽河干
流及大梨树河、小梨树河、仙人河、渭津河等

建成多条滨水绿带。
依托百万亩造林工程，我市先后组织实施

重点造林项目 3个。一是辽河流域水源涵养
林建设项目。该项目列入《吉林省辽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综合规划（2018-2035
年）》中，并予以吉林省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专
项资金2.5亿元。二是东丰、东辽县林业专项
债项目。项目建设期均为2020-2021年，争取
地方专项债资金3亿元。三是东辽河流域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争取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 1.5亿元。通过项
目谋划，为生态造林提供了
资金支撑。

百万亩造林工程：保护生态 涵养水源

辽源市地跨辽河、松花江两个流域三个
水系，辽源市区和东辽县属于东辽河水系，
东丰县属于辉发河、饮马河水系，境内河流
均处于源头区。围绕水资源短缺、水生态脆
弱等问题，我们以习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
指导，形成了统筹推进安水、净水、活水、美
水、管水为一体的系统治水思路，提出百公
里河道治理工程。通过工程措施、生态措
施、管理措施，推进东辽河流域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真正把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变为生动实践。

百公里河道治理工程，主要是对东辽河
流域东辽河干流及其支流渭津河、西渭河、
大梨树河、仙人河等 31 条河流和辉发河流
域莲河、大沙河、大横道河、小柳树河等主要
河流 612公里（东辽河流域 470公里）河道进
行系统治理，使防洪能力全面提升，水资源
得到保护、水生态得到修复、水环境得到改
善。

2019 年 以
来，我市先后实
施了辽源市东辽
河干流防洪工程
（杨木水库—高丽
墓桥段）等 27个项
目，对东辽河、渭津
河、大梨树河、仙人
河、莲河等进行治理，已
完成 21个项目。

百公里河道治理工程：保护水资源 改善水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
倡议书

呵 护 自 然呵 护 自 然 绿 色 发 展绿 色 发 展
————““三百工程三百工程””开启辽源绿色发展新篇章开启辽源绿色发展新篇章

首届首届““吉林生态日吉林生态日””主题专刊主题专刊

东辽河景观带东辽河景观带。。

东辽县安石镇万亩元宝枫示范基地东辽县安石镇万亩元宝枫示范基地。。

东辽县甲山乡下湾村全貌。

辽河半岛广场辽河半岛广场
一角美丽景色一角美丽景色。。

辽河半岛辽河半岛附附
近近绿树成荫绿树成荫。。

辽河半岛辽河半岛
风景美如画风景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