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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眺吉林，层峦叠嶂、森林
滴翠、溪水潺潺、虎啸山林，长白
天下雪，山水蓄能如三峡；

西望吉林，平原无垠、草甸
成片、河湖连通、鹤舞长空，冰湖
网跃鱼，陆上风光比三峡；

中瞰吉林，沃野千里、青纱
成帐、稻米飘香、田园牧歌，氢能
与日新，大美生态见吉林。

落实党中央把保护生态环
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
的精神，吉林省加快推进生态强
省建设，努力打造美丽中国吉林
样板。2019 年以来，印发实施
《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查干
湖治理保护规划》，出台《关于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实施意见》，制定修订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吉林
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部环
境资源保护法规。

吉林省持续开展“绿美吉
林”行动；万里绿水长廊、“大水
网”、林草湿生态连通等一批重
大生态工程有序推进；实施“氢
动吉林”行动，加快“陆上风光三
峡”“山水蓄能三峡”等重大项目
建设……

5年来，吉林省逐步打造了
“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两座金山
银山、“长白山、查干湖”两块金
字招牌、“东有虎豹、西有白鹤”
两个生态地标。“绿水青山黑土
地、蓝天白云好空气”成为吉林
优美自然环境的生动写照和人
民高品质生活的标配。

天蓝水清生态环境底色更
加亮丽

目前，吉林省林草湿资源面
积 986.55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
52.64%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5.27%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盖 度
72.15%，湿地保护率 45.22%，均
较5年前稳步提升。空气质量稳
定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水环
境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
水平。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
达到67.32，比全国高出7.72。

——林草湿各项指标稳步
提升

4月 8日，长春市香湾公园，
吉林省干部群众义务植树忙。

“能植树的地方要多植树，能蓄
水的地方要多蓄水。”吉林省委
书记景俊海表示，“让绿色成为
吉林最亮丽的底色，切实筑牢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坚强屏障。”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
护财富。5年来，“绿美吉林”行
动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817.4 万
亩，森林抚育1830万亩。全面推
行林长制，实现连续42年无重大
森林火灾，2022年，国家林草局
对各省份森林资源状况进行量
化评分，吉林省成为全国唯一获
得满分的省份。

过去，敦化市官地镇江南村
有 2处坑塘水质环境较差，无水
体交换。随着敦化市水系连通
一期绿水长廊工程建设完工，坑
塘连通水域面积 12434平方米，
江南村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吉林省松花江、鸭绿江、图
们江、辽河、绥芬河五大水系纵
横全境，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
上河流有 1633条。万里绿水长
廊工程以水域岸线为载体，保护
水资源、强化水安全、改善水环
境、守护水岸线、修复水生态、弘

扬水文化、做强水经济，计划到
2035年，全省建设绿水长廊 1.35
万公里以上。现已累计新建、改
善近1200公里河岸，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成为美好现实。

中国最大沙地科尔沁沙地，
是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最为脆弱
的地带之一。5年来，吉林省大
力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封
原育草，西部地区一个大型的防
护林体系初步形成，持续保持绿
进沙退趋势。

吉林省林草湿生态连通工
程连通森林、草原、湿地三大生
态空间，一体化推进“绿满山川”
森林植被恢复、“林廊环绕”防护
林建设、“水草相依”草原湿地保
护修复、“城乡一体”绿化美化等
林草湿工程。现草原生态已修
复 163万亩，保护和恢复重要湿
地30万亩。

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连续
19年保持良好。林网成格、草地
连片、湿地镶嵌、交错互连的高
颜值生态连通格局逐渐形成。

“5年来，吉林省累计完成生
态修复 1069.7万亩，绿化美化村
屯 5767 个，建设水源涵养林
12.9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 94.15
万亩，修复完善中西部农田防护
林体系 95万亩。森林蓄积量由
10.27 亿立方米提高到 10.91 亿
立方米，排名全国第六。全省经
济林及林下经济总规模达到
1725万亩。”吉林省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高海珠说。

——“吉林蓝”成幸福常态
色

蛟河市新站镇北安村的田
间地头，网格员往来巡查。太空
上，卫星定期过境，查看有无火
点。吉林省正大力推进秸秆禁
烧“天地人”立体化管理项目。

吉林省秸秆年产量约 4000
万吨。自2021年起，实施秸秆全
域禁烧，建立了秸秆原料化、燃
料化、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

“五化”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模
式。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2%，综合离田率达97.2%。

吉林省狠抓减排，县级及以
上城市建成区 1291台燃煤小锅
炉全部淘汰，20万千瓦及以上燃
煤发电机组全面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长春、吉林、辽源、白山纳
入了国家北方清洁取暖示范城
市。

“5年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由2018年的83.3%提升至
2022 年的 93.4%；PM2.5 浓度由
4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 25微克/
立方米，空气质量稳定保持在全
国第一方阵。水环境质量创有监
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优良水体
比例由71.7%提升至81.7%，国考
断面劣Ⅴ类水体比例由15.3%降
至1.8%，剔除自然本底影响，实现
了劣Ⅴ类水体全面清零。”吉林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张旗威说。

——“松辽水”一河一策让
绿水长流

9月的查干湖，清波荡漾，百
鸟云集，一派塞北江南好风光。

曾经查干湖上游河流流经
盐碱地，湖水总氮、总磷和氟化
物超标，水质不佳。

实行一河一策精准治理。
吉林省确定引水、修渠、利用湿
地自然过滤的方案，查干湖与嫩

江、松花江通连，“死水”变“活
水”，动态循环水系促进水体整
体置换。

吉林省水利厅谋划查干湖
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
该工程纳入全国首批7个重点区
域水生态修复治理试点之一，并
纳入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项
目清单，于 2021年 12月开工建
设，计划 2023 年底主体工程完
工。

“目前，查干湖水体已完成
一次整体置换，水质由过去的劣
Ⅴ类逐步提升到Ⅳ类。”松原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刘金凡说。

珍稀鸟类由 239 种增加到
276 种，鲜鱼年产量保持在 300
万斤。5年来，查干湖累计接待
游客 1178.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103.7 亿元。今年初以
来，环湖周边31个村屯年人均增
收约2500元，查干湖渔业和旅游
业带动数万人就业。

从卫星影像上看，吉林西部
各地泡沼星罗棋布，许多湿地通
过沟渠相连。

吉林西部水资源匮乏，但主
汛期容易造成灾害。吉林通过
天然水系和兴修水利工程，将一
些河流的富余客水疏导存蓄到
天然湖泡和湿地，实现科学利
用。吉林省启动河湖连通工程，
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成，203个
湖泡全部连通。

——“黑土地”干净美丽宜居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

东城镇光东村景色如画，游客来
此寻找“诗和远方”。2022 年 7
月，航天员刘洋在中国空间站展
示了光东村新貌图片。

光东村是吉林省“厕所革命”
试点地之一。村党支部书记金宪
介绍，政府投资350万元改造210
户室内卫生间，把旱厕全部改成
水冲式厕所，干净又实用。

好资源带来好收入。2018
年至 2020年光东村紧紧抓住对
口帮扶协作的有利契机，推出

“共享稻田”，按 100平方米稻田
供 100斤大米总价格 1000元，面
向宁波市推出消费者认筹，“销
售额达 2400 万元，带动 8 个村
465 个农户户均增收 2580 元。”
金宪说。

加速形成生态优先的高质
量发展格局

吉林省将绿色理念贯穿到
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生产制造、
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
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

——以项目建设为牵引，加
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吉林西部是我国风光资源
富集区。松原到白城沿途有众
多百余米高的风机。田野和鱼
塘间，连片的光伏电板在吸储太
阳能。

吉林省努力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打造

“陆上风光三峡”“山水蓄能三
峡”“氢动吉林”等重大能源产业
项目。

2021年 10月，“陆上风光三
峡”工程全面启动。至今，全省
风光发电总装机规模翻了一番，
由778万千瓦增至1587万千瓦。

“吉林省的第一座风机是在
通榆竖立起来的。”通榆县能源
局副局长郝忠强说，在通榆县，
大到风机叶片、机舱罩、塔筒，小
到螺丝锚栓，都可以找到生产企
业，这里正在打造风电全产业链

“一站式采购”城市。
松原市正泰新能源装备制

造基地从开工到产品下线仅用
99 天，如今可日生产光伏板
10000块，日产值达到600万元。

作为吉林省唯一新能源乡
村振兴工程整市推进的地级市，
松原市对 1123个行政村共计下
达建设指标 12.05万千瓦，总投
资 8.21亿元，待乡村振兴项目建

成后每村每年将获得一定的收
益，风光发电将涌出真金白银。

近日，作为“氢动吉林”启动
项目的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
一体化示范项目全面开工，建成
后可年产绿氢 3.2万吨、绿氨 18
万吨，助推吉林省打造“北方氢
谷”。

利用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
来电解水制氢没有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以及粉尘等污染物排
放，甚至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不
管是燃烧，还是进行转换，直接
排放物都是清洁的水。

2018年以来，松原市累计谋
划实施重大生态环保项目 172
个，总投资 292.8亿元，坚持“源
网荷储+装备制造+制氢”链条
式发展新能源产业。

西部“靠天吃饭”，东部“立
地生金”。吉林东部地区水系发
达，具有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的有
利条件，可开发规模约9000万千
瓦。2022年 7月 30日，“山水蓄
能三峡”工程全面启动。抽水蓄
能由30万千瓦增至170万千瓦。

——以生态产业化为路径，
加快“两山”转化步伐

5年来，吉林省做足“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两座金山银山文
章，做大做强做优“吉字号”生态
品牌，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
态化加快“两山”转化步伐。

2022年，吉林省粮食年总产
量达到 816.16亿斤，单产居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第 1位，“吉林
大米”“吉林鲜食玉米”绿色品牌
深受消费者青睐。

“哺日月之精华，沐山水之
灵气”。通化有文字记载的人参
采挖活动已逾 1700 年，另有天
麻、党参、贝母、五味子、红景天
等 500余种野生药用植物，堪称
天然药库。2022年，通化人参产
业实现产值 317.4亿元，医药健
康工业实现产值229.3亿元。

吉林省全力打造冰雪、避暑
双品牌。现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9个、“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5个、省级生态县22个。45个
村镇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24条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2023年雪季(2022年
11月-2023年 3月)，全省接待国
内游客5673.27万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1008.36亿元，重点监测
的 26家冰雪旅游企业接待人次
1178万，同比增长 76.61%；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34.99%，两项指标
均创历史新高。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吉林省接待国内游
客 1.2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0.2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950.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7.82%。“东游长白山、西品查
干湖”，截至 8月 31日，长白山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 187万人次，比
上年同比增长 231%，较疫情前
的2019年增长4.7%。

擦亮长白山、松花江、鸭绿
江三大“金字招牌”。白山市全
力推动全域旅游、医药健康、绿
色食品、新材料、新能源等五大
产业向品牌化迈进，建设践行

“两山”理念试验区。
——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

向，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西部依“天时”，东部据“地

利”，中部重“人和”，吉林省重大
绿色产业项目顺势布局。

一汽集团建成投产红旗新
能源汽车工厂，年产能 20万辆，
产值可达600亿元。红旗电动汽
车行驶在吉林大街小巷已成一
道风景。

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省加
快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
万亿级支柱产业的重要举措。
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满足 60万辆
电动汽车配置需求。平均3秒就

可下线一颗电芯。
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日臻完善
吉林省用严格制度、严密法

治，为打造绿水青山提供保障。
——压实责任，层层有责，

层层问责
吉林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

《吉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工
作方案》《吉林省关于完善湖长
制的实施意见》，建立起了省、
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河
长制作战图等做法得到国家评
估组充分肯定。

省委书记、省长两位总河长
带头巡河护河，要求各级总河
长、河湖长只要下乡，就要看河
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

“河湖长+河湖警长+检察长+法
院院长”协作机制，开启了“四
长”治河新模式。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群众投诉举报案件结
案销号率达到99.5%以上。

16位省级林长分片负责抓
督导，市级林长靠前指挥抓统
筹，县级林长落图落地抓施工，
乡级林长林间地头抓落实，村级
林长细致入微抓末端，形成“五
级联动”格局。

——依法行政，依法保护，
依法治污

近年来，吉林省颁布实施了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吉
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吉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排污许
可证发放实现全覆盖。

长春市积极开展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绿色贷款
余额达到 1582.5亿元。全省环
境保护服务业企业数量增至670
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
识渐成行动自觉

当专家看到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天桥岭林区拍摄的“五虎遛
弯”影像后，对采取保护措施后
显现的成效感到十分振奋。

该公园设立于 2021 年 10
月，面积达 1.41万平方公里。设
立以来，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得到
整体保护和修复，支撑保障体系
逐步建立。人们越发频繁地发
现虎豹踪迹。保护虎豹，吉林省
研究制定防范人兽冲突 15条具
体措施，效果初显。

东北虎、东北豹分别从试点
前的 27只、42只增长到现有 50
只、60只左右，并呈现出明显地
向内陆迁移扩散的趋势。

鸟类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
票。吉林省已记录到的鸟类达
38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01种。2022年，全省监测发现
中华秋沙鸭 600余只，比 2018年
增长近300只。白鹤在吉林停歇
觅食数量平均在2000多只，占世
界现有种群数量的一半以上。

5 年来，吉林省累计投入
1686万元用于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工作，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和鸟
类共273种、24500余只。

“以前还有村民捕鸟，现在
却自掏腰包买鱼喂救下来的鸟，
还有自发挨家挨户宣传护鸟
的。”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杨静爽说。

保护和发展是否矛盾？“查
干湖好了，生意才能水涨船高，
游客不是奔着哪一家店来的，而
是奔着生态这块金字招牌来的，
守不好招牌，大家都遭殃。”经营
鱼庄的曲三妹尝到了美好生态
带来的甜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吉林
省将全面推进美丽吉林建设。
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中国先行区、黑土地保护利
用示范区、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引领区，高标准
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典范
区，奋力谱写生态环境保护新篇
章。（参与采写：黄维）
（转自《瞭望》2023年第39期）

◇“能植树的地方要多植树，能蓄水的地方要多蓄水”，吉林省委
书记景俊海表示，“让绿色成为吉林最亮丽的底色，切实筑牢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坚强屏障。”

◇2022年，国家林草局对各省份森林资源状况进行量化评分，
吉林省成为全国唯一获得满分的省份

◇吉林省全力打造冰雪、避暑双品牌。2023年雪季，全省接待
国内游客5673.27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008.36亿元，重点监测
的26家冰雪旅游企业接待人次1178万，同比增长76.61%；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34.99%，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查干湖好了，生意才能水涨船高，游客不是奔着哪一家店来
的，而是奔着生态这块金字招牌来的，守不好招牌，大家都遭殃。”经
营鱼庄的曲三妹尝到了美好生态带来的甜头

打造美丽中国吉林样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翟伟 孟含琪 张骁 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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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
扎实走下去。”5年来，吉林省焕新一座湖，进而带动
发展一座城，映射全省生态变化之进。绿水青山、冰
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成为吉林生动现实。

查干湖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原市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境内，总面积
506.84平方公里，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国家级内
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吉林省内
最大的天然湖泊。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东北的生态文明建设。
今年9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利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
牢”。5年前的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查
干湖考察时同渔场职工们亲切交谈。他强调，保护
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
去。他说，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祝愿
大家“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回想同习近平总书记的对话，全国劳动模范、查
干湖第二十代“鱼把头”张文很兴奋地说：“总书记问
的都是‘行话’，一下子就让我打开了话匣子。他嘱
咐我们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牢记嘱托。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大力实施生态强省战略，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一湖之新 好生态来自好做法
9月的查干湖，清波荡漾，百鸟云集，一派塞北

江南好风光。
查干湖曾“缩水”到 50多平方公里，险些干涸。

大湖“近死复生”的见证者、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
宣传中心主任单君国回忆，“20世纪70年代，为了抢
救濒危的湖水，前后动员 8万余人，镐刨、锹挖、肩
担、背扛，历时8年完成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工程。”

湖虽“活”了，但上游河流流经盐碱地，携带总
氮、总磷和氟化物入湖。周边带有化肥农药残留的
农田退水汇入。水体缺乏有效置换途径，水质不佳。

“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吉林省确定了
引水、修渠、利用湿地自然过滤的方案，出台《查干湖
治理保护规划》。

东岸引来水库水，西岸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
区，北岸启动建设湿地恢复工程，保护区内发挥水生
植物的降解作用。经过湿地过滤、自然沉降的查干
湖水体，与嫩江、松花江通连，“死水”变“活水”，动态
循环水系促进水体整体置换成为可能。

吉林省水利厅谋划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该工程成为
全国首批 7个重点区域水生态修复治理试点之一，并纳入全国 150项重大
水利工程项目清单，于 2021年 12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3年底主体工程完
工。

“目前，查干湖水体已完成一次整体置换，水质由过去的劣V类逐步提
升到Ⅳ类。”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刘金凡说。

为了全面推进查干湖生态修复和治理，松原市和前郭县深化运用“加减
乘除”保护法——

（下转第二版）

心心相融，爱达未来。9月 23
日晚，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成功举行。
开幕式以“潮起亚细亚”为主题，徐
徐铺展开“国风雅韵”“钱塘潮涌”

“携手同行”三个篇章，寓意着新时
代的中国正与亚洲、世界交融激荡，
奔涌向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
赛事持权转播商和主转播机构，共
派出4500余人的工作团队，以全4K
标准向全球提供国际公用信号和相
关媒体服务，并以全球领先的 8K技
术制作开幕式公用信号，将一个个
精彩瞬间印刻在海内外受众的脑海
中，让人感受到诗画浙江的无穷魅
力和体育文化的交相辉映。

截至9月24日7时，杭州第十九
届亚运会开幕式现场直播及相关报
道在总台全媒体多平台的跨媒体总
阅读播放量超5.03亿次。总台新媒
体多平台直点播总阅读播放量达
3.04亿次，其中，电视端总台多个频
道全国网并机总收视率6.96%，累计
观众收视人次达1.99亿次。总台亚
运会开幕式直播微博话题累计阅读
量超 6.12亿次。伴随直播，全网留
言开启刷屏模式：“《我爱你中国》一
响起，就热泪盈眶”“如诗如画的忆
江南”“历史底蕴与科技感完美结
合”“电视技术和艺术呈现已然遥遥
领先”“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赢麻了”。

全场沸腾 高潮迭起 亚运之光
惊艳世界

这一刻，全球目光聚焦于此。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杭州第十九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顿时，全场沸
腾，“数字焰火”绚烂绽放，掌声欢呼
声经久不息，把现场热烈欢快的气

氛推向最高潮。
在中国代表团入场时，背景音

乐一秒切换成《歌唱祖国》，瞬间引
发现场观众大合唱。在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
时，全场更是热烈欢呼，掌声轰鸣，
表达对同胞的血脉深情。直播中网
友纷纷留言说“中国代表团出场，不
止梅兰竹菊，还有万里山河”，点赞
总台直播画面精巧绝美，直戳心窝。

在中国国旗庄严入场时，《我爱
你中国》的背景音乐响起，一条红绸
飞掠大好河山，#当大美河山与五星
红旗惊艳同框#话题引发强烈共鸣，
网友留言说“国旗一出场就热泪盈
眶，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何其有幸，
生于华夏”。

这一切的实现，得益于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亚运会开幕式公用信号
制作团队在现场共架设了28个拍摄
机位和4个景观机位，精心设计每一
个镜头，确保以最佳角度、最好构
图、最准时机，向世界展现开放包
容、自信自强的大国气象。承担本
次开幕式转播工作的团队核心成员
均参加过北京冬奥会、西安全运会、
成都大运会等，具有丰富的大型体
育赛事转播经验，确保满屏溢彩、美
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

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代表
团的运动员们在独特的中式“门窗”设
计下依次出场亮相，伴随着“桂花鼓”
和《我们的亚细亚》欢快的音乐，穿过
梅兰竹菊桂荷等唯美景象，走上“花
路”。网友大赞“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
式浪漫”“BGM《我们的亚细亚》欢乐又
魔性，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下转第二版）

6.12 亿次！全球目光
聚 焦“ 梦 想 天 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