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山环卫中心迅速反应龙山环卫中心迅速反应，，以阵列式队形提高机械化除冰雪能力以阵列式队形提高机械化除冰雪能力。。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鹰刘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于芯）为切实
提高冬季清雪应急处置能力、检
验应急除雪保畅措施可操作性，
11月 1日，龙山环卫中心举行清
雪实战演练提高机械化清雪能
力，最大限度提升雪天应对能力，
确保城区道路畅通。

9时 30分，安全员、滚刷除雪
车、铲车等大型机械及人员，根据
城区清雪演练预案，重点开展了
应对冬季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下
的道路交通应急处置。演练从启
动处置预案、集结车辆、机动清雪
队列、安全员现场指挥、非机动车
道路沿马路边石机械化除冰雪、
大型铲车与运动车辆互动协同运

输积雪等多方面除冰雪作业进行
模拟实战，对应对雪天中各职能
部门快速响应、密切配合、各负其
责、迅速部署开展除雪融冰工作
进行了检验，切实增强了应对恶
劣天气时全体工作人员的无缝衔
接，提高了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的
实战能力，为冰雪天气应急保通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龙山环卫中心生产质检科科
长张兰峰介绍说，通过此次演练
使全体环卫职工更加明确了清雪
的处置时限及标准。我们将坚决
按照“以雪为令、人动雪净”的原
则，保证时间、保证质量、保证安
全地完成城区除冰雪工作任务。

龙山环卫中心开展除雪实战演练龙山环卫中心开展除雪实战演练

园林职工在益寿路按计划补植杨树园林职工在益寿路按计划补植杨树。。

我市扎实推进秋冬季绿化养护及补植工作
本报记者 刘鹰 摄影报道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市园林管
理中心抢抓秋冬季植树的大好时
机，积极组织开展秋冬季植树工作。

为努力打造让市民满意、舒心
的园林景观，切实提高城市颜值，市
园林管理中心对全市绿化工作进行
全面调查摸底，统计苗木缺损情
况。立足实际，制定了树桩清理、病
虫害防治、复强复壮与修剪整形的
整体工作目标，在补植树木的同时，
加大绿化带杂物杂草清理，并以给
树木刷白、给绿化带安装防护挡板
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害及冬
季环境对绿化带的侵蚀，确保园林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为进一步提升城区绿化景观效
果，营造优美、和谐、整洁的人居环
境，建设色彩斑斓的美丽辽源，负责
树木补植及绿化养护作业的辽源市
生态文化有限公司根据城区绿化

带、口袋公园、重点街路实际情况，
精心部署、提早谋划，派出专业技术
人员认真勘察现场，制定详细栽植
方案。目前，冬季植树、绿化带养护
等工作有序进行中。

据了解，市园林管理中心及辽
源市生态文化有限公司正在组织人
员对在西宁大路、向阳大路、和宁
街、友谊大路等街路进行 5000余株
乔木栽植，仙人河景观带、东辽河景
观带、一建道口绿地、矿务局门前绿
地等地栽植灌木 1.2万余株准备工
作已全面展开。目前，已完成仙仁
路、仙城东路、友谊大路等地补植
500余株柳树、银中杨、五角枫的工
作。1400余株五角枫、九角枫等彩
叶树木落户东山旱溪、水溪及矿务
局门前绿地。同时，700 余株榆叶
梅、木绣球等花树按照规划栽植到
东辽河2.8公里绿化带内。

◀参赛选手正在进行管接口热熔连接作业。

为全面加强职工专业
技能素养、增强为民服务能
力，近日，市水务集团举办
了第二届职工业务技能竞
赛。

此次竞赛分为两大项
目，覆盖集团全体干部职
工。理论竞赛项目设有党
的建设、水务监察、人事管
理等 9个赛区，实际操作项
目设有营业抄收、汽车驾
驶、工程建设、供水生产等 6

个赛区，参赛选手经过理论
测试的遴选，共有 120余人
入围。在实际操作赛场上，
各赛区选手纷纷亮技能、展
风采，一次次点燃了赛场的
热烈气氛，赢得现场观众的
一次次喝彩。

开展业务技能竞赛，既
是检验职工队伍素质能力
的“透视镜”，也是培养高技
能人才的“孵化器”。竞赛
期间，集团始终突出“理论+

实际技能操作”的“活”字
上，把“点”落实在提升专业
水平的“实”字上、把“面”展
现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强”
字上，努力为培养高技能人
才、弘扬工匠精神搭建实践
平台。通过此次竞赛，切实
达到了检阅成效、交流提
高、展示成果的预期目的，
为更好促进水务集团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升为民服务
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锤炼本领 传承匠心
——市水务集团举办第二届职工业务技能竞赛

本报记者 李及肃 摄影报道

农贸市场关系着千家万
户的“菜篮子”“油瓶子”“粮袋
子”，是一座城市最具烟火气
的地方。为努力实现市场及
周边“干净、规范、有序”的工
作目标，市供销社、市城管执
法局、市交警支队三部门联
动，围绕吉春路农贸市场内部
经营秩序、周边经营环境整治
打出“组合拳”。

规范经营标准 倡导文明
服务

早七点刚过，吉春路农贸
市场内，业户收拾摊位、打理
货品，开启了一整天的忙碌。
这是一家运营 20多年、集批
发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农贸
市场，在辽源百姓的日常生活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市场经
理赵红卫告诉记者，市场内有
摊位324个、从业人员1000多
人，经营蔬菜、肉类、海鲜等十
二大品类。市场安排 8名卫
生员每天 3次对场内进行卫
生清理，尽最大努力保证市场
整洁；开展消防演练和消防知
识培训，严格落实消防器材日
检查制度，对市场电路开展年
检，确保电路安全；要求所有
业户必须亮证亮照经营，必须
索证索票，日常坚持一周一
检，随时抽查。对场内破损吊
顶、地面、墙面、出入口等基础
设施进行了集中修缮。

加大专项整治 提供优质
环境

七点多，吉春路农贸市场
西门外，临街商户早已热热闹
闹开始营业。水果店前，女摊
主正在摆放各种时令水果，与
以往不同，她这次摆放的颇为

“讲究”，既没阻路，也没过线，
还小心翼翼留出了盲道。

市城管执法局龙山大队
东吉中队中队长何一凡告诉
记者，吉春路农贸市场周边曾
有经营户占道经营和随意挤

占通道现象。“摊贩店外摆放，
挤占人行通道甚至机动车道，
致使通行受阻，常引起人车摩
擦，引发纠纷。”

何一凡介绍说，他们对店
外摆放、占道经营行为进行了
重拳整治，要求临街摊贩门前
经营必须在一米线以内，让出
盲道，方便通行；要求所有商
贩设置垃圾容器，必须做到人
走路净，多次违规可做清除处

理；禁止商户高峰期使用露天
明火，其他时段限定只能在路
边石里侧经营。

在何一凡看来，整治占道
经营，疏堵结合才是上策。科
学设置、人性管理，先疏为主、
以堵为辅，才是确保“人有人行
路、车有车行路”的重要手段。

强化重点监管 维护交通
秩序

刘金刚，市交警支队龙山

大队副大队长。他说：“吉春
路农贸市场处在市中心繁华
地段，业户多、商贩多，各种车
辆随意停放，阻塞交通现象时
有发生。对市场周边车辆乱
停乱放进行监管是我们常态
化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重要内容之一。”

交流中，记者注意到，执
勤民警正在针对电动车、摩托
车、三轮车等车辆在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盲道上乱停乱放
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处
理，劝导车主规范停放车辆。

刘金刚说，分析吉春路农
贸市场特殊性，我们加大宣传
力度，向车主、市民、农贸市场
周边商家发放宣传单，宣传车
辆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
带来的不良影响及危害性，呼
吁大家共同维护好农贸市场
周边交通秩序。同时，还设立
2名警力，常态化开展督促检
查，对违停或长时间占用停车
泊位的机动车，通知车主及时
驶离；对严重影响道路交通通
行的车辆进行拖移处置，对限
定时间内拒绝驶离的车辆张
贴违停告知单。另外，中队巡
逻车路面巡逻时，对吉春路市
场周边进行重点管控，强化与
市场监管、城管执法、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部门的联合执法，
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
序，全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
的道路交通环境。

城管队员对不按规定地点经营的商户进行劝导。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守护城市“烟火气” 提升市场“文明范儿”
本报记者 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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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5.8%，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省全力以
赴拼经济、抓发展，经济
运行在实现“半年红”的
基础上，有效应对风险
挑战，取得新成绩、新突
破、新进展，实现“三季
红”。

第三季度，是观察
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
口。

省委党校经济学教
研部主任高芸在研读数
据后表示，前三季度吉
林经济整体呈现“恢复、
稳定、向好”之势，方方
面面的指标，都说明我
们克服了诸多困难、挑
战，取得了扎实的成果。

诚如专家所言，前
三季度吉林经济勾勒的

“上扬曲线”，描绘出全
省多领域发展的不同亮
点与积极变化。

稳中求突破

民生是发展之基。
前三季度，我省基础设
施和产业项目你追我
赶，不断跑出新速度。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
数显示，9 月份我省工
程机械总体开工率位列
全国第一。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车水马龙，关于吉林项目建设
的好消息不断传来——总投资 296亿
元的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正式
开工；总建筑面积超 4万平方米的新
能源汽车检验检测园区一期项目开工
……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吉化
转型升级、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等
一大批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
项目加快实施。

金秋十月，位于大安市安广镇的
华能大安风电 220千伏送出工程（以
下简称送出工程）施工现场场面火
热。在临时铺设的进场路面上，一台
吊车正在往刚刚钻好的桩孔中吊放钢
筋笼，随后，施工人员熟练地配合使用
混凝土罐车把混凝土灌注入钢筋笼。

为更快、更好地将吉林清洁能源
外送，助力“陆上风光三峡”建设，国网
白城供电公司电网建设员工克服送出
工程湿地打桩的困难，积极开展线路
基础设施施工。现场施工机械的轰鸣
声伴着秋日的暖阳，给沉静的沃野带
来了秋日的希望。

新希望带来新突破。相比二季
度，三季度我省实现路面设备开工率
环比增长26.33个百分点。

数据的高质量跃升不会凭空而
来，其正与我省交通基建项目处于高
开工状态相契合——作为国家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庆前夕，集安
至桓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国道 331
线三道沟至错草段公路建成通车，60
分钟的车程缩短为 20分钟；沈白高铁
各段建设捷报频传；长春 7个轨道交
通在建项目火力全开，6号线已全线
实现“三通”……

我省前三季度工业经济增长形势
也同样喜人，增长率居于全国前列，其
中汽车产业、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表
现尤为突出。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一兵认
为，今年以来，我省通过系列举措稳工
业增长、开拓新增长点、扶助关键企
业，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市场预期
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使得工业生产
供需两方面都体现出较好态势。

“新”上下功夫

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持续增长，新
兴动能必不可少。

谷段每千瓦时 0.3924元，吉林省
新能源汽车电价新规即将落地；

25天到欧洲，为新能源契合搭乘
中欧班列开启绿灯；

可同时为 73辆车充电，东北地区
最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在长春投运；

……
各类利好叠加，前三季度，全省新

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8%，高
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6.6%，新
能源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5.6%，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5.3%，动
车组产量同比增长 1.47倍，碳纤维同
比增长 46.9%，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
53.5%。

近日，吉林长光卫星使用自主研
制的车载激光通信地面站，与“吉林一
号”星座MF02A04星星载激光终端开
展了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试验并取
得成功。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独家自
主完成业务化应用星地激光高速图像

传输试验。
今年上半年，长光

卫星发射的卫星数量已
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发射
总量。其中，不仅有吉
林一号“一箭 41星”，还
包括对外承接制造的
20余颗卫星，建成了世
界最大的亚米级的遥感
卫星网络。

一颗颗“吉林一号”
卫星在太空轨道遥望着
大地；一列列复兴号亚
运智能动车组穿梭于繁
忙的城市群；吉林西部，
白色“风车”与黑色光伏
发电板在广袤的平原上
交相辉映；碳纤车间，雪
白的碳纤维原丝在高温
炙烤下正发生着蜕变
……

一大批新产业、新
项目、新产品加速抢占
新赛道，形成新优势。

同时，我省产业结
构得到明显优化——

前三季度，全省服
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为57.1%，比上
年同期提高 1.3个百分
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
12.5%，比上年同期提高
0.4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

17.1%，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
全省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33.0%，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比重比上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看，前三季度全省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良好，新产业新
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
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经济结构正朝
着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新经济方向转
变。”高芸分析，从需求端看，前三季度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2.16亿
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了伴随着稳
增长扩内需政策的落地，消费者信心
不断加强，居民消费需求快速释放。

暖意满吉林

深秋的吉林大地流金溢彩，农民
们运用各种现代化机器忙着秋收。

虽然温度不断下降，但丰收热浪
遍袭广袤的黑土地。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67.86
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半年提
高0.5个百分点。

为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今年，
我省立足加快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目标实现，逐个环节安排部
署、逐季压茬推动落实，全力以赴抓好
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单产提升行
动覆盖粮食主产县，奋力夺取粮食丰
产丰收，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

据农情调度和专家多点位测产，
预测全省粮食总产量在 850 亿斤左
右。

同样充满暖意的还有在今年不断
出圈儿的吉林消费市场。

暑假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
主题”火爆全网；动画电影《茶啊二中》
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梅河不夜城、延
吉网红墙、长春这有山人流如织……

“十一”黄金周是观察经济活力的
重要窗口。假期期间，吉林域内大大
小小景点都堆满了人，长白山等著名
景区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集
安早市成为“菜市场旅行家”们的新宠
……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2538.86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3.56%；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192.15亿元，同比增长 179.29%，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同时，我省接续举办 2023年长春
航空展、第二十二届长春农博会、第十
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第十八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等重大会展活动，有
效推动接触型服务业实现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餐饮收入同比增
长 10.6%，1—8月份全省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2.6%；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0%，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限额
以上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和通讯器
材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40.4%、
26.9%和12.3%。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肖国东认为，如此高的增长，与
我省促进消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
地不断打造新场景新业态、会展经济
快速发展等诸多原因密不可分。

伴随火爆的超级黄金周，我们已
步入今年最后一季。令人充满期待的
今冬初雪翩翩而来，尽享丰收喜悦后
迎来瑞雪，吉林人将上下一心，持续发
力，奋力冲刺2023“全年红”。

（转自《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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