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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为全面了解
和客观评价各县（区）、市直部门机关作风和服务质量的
群众满意度，近日，双鸭山市能力作风办、市优化办联合
组织开展“万人评作风”活动，用群众口碑检验机关“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和“三航行动”成效。

“万人评作风”活动，确定 8个县（区）和 70个市直单
位为对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加“万
人评作风”投票活动的人员除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外，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代表以及群众
等 6个群体类别，对全市 8个县区的机关作风和服务质量
进行评价。“万人评作风”投票活动不仅在线上和线下进
行，还进入企业主动接受评价。

“线上”方面，双鸭山日报、双鸭山广播电视台、市融
媒体中心以“掌上双鸭山”“双鸭山发布”“多彩双鸭山”等
平台为媒介，8个县（区）和市直各单位以本地本单位微信
公众号为载体，多维度、广角度发布活动公告和投票链
接，切实做到让社会各界人士“人在家中坐，能把意愿
投”。

“线下”方面，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车辆管理所、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双鸭山公证处、各县（区）政务服务中心等 13个办
事服务大厅设置投票箱，安排专人组织引导办事群众进
行现场投票。同时，采取集中投票、送票上门等形式，组
织企业家代表开展评议活动，立体式、全方位将“万人评
作风”活动引向深入。

自活动开展以来，市内外各界人士广泛关注、踊跃参
与，为推动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和“三航行动”深
入开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万人评作风”活动展开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我在巡田过程
当中，能查看庄稼的
长势情况，比如说旱
情、涝 情、病 虫 害
等。”李淑艳是宝清
县夹信子镇夹信子
村第五网格区网格
长，负责守护 1892亩
耕地，她在日常巡田
中，会及时做好反馈
和协调工作，尤其是
农忙时节，她和其他
网格长更是加大了
巡查频次和力度，在
查看土地有没有遭
受破坏的同时，还积
极调解农户之间的
纠纷。

为 了 使“ 田 长
制”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双鸭山市各县
区已建立实施了五
级“田长制”黑土保
护体系，采取加强宣
传、优化管理、倒排
时限“三项措施”，构
建了县、乡、村、网
格、户“3+2”五级耕
地田长管理体系，形
成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全覆盖无死角
的黑土耕地保护新
机制，大力推进黑土
地保护措施的落实。

“三项措施”充
分调动群众参与耕
地保护的积极性和
责任感，使群众真正
成为保护耕地的生
力军，全民责任意识
得到提高。“三张清
单”将耕地和基本农
田保护以“田长制”
形式落实到人、地
块、责任网格，确保
了每一块耕地保护
时时有人管、处处有
人问。

坚守红线，杜绝
违法用地。为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在推进“田长制”中，
把构建共同责任机制、落实主体责任
作为重中之重，从落实责任主体、责任
目标和严格考核奖惩措施等方面加以
完善。以“田长制”为抓手，通过政府
牵头、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形成保护耕
地的良好格局。

“去年我市通过探索推行‘4+2’
六级田长体系运行，建立起黑土耕地
管护长效机制，使每块耕地都有田长
管理，真正实现了黑土耕地保护利用
责任全覆盖。”双鸭山市副市长张传林
说，随着田长制的顺利推进，确保了全
市黑土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生态得到改善。下一步，双鸭山市要
继续加大宣传力度，继续调动广大农
民及社会各界对黑土耕地保护的积极
性，继续完善制定工作规则及配套制
度，继续加强田长队伍建设，建立社会
综合评价体系。

在成功实施“田长制”改革实践至
今，双鸭山市共设立了市级田长1人、
县（区）级田长 8人、乡（镇）级田长 46
人、村级田长 498 人、网格田长 1928
人、户田长 12.94万余人，实现了黑土
耕地保护利用责任全覆盖，耕地生态
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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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为进一
步加强全市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近日，双鸭山市启动
入河排污口排查攻坚行动，四县四区的治理工作也同步启
动。

在排查攻坚行动中，管理部门有口皆查，应查尽查，同
时借助无人机进行现场摸排，沿河开展干流及重要支流全
覆盖、“地毯式”“起底式”排查，全面掌握入河排污口的数量
及其分布，建立入河排污口名录。各县区加强同有关部门
协同作战，收集相关排口信息。对发现的入河排污口逐一
建档登记，分别填报排查、溯源和整治清单表。相关部门与
属地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政府统领、部门协作、社会
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住建等有
关部门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长效机制，整合各部门掌握的
入河排污口相关数据和信息，加强排查摸底工作支持力
度。严格责任落实。各县区、各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坚持
做到排查无盲区、无死角。加大对违法问题的查处力度，对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查
处，并督促整改到位，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通过执法检查推动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长效监管
机制，完善排污档案管理，落实涉水企业排污口“一口一案”

“一口一策”。
据了解，此次入河排污口排查攻坚行动，目的是全面摸

清、查准安邦河、挠力河及乌苏里江干流等5条河流及68条
支流排污口底数，掌握排污口水质状况，查清排水来源，建
立、完善排污口清单，利用2~3年时间，全面整治河流污染，
保证国控6个断面全部达标。

入河排污口
排查攻坚行动启动

本报讯（张兆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近日，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有序展开“冬病夏治”工作，为高
质量完成下一个供热季能源保供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该公司及时总结冬季供热中设备、系统状况及存在的
问题，全面盘点两台机组主辅设备及热网系统的缺陷和隐
患，并结合安全性、经济性、文明生产等方面制定多项检修
与改造方案，确立设备与系统夏季维护保养项目，明确项目
工期。全方位降低安全风险，确保“冬病夏治”工作安全高
效完成，针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治理，做到每一个节点的
检修都有执行人、监督人和验收人，确保落实闭环管理。

“冬病夏治”保供暖

□文/摄 马淑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夏日里的宝清县东湖公园水波潋滟、芳草萋萋，挠力
河两岸绿柳茂密，空气清新，大片的金焰绣线菊在阳光的
照耀下愈发明艳靓丽。谁能想到，这里世外桃源般的迷人
风景，三年前却是另一番不堪入目的破败景象。

宝清县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主任王耀伟感
慨地说：“这一大片区域三年前是一处垃圾处理场，河道沿
岸还有一家养殖场，垃圾遍地、臭味刺鼻，白色垃圾刮得到
处都是，挠力河水也受到了严重污染。”

宝清县打响以“清洁河流水质、清除河道违建、清理违
法行为”为重点的“清河行动”战役，全力推进河流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在全县范围内实施辖区内河流“乱占乱
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王耀伟说，这里的垃圾处理场和养殖场清除后，实施了河
道岸线生态恢复和水生态修复等工程，修建12个生态塘净
化农田退水，对两岸进行绿化美化，打造湿地生态群落。

经过三年多的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挠力河流域宝
清段生态显著改善，水质由Ⅳ类提高到了Ⅲ类，垃圾场彻
底脱胎换骨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了宝清人民钟爱的休闲游
玩打卡地之一。

垃圾场变身生态园

近日，双鸭山市教育和
体育局在市新兴广场举办了
双鸭山市首届“体彩杯”义务
教育学校社团文化节活动。
此次社团文化节以“缤纷社
团筑少年梦想 五育并举谱
教育华章”为主题，活动形式
多样、异彩纷呈，尽显市中小
学生独特魅力。市区 32 所
学校参加展示，参展社团
109个，参与学生4711人，参
展作品共 2935 件。活动分
为书画类、手工类、文艺类和
手工作品义卖实践四个板
块；展台、展板、展柜呈现书
画、手工的静态文化；声乐、
器乐、体育展示少年学子的
动态文化。

袁维东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社团文化节上展风采

紫云岭杜鹃花开。张仁才摄

治山理水 显山露水

双鸭山 一城山水满屏翠
□杨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初夏时节，行走在双鸭山的土地上，你会发现，
天变得更蓝了，水变得更清了。良田沃野、碧水青
山，这座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时刻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实践，全力做好

“治山理水、显山露水”大文章，交出一份优秀的生态
治理“成绩单”。

厚植生态绿色底色，提升发展质量成色。近
年来，双鸭山市竭尽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让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持续的改善，为

全市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
的环境安全保障。

“快看，那儿有一对丹
顶鹤！”顺着七星河湿地管
理局副局长李鑫手指的方
向看去，两只丹顶鹤正在
湿地深处优雅漫步。“丹顶
鹤对栖息地生态环境十分
挑剔，空气和水质都要最
佳。全球一共才 1000 多
只，在我们湿地常年栖息
的就有10对。”李鑫自豪地
说。

在七星河湿地，可以
看见的便是碧波荡漾、鱼
翔浅底的美丽景色，这里
苇草连天，许多鸟类在这
里云集。据科研监测数据
显示，三年来，七星河湿地
保护区内鹤类、鹭类、鸥类
和雁鸭类等水鸟数量呈稳
定增长趋势，候鸟总量由
23万只增加到近40万只。

双鸭山市生态环境优
良，资源富集，是黑龙江唯
一兼有大煤矿、大粮仓、大

森林、大湿地、大界江等特色资源的
城市，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
态之城”。发展至今，双鸭山湿地总
面积已有26.3万公顷，超过市域总面
积十分之一；拥有5个国家级、省级自
然保护区，其中七星河、挠力河、雁窝
岛等湿地从西至东串成翠色的“珠宝
项链”，绵延300多公里，比较完整地
保存了北大荒特有的自然地理风貌
和生物多样性，是三江平原保存最完
整，最具代表性、典型性、自然性的原
始湿地，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重
要生态区之一。丰富的生态资源、宜
人的气候环境，众多自然和人文景
观，使双鸭山具有了发展全域旅游的
潜力和优势。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森
林覆盖率 40%，建成区在 46.5%以
上。乌苏里江是全国少有的几条没
有污染的河流，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存最为完好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双鸭山市始终坚持用生
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坚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把湿地保护
作为打造城市品牌、助推产业发展的
重要依托，本着以保护为主、利用为
辅的方针，坚持“以保护求发展，以发
展促保护”的战略，努力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
续发展。

原始湿地，在双鸭山形成了完整
的自然生态环境，凸显了三江平原湿
地的缩影。双鸭山曾获得“全国湿地
生态保护示范市”的殊荣。七星河湿
地被誉为“中国白琵鹭之乡”，千鸟湖
湿地被评为“全国最美湿地”。保护
区所在地全部为国家级生态县。

依托大湿地、大森林、大界江等
生态优势，双鸭山坚持全域、全季旅
游发展定位，深度挖掘各类旅游资
源，精心设计全域旅游产品，加快景
区及线路基础设施互联配套，分类推
出一批红色基因、绿色生态、黑色资
源、银色冰雪及历史文化旅游目的
地，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叫响“多
彩双鸭山”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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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清县尖山子乡北岗村郁郁
葱葱的田间，一个晒得黝黑的庄稼汉
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巡查，不时地掏出
小本记上几笔，间或停车捡起丢弃的
农药瓶……他就是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雪亮。

“以前地里、壕沟里到处都是农
药瓶，不但污染了水，也污染了黑土
地，种出来的农作物品质不好，卖不
上价。”李雪亮说，现在土壤环境好
了，他们村大豆品质提高了，价格一
路走高，市场供不应求。

双鸭山市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
染综合治理，以宝清县为试点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存
储、处置工作。到 2020年末，全县共
投入资金 1000余万元，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企业市场化运作、精准扶贫
挂钩、执法部门监督”的一体化机制，
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2044万个；
全市按照合理区域布局方式设立回
收站点 786个，各县区回收农药包装
废弃物316.6吨。

“秋天深翻秸秆还田，春天用腐熟剂，促进
秸秆发酵变成有机肥，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宝清镇双泉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波说，他们
村 2000亩水稻田产量的提高就受益于黑土地
保护项目。

近年来，宝清县还通过农艺、农机、工程、生
物等综合配套技术措施，减少了化肥用量，提升
了土壤有机质。目前，宝清县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区域土壤耕层厚度提高了7.2厘米；耕地质
量平均提高0.3个等级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平
均提高 0.05个百分点以上；旱田耕作层厚度平
均达到30厘米以上，水田耕作层厚度平均达到
20厘米左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鸭山以四方台区为
试点、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进建立“田长制”，通过
实行区（县）、镇、村三级联动全覆盖的耕地保护
网格化监管，并以“五化”理念为引领构建“分级
管土、科学用土、分类治土、防污护土、全民爱
土”的体制机制，保护黑土耕地资源、改善黑土
耕地质量，通过多方联动、防污护土，落实秸秆
综合利用，加快城乡生活污水治理，综合整治农
业面源污染，全面阻断土地污染源。

双鸭山地处三江平原富硒土壤带核心区
域，全市拥有 1500 余万亩黑土地（市属 620 万
亩），粮食产能一直稳定在 140亿斤以上。作为
粮食生产大市，双鸭山市深入实施黑土耕地保
护战略，特别是通过推行“田长制”等有效举措，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维护农业生态安全。采取
封育保护、造林种草、退耕还林还草、保土耕作、
侵蚀沟治理、恢复植被和灌区配套等措施，完成
水土治理面积 1370.1平方公里、退耕还林还草
面积336.62公顷，节水总量超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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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树、花草、人
家，天人合一，相映成趣，
无一不显露出城林相融、
人与自然的和谐曲调。
近年来，双鸭山市坚决扛
起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
产力、抓环境就是抓发展
的使命担当，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
面落实河湖长制、田长
制、林长制，积极探索“多
长合一”基层生态综合治
理新机制。坚持开发利
用与生态保护并重，全面
落实“三线一单”各项管
控措施，综合利用和处置
好工业固体废物，启动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修复。
持续加快“三北”退化防
护林修复，推动森林城市
健康发展。加快绿色低
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紧盯“双碳”
目标，探索节能降耗有效

途径，加快推进工业污染排放技术
改造，建设绿色低碳现代化工厂。

加强河湖生态系统治理，坚持
管水、留水、养水综合施策，重点治
理安邦河流域污染问题，提升马蹄
河、挠力河、七星河等流域水体水
质。全面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零容忍”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抓好水土流失治理，强化水资
源管理，完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任
务。以“五化”为方向，秸秆综合利
用率稳定在 90%以上，推动生产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提升全民生态
意识。倡导绿色价值观，开展植树
绿化、节能节水、粮食节约行动，创
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社
区、生态乡镇，让绿色、低碳、节约成
为社会风尚和全民自觉，让双鸭山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常见。

稳步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大
文章，困扰多年的污水直排、空气
污染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饮用水
源地和国控断面水质全面达标，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由 331 天提升至
351 天，饶河县再获“中国天然氧
吧”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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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县集中回收包装宝清县集中回收包装
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马淑芬马淑芬摄摄 双鸭山城市景观双鸭山城市景观，，安邦河两岸安邦河两岸
被绿色覆盖被绿色覆盖。。 张仁才张仁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