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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梦想
1991年，张力恒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吉林

大学数理统计专业。 此时， 改革开放的大潮
席卷大江南北， 大多数同学选择去了沿海等
大城市， 张力恒却怀揣报效家乡的青春梦想
回到白城， 被分配到洮北区统计局工作。 由
于素质高、责任心强、勤奋能干，业务水平提
高极快，率先成为白城市首个用 dBase 语言
和 sarp 编程审核汇总工业、能源、劳动工资
等报表的人，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得到了
市、区统计同仁的一致认可，成为白城市统计
战线上小有名气的行家里手。

正当他工作蒸蒸日上时， 家里出现了
波折。 2000 年，妻子下岗；2001 年，父亲患
重病。 作为家中唯一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
生，他和妻子拿出了仅有的 1 万元存款，又
举债 3 万余元，为父亲治病。 沉重的家庭负
担令他感到压力巨大，期间，深圳同学向他
发来高薪邀请，面对数倍薪资的诱惑，他动
过心。 但想到还有很多原始的统计生产方
式需要改变，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坚守。

由于业务精湛，2002 年， 他被调到市统计
局。

从不言累的“铁汉子”
在工作中，张力恒始终牢记和实践着“真

实准确，不出假数”统计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
信条。 他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着科室的其他
成员。

多年来， 张力恒从没停止过自我学习与
提高。 2010年，省局及各市州计算站负责人
到杭州华为大学学习， 吉林省只有他一人通
过了网络工程师认证。 为更好地做好统计工
作，2007年， 他在职到吉林大学研修国民经
济学 5 年， 于 2012 年获得了吉林大学授予
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5 年，他率先在全市
示范推出统计电子台账，此举得到省局认可。

张力恒参与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和两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
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 他担负整个普
查数据处理的重任， 出色地完成了经济普
查的数据处理工作。 在全国第三次农业普
查期间，他被确诊为严重脑供血不足，但依

然带病工作在第一线， 被同事称为不倒的
“铁汉子”。

付出就有收获。 张力恒于 1997 年在全
国开展的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作中， 被评
为省级先进个人；2002 年， 被国务院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评为国家级先进个
人；2009年， 被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评为省级先进个人；2011
年， 被吉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评为先进个人；还曾 10 次荣获省、市级优秀
公务员嘉奖及三等功一次。

1997年，张力恒当选为洮北区政协委员，
自 2003年起，连任白城市第三届、第四届、第
五届政协委员。2011年，政协白城市委员会授
予他四届市政协优秀委员称号；2016年，增选
为白城市政协常委；2017年，当选为第六届白
城市政协常委。 同时，他多次被民建白城市委
评为优秀会员和参政议政先进个人，2015年，
被评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优秀会员。

领导决策的好参谋
张力恒充分发挥统计数据服务大局的作

用，成为白城经济方面的专家型干部、领导决
策的好参谋。 针对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调研， 先后撰写统计调查报告 50余篇，
为地方发展提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建议。

2007 年以来，他撰写的《利用内蒙古东
部资源促进白城经济发展》《引入‘飞地经济’
模式，助力白城经济发展》等 8 篇统计分析，
均被选为白城市政协大会 7 个口头、1 个书
面发言材料，白城市委办《工作参考》均全文
转发，《白城日报》给予摘登。其中，撰写的《从
白城用电高幅增长看全省高载能用电政策的
可行性和必要性》一文，获市领导签批，全文
已作为省局 2015 年第 1 期《统计专报》报送
给相关省领导。根据该文形成的《关于继续加
大全省高载能用电政策支持力度的议案》，由
白城代表团提交省人代会。

睚眦关国计，数字写人生。已过不惑之年
的张力恒，对未来工作信心满满，他决心认真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继续脚踏实地干好统
计工作，坚决履行好为人民服务的使命，为白
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薄秀芳 报道

农业特色产业扎实推进
这一年， 洮南市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

同时，努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适宜
各地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按照“多村一品、数乡
一业”的原则，稳粮食、抓特色、增面积，扩大
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规模， 保证龙头企
业原料供给。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
扩大粮食生产面积。 利用农村经济工作会议
及送技术下乡等时机积极宣传， 帮助农民分
析市场变化趋势，防止农民盲目种植。全市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稳定在 371.5 万亩， 其中粮
食作物 323.61 万亩 ， 占总播种面积的
87.1%,经济作物面积 47.89 万亩，占总播种

面积的 12.9%，饲料作物 3.8 万亩，占总播种
面积的 1%。 他们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调整
种植结构、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2017
年发展庭院经济 950 万平方米， 涉及农户
23264户、6 万余人，总增收 4600 万元，户均
增收 2000元。投资 3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
业化项目 4 个，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及乡镇
企业工作。

农业监管扶持成效显著
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大造舆论，不断提高

全市农民的法制观念。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
一步提高了农民对农资产品的辨假识假能
力。 在全市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动 50
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586 人次，抽检种子样

品 200 个，检查农资经营户 186 家，巡回检
查农资市场 10次，立案查处案件 35起。

开展果蔬农药残留日常和节假日速测筛
查。组织工作人员每周到农贸市场、超市随机
抽取 3种以上蔬菜和水果样品。在节日期间，
加大上市蔬菜抽样检测力度， 增加蔬菜抽检
种类和数量，确保百姓餐桌安全。

推广农业科技新技术应用。 利用冬春时
节，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科技培训工作。共
集中培训 40 多场，培训科技示范户 1000 多
人次，培训骨干专业农民 5000 多人，培训农
业明白人 2.5万多人，发放技术资料明白纸 3
万多份、科技书籍 10万多册。 全面推广应用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玉米螟生物防治技术和
农田统一灭鼠“三项技术”。 推广应用配方施

肥技术面积 60 万亩， 化验土样 3000 个，发
放测土配方施肥卡 3000 份。 推广白僵菌封
垛控制面积 30万亩，预计平均每亩挽回玉米
25公斤以上。落实农田灭鼠面积 45万亩，灭
鼠效果显著。

农村建设改革持续深化
大力开展农村建设。 2017 年，洮南市着

力建设了 13个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村，打
造精品和样板，辐射带动全市新农村建设。目
前，13 个省级重点村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建设
已全部或超额完成， 村屯基础设施得到进一
步改善、 农业产业化项目和村屯环境整治得
到进一步完善。 新修农村道路 6.32 公里，新
建村部 1 个，新建路边排水沟 3.3 公里，新建
休闲文化广场 2 个，改造农户围墙 8.5 公里，
新建和维修房屋 26 户， 清理垃圾 3 万立方
米，清理、平整道路 35公里。经过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全市“三清”达标率达到 50%，“三
改”“四化”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村屯环境
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 充分利用春节
前后农闲时节和农民工返乡时机， 做好内业
的编辑完善工作。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 18个
乡镇的调查摸底工作， 并全部开展了实测工
作，实测面积达到 333多万亩，已基本上完成
外业实测工作。 全市有 217个村完成了确权
归户公示， 有 170 个村完成了确权归户工
作。

稳步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 2017 年，洮
南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 267554 亩， 通过
土地流转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 全市已注册
兴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1910 家， 成员达
到 2.3万人，带动农户 2万户。 现有注册家庭
农场 1388家，2017年，全市家庭农场经营总
收入 5808万元，净收入 3024万元。

农业兴则根底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
稳则社会安。 洮南市正紧紧围绕“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落实惠农政策、转
变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持续抓
好新农村建设， 助力打造生机勃发、 生态秀
美、生活富裕的幸福洮南。

/徐冰 郑丹 报道

求真务实履使命 爱岗敬业展情怀
———记白城市统计局综合核算科科长张力恒

洮南：新常态下农业发展稳步前行
城市晚报白城讯 2017 年，洮南市积极谋划，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总目标，加速发展

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农村改革，确保了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勾勒出了一幅农
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绚丽画卷。

城市晚报白城讯 26 年前，毕业于吉林大学数理统计专业的他，踏上了统计工作之路。26 年来，他立足本职，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被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评为国家级先进个人；数次被评系统内省级先进个人；荣获省、市级优秀公务员嘉奖
十余次……他就是 2016 年，在吉林省省以下政府统计机构垂直管理十周年活动中，荣获全省“最美统计人”称号、现任白城市统
计局综合核算科科长的张力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