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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正式申报成为全国第一
批、东北唯一一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
来，白城创新采取“海绵城市+老城改
造”的“白城模式”加快建设，让城市有了
彻底的改变。不仅实现了“老城变新城，
小区变花园”的目标，这座生态优美、生
机盎然、宜居宜业宜乐的会呼吸的“海绵
城市”也已经成为全国的海绵城市建设
典范。

我市的降雨非常集中，海绵城市建
设前，每年七八月份暴雨如注时，部分路
段就成了一片汪洋，积水点最深的地方
可以没过大腿，车辆经过都会抛锚。记
者在近几次降雨中观察到，市区幸福街、
文化路、长庆街等主要路段并未发现明
显积水，整个城市在渗透功能的作用下，
像是会呼吸的海绵，迅速将雨水吸进地
下排水管网中，市民告别了以往的雨天
出行难。

通过走访市住建局，记者了解到，在
海绵城市和老城改造建设期间，我市取
得了8项创新成果：一是总结了一套参
数，提升了生物滞留设施构造做法；二是
构建道路生态沟渠径流行泄通道，“景观
与防涝”一举两得；三是创新应用延时调
节技术，“峰值与污染”控制双管齐下；四
是研发抗冻融透水铺装与融雪剂自动渗

滤弃流技术，解决北方城市在工程建设
中的难题；五是采用“雨水花园+渗井”
组合做法，抗堵与防蚊效能双提高；六是
总结提炼出源头减排设施，如何在设计
中考虑运行维护的典型做法；七是在“海
绵+老城”改造过程中，率先实施“街区
制”建设；八是创新发明“智慧监管”，保
障海绵运营监管全覆盖、无死角。这8
项技术创新顺利通过强降雨考验，并取
得老城变新城、小区变花园、百姓点赞的
建设成效。

据了解，白城市抓住国家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之机，将老城改造与海绵城市
有机融合，创新了“海绵城市+老城改
造”的白城建设模式。在我市22平方公
里基础上，借助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启动
了总投资68亿元，包括16大类，469项，
涵盖白城老城区和生态新区共38平方
公里的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全市
采取市区联动、全民参与的办法，整合

“三供一业升级、海绵公园生态产品营
造、易涝点消除、拆墙透绿”主体工程，在
改造过程中率先实施“街区制”建设，营
造“老城变新城、小区变花园”的生态宜
居环境。

在随机走访的诸多小区中，记者发
现，晚饭过后，市民陆陆续续走出家门休

闲散步，而自家小区成为了这些市民的
主要散步区域。市民王先生说：“自从老
城改造完成后，小区变成了小花园，城市
的管理也日益完善。现在的小区没有了
脏乱差，取而代之的是花园、绿地，在这
里散步真舒心呐！”

如今，沿着任意一个城市出入口向
城区行进，白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便
会呈现于眼前。昔日坑洼狭窄的路面、
破败的广告牌匾不见了踪影；如织的线
缆也从天上藏到了地下；双向4车道、双
向10车道四通八达，车辆川流不息不见
往日拥堵；临街单位“拆墙透绿”，将公共
绿地还给百姓，过去的“深宅大院”，成了
市民自由漫步休闲之地；宽阔平坦的广
场、景观别致的公园内游人如织；老旧小
区脱胎换骨，配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

打造宜居、宜业、宜乐的绿色海绵城
邦，改变城市面貌，增添城市魅力，让群
众过上更美好的日子——我市以建设海
绵城市为发端的老城区综合改造提升工
程，从外到内，既美化了城市的“面子”，
又夯实了城市的“里子”，推动了老城区
环境、功能提质升级,让百姓享受到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极大提升了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 /记者 姜宁 报道

大年初二，刘春杰一家3口正在农
村的婆婆家沉浸于新春佳节与亲人团
聚的喜悦中时，夫妻二人陆续接到单位
的上岗通知。尽管心有不舍，但为了抗
疫大局，公婆毅然选择支持儿子、儿媳
返回工作岗位。

在社区工作的刘春杰回到岗位后，
每天早出晚归、顶着严寒，对每家每户的
人员流动信息、健康状况等做详细登记，
一栋楼一栋楼、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走
访，每天平均摸排600余户。遇到不配
合工作的居民或家里无人的情况，做好
登记后，晚上还要再次进行摸排。同时，
她还会及时向居民宣传防疫知识，将温
馨提示、防疫常识、防疫公告及时贴到公
告栏、楼宇门等醒目区域。为了提高工
作效率，她选择戴塑料手套，寒风中一圈
防疫公告贴下来，手已经冻得又红又
肿。回到办公室，还要对一天的信息进
行分类、汇总、报送……工作结束回到
家，常常已是后半夜了。

刘春杰的丈夫曲春林是洮南市公
安局的一名辅警，接到上岗指令后，义

无反顾投入到一线坚守工作中，在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洮突卡点，几十里没有
人烟，热水大家都要省着喝。冷了，大
家就跺跺脚，运动运动，饿了，就吃一碗
泡面，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就这
样，曲春林和队友在洮突卡点一守就是
一个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

“好，我马上就到！”刘春杰的儿子
曲长志虽然在念大学，但却是蛟流河乡
志愿者，在接到蛟流河派出所的上岗通
知时斩钉截铁地回答。在与母亲互相
打气之后，曲长志第一时间赶赴工作岗
位，在村口交通卡点对来往车辆和流动
人员进行严格的体温检测，劝说乡亲们
少聚集，注意做好疫情防控……一天工
作下来，这个 20出头的棒小伙忙碌得
身心疲惫，即便这样，他仍然坚守岗位，
始终没有放弃。

疫情防控初期，刘春杰一家3口没
有吃过一次团圆饭，忙时不分昼夜，彼
此把牵挂埋在心里。休息时间打个电
话、发个视频问候一声、叮嘱几句，就是
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街道领导时常

提醒刘春杰，再忙也要注意休息，“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在疫情面前，我还有很
多事要做，决不能耽误。”“疫情不退，我
就不退！”这是她挂在嘴边的话，同样，
也是刘春杰一家的抗疫誓言。

回到家有时间，刘春杰就会给多个
卡点的工作人员送去自己煮的花生露、
八宝粥等爱心慰问品。“卡点工作人员
真的很辛苦，天气还这么冷，他们有时
都顾不上吃饭，我就想尽一点自己的微
薄之力。”尽管如此紧张忙碌，一家3口
仍牵挂2016年他们开始帮扶的85岁拾
荒老人，即使奔波在繁忙的抗疫工作岗
位，他们也要抽出时间与老人通话，叮
嘱他少出门，照顾好自己。5年来，他们
始终用真情温暖着这位特殊的“亲人”。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刘春杰
一家携手同行，全力以赴，共抗疫情，为
守护洮南百姓的健康、平安努力奋斗。
他们是挡在病毒与群众之间的“钢铁防
线”，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的“钢铁战士”！

/记者 朱晴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全面推动白城市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市、区两
级个体工商户信用度，全力打造我市良好
信用环境，近日，白城市信用办牵头，市烟
草公司协同配合，联合东望志愿者协会开
展了“诚信送万家”宣讲活动。

活动中，全体成员顶着炎炎烈日，走
遍大街小巷，为每个商户耐心宣讲信用体
系工作相关知识和诚信相关内容，让商户

更加深入地了解信用体系建设作用。广
大个体工商户在聆听宣讲后，积极主动签
订承诺书并同意通过“信用中国（吉林白
城）”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活
动在广大个体工商户的支持配合下，成功
签订承诺书9000余份。

本次宣讲活动，对进一步营造我市个
体工商户讲诚信、懂诚信、用诚信的经营
氛围和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高软

实力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广大个体工商户纷纷表示，将在以后

的经营中积极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自觉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监督，在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同时，提升自我约
束力，为凸显我市信用文明层次，助力打
造诚信和谐、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贡献自
身力量。

/记者 李政孚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今年以来，大
安市紧紧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中心任务，建立和推行“三聚焦三提
升”措施落实，大力夯实以最低生活
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

大安市以深入开展农村低保专
项治理行动为契机，在全面细致摸
排农村低保政策落实情况的基础
上，大力推进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示制度，对初
审、审核结果进行全程公开，打造

“阳光低保”。同时，建立和推行明
察暗访制度，强化明察暗访的监督
作用，推进城乡低保工作的公开化、
公正化、公平化，确保实现应保尽
保、应退尽退。

同时，深度推进脱贫攻坚政策与
低保制度双向衔接工作，开展集中
攻坚，对大安全市223个村广泛开展
周密细致的摸底排查。重点对未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不稳定、
持续增收能力较弱、返贫风险较高
的脱贫人口和建档立卡边缘人口，
以及老年人、重度残疾人、因病致贫
和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逐户逐
人进行数据比对、信息核实和入户
调查。确保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
对应落实相关政策，实现低保制度
兜底一批、特困供养保障一批、临时
救助纾困一批、渐退政策扶助一批。

为破解临时救助工作主动发现
的难题，大安市探索和建立监测预
警机制，推进救助“关口前移”。强
化对未脱贫、易返贫等重点人口的
定期走访和监测工作。确保及时了
解和掌握困难群众遭遇突发事件、
意外事故等情况。同时，优化简化
临时救助程序，对急难事故实行特
事特办，先行救助，后补手续的办
法，大力提升临时救助的及时性、灵
活性和有效性，确保救助对象发现
一个、救助一个，充分发挥临时救助
在实现脱贫中的过渡和补充作用。

/林英春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今年56岁的老
姚又回到了团结乡新春村潘家窝堡
屯，这次他是专门回来“走亲戚”的，
他的“亲戚”就是他曾包保帮扶的几
户贫困户。

6月初，通榆县团结乡人大主席
姚喜权调到了向海水库管理处任主
任。长期工作在乡镇，与家人聚少离
多，老姚早已成了习惯，而这次，他却
有了额外的牵挂，那就是团结乡新春
村潘家窝堡屯他曾包扶的那几户贫
困户。

两年来，为了做好包保工作，姚
喜权身先士卒奋战在扶贫一线，带领
驻村工作队员吃住在潘家窝堡屯，心
思也全都放到了贫困群众身上，曾经
一连48天没有回家。经过不懈努力，
他把贫困落后的潘家窝堡屯打造成
了脱贫攻坚的“样板屯”。

7月17日一大早，姚喜权带着妻
子和儿子，从县城开车来到100公里
外的新春村潘家窝堡屯“走亲戚”。
车上拉着他和妻子精心选购的稻花
香大米和食用油。他逐户看望了曾
经包扶的王铁、迟连义、王永和李景
发家庭，坐在乡亲家炕上拉家常，唠
今年的生产生活情况，询问是否有困
难需要帮助解决。76岁的李景发老
人眼含热泪拽着他的手不愿松开，真
心挽留老姚一家吃顿简单的农家
饭。老姚笑着说：“等到上秋丰收了，
我还会过来‘走亲戚’，那时我再和你
们一起庆丰收！” / 杨秀峰 报道

城市会“呼吸”生活更幸福

舍小家守大家 抗疫情勇担当
——记吉林省抗疫“最美家庭”、洮南市光明街道光华社区刘春杰家庭

白城市开展“诚信送万家”信用宣讲活动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连日来，白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降雨过程，其中不乏多次短时强降雨，这使我市的海绵城市工程和
老城改造工程再次经历了考验。

城市晚报白城讯 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各行各业的人
们用自己的方式抗击疫情。有的宅在家里，不给社会添乱；有的奔赴一线，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洮南市光明街道光华社区
刘春杰一家就是那些奔赴与坚守疫情一线的家庭。前不久，刘春杰家庭被评为吉林省抗疫“最美家庭”。

大安：夯实社会救助
助推脱贫攻坚

老姚“走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