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2021-2023 年）的通知  

吉政办函〔2021〕41号  

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州人民政

府，有关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吉林省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3年）》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3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省农田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3 年）  

  按照省政府部署要求，根据《吉林省中西部农田防护林网修复完善工程实

施方案》（吉政办函 〔2019〕9号），结合我省公路、铁路、重要河流防护林

建设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构建我省山水林田湖草完整

的生态系统为目标，把重点放到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以公路、铁路、重要河

流为脉络，将农田防护林建成墙、形成网，起到减风、挡沙、绿化、美化的作

用。通过增绿扩量、生态修复、提质增效等措施，构建“总量适宜、分布科

学、功能完善、景观优美”的防护林体系，提高生态防护功能，严格执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

24号）要求，确保防护林体系建设和耕地保护相得益彰，为维护粮食安全提供

有力生态保障。  

   （二）基本原则。  

   1.科学筹划、系统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要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

用途管制基础上，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与储备区建设、生态红线评

估、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等重大工作的对接，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和综合治理，有关成果要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

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2.尊重自然、生态优先。防护林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环境充分认识

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和近自然可持续经营理念。要从各地

实际情况出发，重视利用自然山水地貌特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条件优势，根

据河流、道路等特点以及连通性要求，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

法，构建“自然、多彩、连通”的健康稳定生态系统。  

   3.统一标准、共建共融。各市（州）、县（市、区）对防护林带的宽度、

连接度、绿量及生态品质实行统一的建设标准，在推进过程中，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通过创新机制，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护林

体系建设，达到共建共融、共享共赢的目的。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要以重要河流和干线公路、铁路

等生态敏感区为重点，兼顾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扩量与提

质，打造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吉林样板”。  

   二、重点任务  

   （一）建设范围。  

  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白城市所属各县（市、区），及重要河流沿线

县（市、区）。  

   （二）建设内容。  

   1.重要江河两岸防护林建设。在重要江河两岸沿线建设植被隔离带、缓冲

带，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河岸冲刷，林带宽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公路、铁路两侧防护林建设。补齐完善公路、铁路两侧断、缺防护林

带，东部山区以自然恢复为主，中西部少林地区采取人工造林措施。林带宽度

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缺失、退化及生长衰退的成过熟农田防护林带建设。对缺失防护林带进

行恢复新建，对退化防护林带进行修复改造，对成过熟防护林带进行采伐更

新，防护林带宽度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低于原有林带宽度。  

   （三）建设目标。  

  工程建设期为 3 年，即 2021-2023年。以公路、铁路两侧及重要河流两岸

为重点区域，主要采取恢复、新建、改造、更新模式，对我省生态脆弱区防护

林网进行系统性补充、完善和提高，消灭“光杆路”“光板河”，修复完善农

田防护林带 77.58万亩，形成完备的防护林体系。具体要完成以下四项建设任

务：  

   1.绿色通道建设。在主要公路、铁路两侧，重要河流两岸构建起纵横成

网、连续完整、景观优美、结构稳定、功能完备的防护林带，消灭“光杆

路”“光板河”，改善和提升我省交通环境和生态环境。  

   2.缺失防护林带恢复新建。依法对擅自改变防护林带用途的林业用地全部

清理核查，补齐农田防护林网，增加防护林网总量。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要求，规划恢复、新建缺失农田防

护林带 27.14万亩。  

   3.退化防护林带修复改造。对林相残破、枯死、病虫害、人为破坏等防护

功能低下的退化农田防护林带进行修复改造，提高防护林网质量，增强防护效

能。规划修复改造退化农田防护林带 14万亩。  

   4.成过熟防护林带采伐更新。对生理成过熟农田防护林带进行采伐更新，

建设新一代防护林，调整优化防护林网结构。规划采伐更新成过熟农田防护林

带 36.44 万亩。  

   （四）建设进度。  

  坚持优先建设国省干线、铁路、重要河流防护林基础上，县、乡、村级公

路防护林穿插安排，绿色通道与农田防护林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有序进行年度

任务安排。  

  2021 年，重点开展国省干线、铁路两侧和重要河流两岸防护林建设，完成

农田防护林修复完善面积 24.9万亩，其中：缺失防护林带恢复新建 8.08万

亩，退化防护林带修复改造 4.67万亩，成过熟防护林带采伐更新 12.15 万亩。  



  2022 年，重点开展县、乡级公路防护林建设，完成农田防护林修复完善面

积 26.34 万亩，其中：缺失防护林带恢复新建 9.52万亩，退化防护林带修复改

造 4.67 万亩，成过熟防护林带采伐更新 12.15 万亩。  

  2023 年，全面完成公路、铁路、重要河流防护林建设，消灭“光杆

路”“光板河”，完成农田防护林修复完善面积 26.34万亩，其中：缺失防护

林带恢复新建 9.53 万亩，退化防护林带修复改造 4.67万亩，成过熟防护林带

采伐更新 12.14万亩。  

   三、建设要求  

   （一）认真开展作业设计。各县级林草主管部门要依据本方案确定的任

务，组织或聘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造林作业设计，按有关规定履行报批程

序，由市级林草主管部门按照项目计划进行管理。作业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重要

依据，一经审批不得擅自变更。特殊情况需调整，必须履行相应报批程序。纳

入国家造林工程项目的，要按照国家工程项目管理规定，单独编制造林作业设

计。市、县两级林草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造林、改造、更新档案，加强档案管

理工作。县级政府和交通运输、铁路、水利等部门要按照职责，组织开展国、

省、县、乡、村五级公路及铁路、重要河流绿化情况调查，明确建设任务，合

理安排进度，做好造林绿化设计，认真组织实施。  

   （二）严格规范采伐管理。对于防护林的修复改造和采伐更新，要科学使

用森林采伐限额，公益林采伐限额优先安排退化防护林带修复改造和成过熟防

护林带采伐更新任务。修复改造和采伐更新后，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原林带面

积。要认真执行采伐限额、采伐许可证核发、林木采伐调查设计等制度规定，

坚持采造挂钩等工作机制。涉及公路、铁路、河道等林木采伐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管理。  

   （三）合理选择造林树种。工程造林一律使用适合本地的优良树种，农田

防护林应以优良品系的杨树为骨架，适当增加樟子松、榆树等作为主要造林树

种，同时应搭配灌木，建设成复合模式，增加防护效果。绿色通道及有条件的

地区，提倡营造多树种混交防护林带，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实行针阔、乔灌混

交，优化防护林网结构。通道绿化乔木树种重点使用红松、胡桃楸、蒙古栎、

五角枫等高大乔木；灌木树种重点使用山杏、海棠、紫叶稠李、黑果花楸、紫

丁香、暴马丁香等绿化树种，完善防护功能的同时，增加防护林体系的景观效

果。  

   （四）统一使用良种壮苗。造林苗木严格执行“两证一签”制度，统一采

用大苗造林，杨树造林一律使用 2年根 2年干或 3年根 2年干的Ⅱ级以上的苗

木，其他乔木类苗木胸径应达到 3-5厘米，但一般不宜超过 5厘米，特殊地段

绿化确需胸径 5厘米以上大苗，应来自苗圃；灌木类苗木应冠形匀称、耐修剪

并且便于管理，丛生灌木分枝应不少于 5个，矮小灌木自然高不低于 50厘米，

近地面应有 3个及以上分枝。造林苗木原则上采用“重剪侧枝不截头”技术，

以尽早发挥防护功能。  

   （五）严把整地栽植关。修复改造和采伐更新地块要及时清除采伐迹地内

伐根和枝桠，坚持先整地后造林，原则上要在秋季进行整地。清理回收的林地

要进行土壤消毒。要合理确定栽植株行距和造林密度，造林密度应满足《造林

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规定的最低初植密度要求。要全部实行抗旱坐

水造林，积极采用抗旱造林技术，确保一次造林一次成活。农田防护林修复完

善工程当年造林成活率和三年保存率均不低于 90%。  



   （六）落实抚育管护责任。造林后必须及时抚育，抚育年限不低于 3年，

阔叶树种造林后抚育一般为 3年 5次，针叶树种及混交林造林后抚育一般为 5

年 7次。对当年和抚育后造林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的，要及时补植补造，补植

的苗木必须使用同龄同品种苗木。要建立健全责权利统一的管护机制，对国

有、集体和个人林带，区分不同情况，采取集中管护、个人承包和联防联护等

方式，明确管护范围，落实管护责任，防止新造林地遭到破坏。要严厉打击破

坏幼苗幼树、毁林复耕等违法行为，加大林业有害生物、森林火灾防控力度，

巩固农田防护林建设成果。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将防护林体系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承担主体责任，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林草部门负责规划设计、项目协调、技术指导、检查验收；发展改

革部门负责协调争取农田防护林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财政部门负责农田防护

林资金筹措和项目统筹；交通运输、铁路、水利部门负责完善提升公路、铁

路、水利用地范围内绿化；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用地协调、

监督；审计部门负责对项目的建设情况以及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情况实施

审计监督。建立“省指挥、市统筹、县实施”的工作责任机制，将防护林体系

建设任务纳入省政府对各部门及市（州）政府林草建设目标管理考核范围。  

   （二）加大造林用地清理力度。对擅自改变农田防护林带用途的林业用

地，市、县两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部清理核查，依法

造林。要加大公路、铁路、重要河流用地范围内绿化用地清收力度，加快公

路、铁路、重要河流防护林带恢复新建步伐。要明确权属，按照“谁造林、谁

管护、谁受益”的原则，落实造林抚育和管护责任。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对恢复新建和修复改造的防护林带，凡是符合国

家三北工程和退化防护林修复规定的，都要积极争取纳入国家投资计划，优先

利用国家资金，省级予以适当资金补助。为确保造林成效，在造林第一年拨付

栽植成本补助资金，其余补助资金采取绩效考核方式，三年后按造林保存成效

实行奖补。对绿色通道建设鼓励探索多种模式，实行“谁建设、谁管理、谁受

益”的管理机制，调动全社会参与防护林体系建设积极性。对成过熟防护林带

更新造林，按照“谁采伐、谁更新”的原则，明确责任，按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任务。要强化工程资金监管，严禁侵占、挪用，保证专款专用，取得实效。  

   （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建立防护林体系管护长效机制，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原则完善管护机制，建设管护基础设施，组建管

护队伍，确保管护资金，延长管护期限，管护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5年。坚持不

建“无主防护林带”，推行专业队伍管护、承包管护和家庭管护等灵活多样的

管护模式，提升管护水平和管护效果。  

  附件： 1.吉林省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任务表  

      2.吉林省主要公路、铁路及河流分布表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103/W020210316515274150922.pdf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103/W0202103165152741630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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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吉林省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任务表

统计单位

农田防护林修复完善任务 （亩）
合计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合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合计 ７７５７８１ ２７１３５７ １３９９５４ ３６４４７０ ２４８９６８ ８０７９８ ４６６５０ １２１５２０ ２６３４２０ ９５２５０ ４６６５０ １２１５２０ ２６３３９３ ９５３０９ ４６６５４ １２１４３０
长春市 ２６２５１３ ７６０５０ ４４９０５ １４１５５８ ８４６８９ ２２５０９ １４９８０ ４７２００ ８８９３０ ２６７５０ １４９８０ ４７２００ ８８８９４ ２６７９１ １４９４５ ４７１５８

经济开发区 ２８５ ６９ １２ ２０４ ９０ ２０ ７０ ９０ ２０ ７０ １０５ ２９ １２ ６４
净月区 ２４２２ ２１０ ２６７ １９４５ ８１０ ７０ ９０ ６５０ ８１０ ７０ ９０ ６５０ ８０２ ７０ ８７ ６４５
莲花山 ５６６ ９２ １３２ ３４２ １８０ ３０ ４０ １１０ １８０ ３０ ４０ １１０ ２０６ ３２ ５２ １２２

汽车开发区 １３３４ ５１８ ５２ ７６４ ４４０ １７０ ２０ ２５０ ４４０ １７０ ２０ ２５０ ４５４ １７８ １２ ２６４
长春新区 ３３７９ ８１６ ３１８ ２２４５ １１３０ ２７０ １１０ ７５０ １１３０ ２７０ １１０ ７５０ １１１９ ２７６ ９８ ７４５

南关区 ３９７ １４７ ２４ ２２６ １４０ ５０ １０ ８０ １４０ ５０ １０ ８０ １１７ ４７ ４ ６６
宽城区 １８１９ ４９６ １１２ １２１１ ６１０ １７０ ４０ ４００ ６１０ １７０ ４０ ４００ ５９９ １５６ ３２ ４１１
朝阳区 ３３６２ １１７８ ２００ １９８４ １１２０ ３９０ ７０ ６６０ １１２０ ３９０ ７０ ６６０ １１２２ ３９８ ６０ ６６４
二道区 ７０１ １５６ ９４ ４５１ ２３０ ５０ ３０ １５０ ２３０ ５０ ３０ １５０ ２４１ ５６ ３４ １５１
绿园区 ２８６４ １２８ ４３１ ２３０５ ９５０ ４０ １４０ ７７０ ９５０ ４０ １４０ ７７０ ９６４ ４８ １５１ ７６５
双阳区 ９９０３ ２３０１ ２０９３ ５５０９ ３３２９ ７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４０ ３３００ ７６０ ７００ １８４０ ３２７４ ７５２ ６９３ １８２９
九台区 １０５７３ １４６８ ２１５９ ６９４６ ３１８５ １４５ ７２０ ２３２０ ３７００ ６６０ ７２０ ２３２０ ３６８８ ６６３ ７１９ ２３０６
农安县 １０３６２８ ２４８６８ １５８３５ ６２９２５ ３５７８３ ９５２３ ５２８０ ２０９８０ ３３９４０ ７６８０ ５２８０ ２０９８０ ３３９０５ ７６６５ ５２７５ ２０９６５
榆树市 ５２６６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０９７７ ２３２４３ １５０６４ ３６５４ ３６６０ ７７５０ １８８００ ７３９０ ３６６０ ７７５０ １８８０３ ７４０３ ３６５７ ７７４３
德惠市 ３１０１０ ８２２６ ５１１６ １７６６８ ９７９３ ２１９３ １７１０ ５８９０ １０６１０ ３０１０ １７１０ ５８９０ １０６０７ ３０２３ １６９６ ５８８８

公主岭市 ３７６０３ １６９３０ ７０８３ １３５９０ １１８３５ ４９４５ ２３６０ ４５３０ １２８８０ ５９９０ ２３６０ ４５３０ １２８８８ ５９９５ ２３６３ ４５３０
四平市 ７２１２２ ４５１３４ ９９８８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９０６ １０９１６ ３３２０ ５６７０ ２６０９０ １７１００ ３３２０ ５６７０ ２６１２６ １７１１８ ３３４８ ５６６０
铁西区 ２５０７ ２１４２ ７１ ２９４ ５３９ ４１９ ２０ １００ ９８０ ８６０ ２０ １００ ９８８ ８６３ ３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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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单位

农田防护林修复完善任务 （亩）
合计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合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小计

缺失防
护林带

恢复
新建

退化防
护林带

修复
改造

成过熟
防护林带

采伐
更新

铁东区 １０９０ ７０２ １２７ ２６１ ３４０ ２１０ ４０ ９０ ３７０ ２４０ ４０ ９０ ３８０ ２５２ ４７ ８１
梨树县 ４２４９９ ２８６２９ ５３４４ ８５２６ １３６９３ ９０７３ １７８０ ２８４０ １４４００ ９７８０ １７８０ ２８４０ １４４０６ ９７７６ １７８４ ２８４６
伊通县 ７３２ ２３９ ４９３ ２４０ ８０ １６０ ２４０ ８０ １６０ ２５２ ７９ １７３
双辽市 ２５２９４ １３６６１ ４２０７ ７４２６ ５０９４ １２１４ １４００ ２４８０ １０１００ ６２２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８０ １０１００ ６２２７ １４０７ ２４６６
松原市 ２５８３２３ ７３８２２ ４４２７９ １４０２２２ ８７８２６ ２６３２６ １４７６０ ４６７４０ ８５２５０ ２３７５０ １４７６０ ４６７４０ ８５２４７ ２３７４６ １４７５９ ４６７４２
经开区 ３９０ ６７ ５６ ２６７ １３０ ２０ ２０ ９０ １３０ ２０ ２０ ９０ １３０ ２７ １６ ８７
哈达山 ３３６０ ７６４ ８４９ １７４７ １１１０ ２５０ ２８０ ５８０ １１１０ ２５０ ２８０ ５８０ １１４０ ２６４ ２８９ ５８７
宁江区 ８４５１ ２８６９ ３５２９ ２０５３ ２９８１ １１２１ １１８０ ６８０ ２７４０ ８８０ １１８０ ６８０ ２７３０ ８６８ １１６９ ６９３
前郭县 ３９４７４ １１８４５ １３１８２ １４４４７ １３００９ ３７９９ ４３９０ ４８２０ １３２４０ ４０３０ ４３９０ ４８２０ １３２２５ ４０１６ ４４０２ ４８０７
长岭县 ４５０９７ １９９５５ ４１６４ ２０９７８ １５０３０ ６６５０ １３９０ ６９９０ １５０３０ ６６５０ １３９０ ６９９０ １５０３７ ６６５５ １３８４ ６９９８
乾安县 ８８６５８ ２２６６７ ７０１２ ５８９７９ ３３５３６ １１５３６ ２３４０ １９６６０ ２７５７０ ５５７０ ２３４０ １９６６０ ２７５５２ ５５６１ ２３３２ １９６５９
扶余市 ７２８９３ １５６５５ １５４８７ ４１７５１ ２２０３０ ２９５０ ５１６０ １３９２０ ２５４３０ ６３５０ ５１６０ １３９２０ ２５４３３ ６３５５ ５１６７ １３９１１
白城市 １８２８２４ ７６３５２ ４０７８２ ６５６９０ ５６５４８ ２１０４８ １３５９０ ２１９１０ ６３１５０ ２７６５０ １３５９０ ２１９１０ ６３１２６ ２７６５４ １３６０２ ２１８７０
洮北区 １９０９７ ２４３６ ５５１４ １１１４７ ５９２６ ３６６ １８４０ ３７２０ ６５９０ １０３０ １８４０ ３７２０ ６５８１ １０４０ １８３４ ３７０７
镇赉县 ３７３８４ １８８１９ ９０６９ ９４９６ １３８５９ ７６６９ ３０２０ ３１７０ １１７７０ ５５８０ ３０２０ ３１７０ １１７５５ ５５７０ ３０２９ ３１５６
通榆县 ３４６８１ １２０８７ １２４３１ １０１６３ １０１８４ ２６５４ ４１４０ ３３９０ １２２４０ ４７１０ ４１４０ ３３９０ １２２５７ ４７２３ ４１５１ ３３８３
洮南市 ５８５１８ ３００３９ ９６５０ １８８２９ １６６３８ ７１３８ ３２２０ ６２８０ ２０９５０ １１４５０ ３２２０ ６２８０ ２０９３０ １１４５１ ３２１０ ６２６９
大安市 ３３１４４ １２９７１ ４１１８ １６０５５ ９９４１ ３２２１ １３７０ ５３５０ １１６００ ４８８０ １３７０ ５３５０ １１６０３ ４８７０ １３７８ 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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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吉林省主要公路、铁路及河流分布表

单　位
主要公路、铁路、河流

类　型 名　　　　称

长

春

市

朝阳区

二道区

宽城区

绿园区

南关区

九台区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长长高速、长春绕城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饶盖线

普通省道 长营高速乐山出口

普通铁路 长大线

重要河流 伊通河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珲乌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珲阿线

高（快）速铁路 长吉城际铁路

普通铁路 长图线、长烟线

重要河流 饮马河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珲乌高速、长春绕城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珲阿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滨线

重要河流 伊通河

高速公路 长深高速、长春绕城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珲阿线、龙东线

普通省道 长双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大线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长长高速

普通国道 龙东线、饶盖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

普通铁路 辽长线、长烟线

重要河流 饮马河、伊通河

高速公路 珲乌高速

普通国道 饶盖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其太线、九王线、长吉线

高（快）速铁路 长吉城际铁路

普通铁路 长滨线、长图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饮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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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主要公路、铁路、河流

类　型 名　　　　称

吉

林

市

四

平

市

德惠市

农安县

榆树市

公主岭市

昌邑区

船营区

丰满区

龙潭区

桦甸市

舒兰市

磐石市

永吉县

铁西区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其太线、九王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滨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

高速公路 珲乌高速

普通国道 珲阿线、龙东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其太线、珲阿线农安北连接线

高（快）速铁路 长白快速铁路

重要河流 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

高速公路 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五通线、黑大线

普通省道 舒陶线、舒陶线榆树市西匝道一、舒陶线榆树市西匝道四

普通铁路 榆舒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拉林河、卡岔河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长深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抚公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长双线、京抚线南崴子互通、京抚线公主岭大马
路（四平上、长春上）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大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小辽河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饮马河

重要河流 饮马河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集阿线、牙四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大线、平齐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条子河、招苏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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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主要公路、铁路、河流

类　型 名　　　　称

辽

源

市

铁东区

梨树县

伊通县

双辽市

龙山区

西安区

东丰县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集阿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四杨线、京抚集阿匝道二、集阿线四平叶赫匝道（一、二）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四梅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秦八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大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条子河、招苏台河

高速公路 伊开高速、长长高速

普通国道 抚公线、饶盖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烟辽线

普通铁路 辽长线

重要河流 伊通河

高速公路 大广高速、长深高速、集双高速、双嫩高速

普通国道 集阿线、嫩双线、绥沈线

普通省道 长双线

普通铁路 平齐线、大郑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西辽河

高速公路 伊开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集阿线、饶盖线

普通省道 烟辽线

普通铁路 辽丰线、四梅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

高速公路 伊辽高速、伊开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饶盖线

普通省道 烟辽线、饶盖辽源古仙立交桥匝道Ａ
普通铁路 辽长线、四梅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

高速公路 沈吉高速、营东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集阿线

普通省道
烟辽线、那小线、东丰营东高速连接线、集阿东丰青龙立
交桥匝道（Ａ、Ｂ、Ｃ、Ｄ）

普通铁路 四梅线

重要河流 伊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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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主要公路、铁路、河流

类　型 名　　　　称

白
山
市

松

原

市

东辽县

抚松县

靖宇县

宁江区

前郭县

乾安县

长岭县

扶余市

高速公路 伊开高速、营东高速、集双高速

普通国道 集阿线、饶盖线

普通省道 烟辽线

普通铁路 四梅线、辽丰线、辽长线

重要河流 东辽河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高速公路 大广高速、珲乌高速、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珲阿线、绥沈线、五通线

普通省道 松哈线

高（快）速铁路 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松陶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高速公路 大广高速、珲乌高速、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珲阿线、绥沈线、五通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九王线、其太线

高（快）速铁路 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长白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嫩江

高速公路 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五通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舍乾线

普通铁路 通让线、长西线

高速公路 大广高速、双嫩高速

普通国道 龙东线、嫩双线、绥沈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经济圈、其太线、前太线

普通铁路 平齐线

高速公路 京哈高速、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京抚线、五通线

普通省道 舒陶线、松哈线

高（快）速铁路 哈大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松陶线、陶榆线、长滨线

重要河流 松花江、拉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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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主要公路、铁路、河流

类　型 名　　　　称

白

城

市

延
边
州

洮北区

洮南市

通榆县

镇赉县

大安市

敦化市

安图县

高速公路 珲乌高速、白洮高速、双嫩高速

普通国道 珲阿线、嫩双线

普通省道 白城绕越线、扎突线

高（快）速铁路 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白阿线、平齐线

重要河流 洮儿河

高速公路 双嫩高速

普通国道 嫩双线

普通省道 洮向线、扎突线

普通铁路 长西线、平齐线

重要河流 洮儿河

高速公路 双嫩高速、铁科高速

普通国道 嫩双线、龙东线、五通线

普通省道 洮向线、安通线、通向线

普通铁路 通让线、平齐线

高速公路 双嫩高速

普通国道 嫩双线

普通省道 扎突线、齐大线、镇莫线

普通铁路 平齐线

重要河流 嫩江、洮儿河

高速公路 珲乌高速

普通国道 珲阿线、牙四线

普通省道 安通线、齐大线、舍乾线

高（快）速铁路 长白快速铁路

普通铁路 通让线

重要河流 嫩江、洮儿河

重要河流 松花江

重要河流 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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