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泓清泉暖一泓清泉暖 十里稻花香十里稻花香
——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

抗联星火抗联星火 生态新村生态新村
——磐石市烟筒山镇官马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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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花渔火灯花渔火 传统村落传统村落
——蛟河市漂河镇富江村

东北特色东北特色 寻梦名峰寻梦名峰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新开河村

雾凇仙境雾凇仙境 满族雪乡满族雪乡
——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韩屯村

山水田园梦山水田园梦 逸乐桃花源逸乐桃花源
——丰满区江南乡孟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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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十大“诗意乡村”集中亮相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冯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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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稻谷泛黄，果实飘香，吉林

市迎来旅游高峰期。当此之际，走进各具

特色的村落，品尝味美鲜香的农家菜，采摘

新鲜饱满的果实，流连在姹紫嫣红的花海，

居住在干净整洁的民宿，感受和谐淳朴的

民风，一种清爽宜人的诗意油然而生。

走进乡村，街道平坦整洁，两旁是一排

排黛瓦粉壁的砖墙，院里是一栋栋金瓦白

墙的别墅。“住着舒坦，吃着健康，环境也

好，现在大家的日子，连城里人都羡慕呢！”

富江村村民江文贵说。

在城市生活久了，许多人很想远离城

市的喧嚣与繁忙，去乡间山野寻一处宁静

幽雅的地方，找一个天气晴好的周末，或带

着家属，或约上朋友，去到乡下，享受慢生

活。

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近年来，吉

林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努力

打造点面结合的样板村和示范带，从人居

环境整治到乡村旅游建设，串点成线，由线

带面，美丽宜居的乡村画卷在青山绿水间

渐次铺开。

不久前，在吉林市举办的“印象江城”

文旅产业推介活动发布会上，十大“诗意乡

村”集中亮相。所以称之为“诗意乡村”，是

因为这些乡村有着诗情画意般的美好，有

能让人记得住乡愁的印记。在十大“诗意

乡村”里，有传统也有现代，有美景也有美

食，有“颜值”更有“气质”。从一处美到处

处美，十大吉林市“诗意乡村”正在把这种

诗意广泛传递到更加广袤的农村大地，让

繁花开遍沃土山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在这美丽乡村驻足流连。

8月末，在永吉县北大湖镇草庙子村，

孙家果园的果实已经成熟。来自吉林市的

游客于女士手里拎着筐，正在采摘金红苹

果、榛子等果实。她说，“以前只在干果店看

过熟榛子，也喝过现磨的榛果咖啡。现在能

亲手从树上采摘，现场品尝生鲜榛子，感觉

非常好，也长了见识，这样的乡村游太适合

城市居民啦！”

孙家果园的主人说，果园有两垧多地，

3000多棵果树，主要是金红苹果、开久、龙

丰、鸡心果和新平。

据介绍，草庙子村种植果树由来已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的金红苹果就

凭着独特口味闻名大江南北。草庙子村核

心区域毗邻北大湖滑雪场，近年来雪场发展

势头迅猛，直接辐射带动了周边旅游产业，

林果小镇得以快速发展。

近年来，在镇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

草庙子村大力发展林果业。“林”主要是指苗

木产业，“果”指榛子和果品产业。目前，村

里除了果品，还有花卉苗木、红松果林和榛

树种植、蓝莓种植、中草药种植和柞蚕养殖

等多个项目。

2022年，北大湖镇着力建设草庙子村

和桄子沟村的休闲采摘项目，通过旅游、餐

饮、购物等，加快物流和商贸业的发展，因地

制宜发展“互联网+”经济，在发展观光旅游

业的同时，实现了特色产品网络化营销。

红果漫岭红果漫岭 饱榛盈川饱榛盈川
——永吉县北大湖镇草庙子村

走进舒兰市天德乡三梁村，眼前是青砖黛瓦、

道路整洁、树木成行，凉爽的秋风中夹杂着稻香、

豆香和酒香，丰收的味道沁人心脾。

“前些年，我们成立了舒兰市第一家集有机杂

粮种植、加工、销售、笨榨豆油、自酿纯粮高粱酒和

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种植生产专业合作社——三稻

粱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三梁村党支部书记李

林森介绍说，合作社种植谷子、黑豆、高粱以及各

种杂粮杂豆，再通过精选深加工，生产出有机绿色

小米、笨榨大豆油、黑豆油、高粱酒等优质农产品，

让游客通过参观现代农事生产，参与农事活动，体

验有机绿色种植过程，享受纯绿色有机食品。

在三梁村酒窖，沿用古法酿造的“三稻粱”高

粱酒浓香醇厚，扑鼻而来。一个个酒坛整齐排列，

每个坛子上都扎紧了红布，看着甚为壮观。其中

很多酒坛上贴着认领标签，在保持16℃-18℃恒温

的酒窖中静静沉香。李林森说：“三稻粱高粱酒远

近闻名，很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有些客户还把买

下的酒寄存在这里。”

近年来，三梁村全力打造三稻粱农事风情

园，建设了观赏荷花池、亲子教育基地、观光栈

道垂钓园、生态果园采摘园、有机绿色种植采摘

园、休闲民宿农家院等项目。他们要利用传统

农耕文化、酒文化、特色餐饮、特色民宿，做到有

美景、有产业。“我们重视弘扬传统农耕文化、重

塑传统农耕过程，让游客通过参与农事活动、有

机绿色瓜果采摘、休闲垂钓和住安静民宿等，忘

却城市的喧闹，体验别样的乡村旅游文化。”李

林森说。

古韵窖藏古韵窖藏 醉美三梁醉美三梁
——舒兰市天德乡三梁村

8月中旬，记者从市区出发，驱车20多分钟，

来到了船营区大绥河镇小绥河村。在万庆李子采

摘园内，记者看到不少游客正穿梭于李子树间，采

摘拍照，乐在其中。

漫步于采摘园，只见形态饱满圆润的李子挂

满枝头，微风扑来，弥漫着淡淡的果香，一派丰收

的景象。

小绥河叫得最响是金黄李子，当地俗称“小黄

干核儿”，其口味酸甜，略微带涩，远近闻名。

目前，小绥河村种植李子树1500多亩，年收入

700万元，村民年人均增收5100元。2017年，小绥

河“金黄李子”还被评为吉林地区区域品牌。

“我去年就来这里采摘过。这儿的李子真是

一绝，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味道。今天趁着周末休

息，和家人、朋友过来采摘，晚上就住在柒月民

宿，放松一下心情，挺好。”来自辽宁的游客高嘉

璐说。

记者来到高嘉璐说的柒月民宿，欧式风格的

几何木屋群便进入了视野，花园般的庭院温馨雅

致，有孩子们在其中奔跑，追逐飞舞的蝴蝶。柒月

民宿总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所有的房间设计风格

都不一样，有北欧风、韩式风、禅意风和瑞士木屋

风，可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休闲娱乐区由三

个露天开放的小院组成，包括综合餐厅、演唱吧、

茶室、室外烧烤广场、汽车影院、室外酒吧、钓鱼

池等多个游玩地。在院子里，大家带着醉意欢

笑，尽享烧烤美食，依着芳草，望着星空，感受自

然的拥抱。

“小绥河村自然资源丰富，包含三旺山和两个

水库，搭配上设施不断升级的吉雪滑雪场、柒月民

宿，堪称城市近郊的旅游胜地，年游客量可达14万

余人次。”据大绥河镇相关负责人讲，下一步，小绥

河村将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冰雪田园综合体，与吉

雪滑雪场形成区位联动。他们还要利用三旺山的

自然优势，进一步挖掘潜能，在山脚打造康养运动

公园，丰富旅游项目。目前，小绥河村已成为新农

村建设省级美丽乡村、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李子之乡李子之乡 休闲之地休闲之地
——船营区大绥河镇小绥河村

今年夏天，记者再次走进大荒地村，探访这里的生态农业

观光企业——东福米业。在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特色产品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幅古代农耕图，图画将古代农民

辛苦劳作的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对比企业现代化的生产车

间和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不禁感慨农业科技发展之快。

大荒地村总人口为3890人，共有耕地700公顷。2010年，

大荒地村与东福集团实行村企合作，成立了村级党委，于当年

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了村容村貌，净化了村风民

风。

村企共建以来，大荒地村陆续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建设了

就地集中居住区，引导农民转型为产业工人，开始了“上楼不失

地、离土不离乡”的新生活。现在，村里以种植绿色、有机水稻

为主，农产品加工业为辅，实现了生态农业和观光旅游业并举、

一二三产融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大荒地村着力发挥

三产融合发展的领军企业和孤店子现代农业先导区的带动作

用，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为抓手，打造孤店子镇现代田园综

合体，为乡村旅游、产业兴旺提供有力支撑。

春看禾苗连天碧，夏赏稻香沁心脾，秋尝新米鱼蟹鲜，冬享

温泉映雪情。昔日大荒地，如今大粮仓。全体村民享受着美好

的乡村田园生活，信心满怀的向往着更加美好、殷实的未来!

走进磐石市烟筒山镇官马新村，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脚下清浅的小溪和路边昂然挺立的树木交相辉映，鳞次栉

比的民居与整洁宽敞的道路相得益彰，村道上三三两两的村民

正在悠闲地散步，构成了一幅祥和的“磐石山居图”。

近年来，官马新村党支部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村企共建

工作为契机，与官马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结成对子，

将旅游产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全面打造农旅融合的新样板。

官马新村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曾是抗日

战争时期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

团和少年营驻地所在地，是杨靖宇将军设立临时指挥所、同日

伪军进行数次战斗的地方。“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要了解红色

文化中的峥嵘岁月，在红色地标中向革命先辈致敬。”官马新村

负责人说。

“来到官马新村，一定不能错过官马溶洞。”大约形成于3

亿年前的官马溶洞，是吉林省内唯一的大型喀斯特熔岩溶洞，

内有石乳、石笋、奶石花、石葡萄、石瀑等瑰丽奇观。洞外建有

奇石广场、奇石馆、千古绝唱——唐诗宋词书法碑林等人文景

观，还有别墅、蒙古包等配套设施。

如今，官马新村依托官马溶洞天然景观和杨靖宇将军抗联

遗址的“红色”文化优势，建设集红色旅游纪念地、冰雪文化、民

俗文化、体验式农家乐、采摘、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区。

游客们玩得累了，走进一家东北特色民宿，不仅可以品尝制作

东北美食，还可以体验东北民俗，感受浓浓的东北风情。

高耸的屋脊，淡黄的瓦片，洁白的栏杆，

木质的栈道……近日，记者走进有着浓浓异

域风格的“俄式风情小镇”——舒兰市小城

镇南阳屯，伴随着悠扬的俄罗斯民歌，放眼

望去，一座座精美的乡间别墅仿佛从童话中

走出来；道路两侧一个个身披彩绘的套娃，

指引着游人深入村庄一探究竟。

南阳屯依山傍水，民风淳朴，高大的尖

顶建筑和雕花的阳台围栏是这里的特色。

来到“门捷列夫庄园”，3层洋楼外墙上绘制

着门捷列夫画像和化学元素周期表。主人

李茂英告诉记者：“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村

民，11年前去俄罗斯做服装生意。2020年

回家投资200万元，将自家住房改建成300

平方米、一次性接待60人就餐和40人住宿

的俄式庄园。我建这个庄园，一方面是回家

养老，住得舒心，另一方面也是响应政府号

召，回报家乡父老。”

继续向前走去，就到了“普希金庄园”，

美味的俄餐也是这里不可错过的美食。在

这里，记者看到，手抓饭、俄式沙拉、烤大串

等俄式美食应有尽有。去年从俄罗斯留学

归来的游客王锋说，这里的烤大串是他的最

爱。“我是从长春过来的。这里的美食很正

宗，建筑风格也很独特，在这里味觉与视觉

得到了双重满足，而且不用出国，就可以感

受到纯正的俄罗斯风情。我以后会经常和

朋友来玩。”

小城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南

阳屯几乎家家有人在俄经商。依托这一独

特的人文资源，舒兰市确定了‘吉林俄式冰

韵小镇·舒兰南阳’的品牌发展定位，将冰韵

特色与俄罗斯风情有机结合，打造集冰雪旅

游、文化展示、乡村观光、休闲度假、户外运

动等功能为一体的俄罗斯风情小镇。”

当您沿着榆江公路自驾来到富江村，映入

您眼帘的便是一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的画卷。8月29日，恰逢星期天，记者驱车近两

个小时，来到富江村，看到闻名周边的花海正姹

紫嫣红、争奇斗艳；放眼望去，一片一片嫣红嫣

红的三色苋，点绛流丹，像火焰、似红霞；还有那

些五彩缤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把山坡装点得

如锦似画。在花海景区，一位姓杜的游客和从

外地赶来的朋友正在拍照。他说，这里的花品

种多，他认识的品种就有百日菊、千日红、万寿

菊、雁来红、金光菊、鸡冠花等等。而且山地花海

和松花湖毗邻，有种山海相连的感觉，拍出来的

照片也很美。

据村民讲，这个村子临松花湖，渔业资源丰

富，被视为吉祥定居之地，故起名“富江”。

近年来，富江村在漂河镇党委和上级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依托青山绿水的生态优势和日益完

善的基础设施，传承古色，践行绿色，展现景色，

走出了一条集“农业—花海—传统文化—精品民

宿”于一体的综合发展之路，旅游产业实现了“春

吃鱼、夏赏花、秋放灯、冬戏雪”的四季旅游全覆

盖，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江样板”。

花海旅游项目2016年正式对外营业后，每

年接待游客5万余人，旅游直接收入150万元，

带动村集体收入 30 万元，村民人均增收 4000

余元。2016年，富江村被国家七部委评为第四

批中国传统村落，同年获评吉林省吉地吉品

“十佳乡村”；富江花海获批全国“公司+农户”

旅游扶贫示范项目。2017 年被中国旅游总评

榜评为年度“人气美丽乡村”。2020 年富江村

又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去年，富江村

成立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功打造的冰雪

旅游项目，刚刚入围吉林省冰雪资源普查四级

数据库，成为吉林省24家入围单位之一。

远看，屋顶遍布太阳能的现代房舍错落于青山田畴之间；近

观，宽敞平坦的乡村道路，青砖白墙整齐划一的农家庭院，还有栩

栩如生的农民画，点缀于村民院落的围墙之上。这里便是桦甸市

八道河子镇新开河村。

新开河村依山傍水，交通便利，这几年积极发展乡村游、生态游，

将“美丽”化作生产力。“我们依托肇大鸡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慢谷、

名峰生态度假村、枫雪部落等乡村旅游景区，结合自然生态优势，打造

了乡村旅游产业。”桦甸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王智臣告诉记者。

“除了结合自然生态优势，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也是新开河

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另一举措。”驻足新开河村的田野、道旁，放眼望

去，一栋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成方连片，排列整齐。棚内种植的

草莓、大叶芹等，一年四季都引来众多游客采摘、购买。新开河村

结合新农村建设，不断壮大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苗木基地、棚膜

蔬菜的规模，打造独具农家特色的养生小镇。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冰雪文化、女真文化为依托的枫雪

部落，集研学游、生态游、采摘游为一体的名峰生态度假村，还有肇

大鸡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徒步游、森林慢谷慢生活体验休闲游等项

目。我们凭借着众多极具东北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现每年

接待游客量达30余万人次。”王智臣介绍，今年他们还将新建游客

服务中心，预计于9月末竣工并投入使用，并将陆续建设豆制品厂、

森林防护教育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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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走进乌拉街，来到因“雾凇岛”闻名遐迩的韩屯，品尝这里

的地道鱼餐、乌拉传统满族火锅，同时，从美味里感受这浓郁的少数民

族风情。

据了解，韩屯村成屯于清顺治十四年，村落位于乌拉街满族镇北6公

里处，辖区面积3.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岸两个半岛上，共有耕地350公

顷，总人口1366人，366户，其中85%人口为满族。作为满族聚集地，韩屯

村积淀了厚重的满族文化，萨满祭祀、鹰猎渔猎、满族餐饮、满族体育娱乐

等习俗被完整传承下来。

碧水寒江夜雾升，松柳悄然凝霜花；水鸟晨飞唤游人，踏雪漫步赏树

挂……在这初秋时节，许多人就已期待着冬日里那银装素裹的自然奇观。

乌拉街韩屯村是吉林雾凇的最佳观赏区。松花江绕乌拉街北流，江

中有众多的岛屿。每到数九隆冬，至此未冻的松花江段水雾飘渺，造就了

满镇的玉树琼花，江中小岛更是幻化成晶莹的仙境，疑是天上人间。其

中，最奇美的景观就在韩屯村的雾凇岛。

雾凇岛的雾凇以其产生概率之高、雾凇之浓、景观之美而堪称“吉林

雾凇”之最。有人称这里的雾凇与长白山、黑龙江“雪乡”构成了东北冰雪

旅游的“白金三角”。2015年，韩屯雾凇岛获评国家3A级景区。

8月30日，星期一，在孟家村的闫

家大院，几乎座无虚席，很多周边游客

提前几天就定好了位置，只为来这儿

一饱口福。

老板闫宝江说，因为疫情原因，来

这里的多为本地或周边游客。生意之

所以比较火爆，还是因为农家乐走的

是实惠的路线，深受大家欢迎。这里

农家菜的肉品都来自家养的黑猪，山

野菜和蘑菇也是就近采摘的，都让人

吃得放心。

在另一家“农家乐”——亨隆源

鱼头饭店，老板宋囿佶也说，饭店成

立至今20多年了，靠的是好口碑。饭

店之所以让人信赖，是因为自己的经

商理念是以诚为本，食材都使用真材

实料，而且院子里种的水果免费摘着

吃，自己家摊的煎饼等都能让顾客放

心。

据了解，孟家村毗邻国家4A级风

景名胜区松花湖和朱雀山、五家山等

旅游胜地。全村多数民房依山借势而

建。改革开放以来，青山回护、绿水萦

前、禀赋自然大美的孟家村以旅游业

为引领，不断提质升级，现已成为享誉

省内外的休闲旅游度假村。

在孟家村，春天可以踏青，吃山野

菜、小笨鸡、开江鱼；夏天可以游泳，划

船，垂钓，品松花湖“三花一岛”四大名

鱼；秋天可以登山，看红叶，采蘑菇，野

外露天烧烤，烤苞米，烤全羊；冬季可

以滑雪，赏雾凇，吃美味的年猪烩菜。

如今，孟家村的旅游四季有项目，节节

有看点，已经成为以传承和创新松花

江鱼宴为主的乡村旅游坐标地。

目前，孟家村休闲农业点已达98

家，其中规模以上32家；全村年接待游

客130万人次，休闲农业收入为1.2亿

元，村民人均收入3万元，年上缴税收

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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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昌邑区东福米业公司内的北方农业博物馆

蛟河市的富江花海比邻美丽的松花湖 姜岸松 摄

龙潭区乌拉街韩屯村的民俗文化活动

航拍舒兰市三梁村

小绥河村的柒月民宿

鸟瞰官马新村

南阳屯俄罗斯风情小镇内的特色建筑

新开河村一隅

位于孟家村的五家山景区

永吉县北大湖镇举办的林果小镇采摘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