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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乡村织锦绣，沃野田园入画来。

探访辉南，宛若世外桃源的秀美乡村气

韵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农家小院有如园林、

宽敞道路平坦整洁、墙壁彩绘生动有趣、美

丽乡村山水萦绕……村民笑脸溢满幸福。

擦亮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辉南县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推进乡

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按照“干则一流，出则精

品”的工作理念，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全省千村示范工作相结合，聚力打造美丽乡

村精品样板，持续推动村庄从干净整洁向美

丽宜居提档升级。

“村里的变化真大啊！”如今，辉南县农

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如石投水，激活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迸发出美丽乡村宜居宜业宜

游的生机与活力，让人向往。

蝶变展新颜
美丽乡村绽放幸福之花

秋日午后，走进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

碧空如洗，步步皆景。笔直的街路两旁，屋

舍俨然、流水清澈，风格独特的亭台、座椅、

路灯随处可见，村净、景美、民富、宜居的乡

村新画卷跃然眼前。

“俺们农村可大不一样喽！你看，家家

户户干净整洁，家门口就像小花园似的。眼

瞅着村里一天比一天美，我们觉得这日子又

幸福、又有盼头!”得知记者前来采访人居环

境整治，金川村村民吕建南和邻居们争相说

起村里的变化。

吕建南朴实的话语，是对金川村环境变

化的真切感受,也是辉南县积极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真实写

照。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直接关系人民幸福生活。

近年来，从干净整洁到美丽宜居，辉南

县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县城

为中心、以乡镇周边和干线公路为辐射，将

公路沿线、旅游环线村庄作为亮点，对村庄

实施微改造、精提升，共打造县级精品示范

屯62个、创建省级示范村32个。

坚持“屯子、院子、园子、屋子”整体打

造，辉南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制定精品屯

创建标准，确保每个精品屯、每处亮点节点

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完成。

建设过程中，结合村屯实际，对面积较

大的闲置土地平整利用，打造小游园、健身

广场和休闲步道，为百姓提供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与此同时，整合资源，将精品屯建设与

产业发展相融合，培育壮大农业观光产业，

打造村民旅游观光“后花园”。

从顶层设计上推动美丽乡村“颜值”“气

质”兼修，金川镇永丰村、龙湾村被评为省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川镇金川村入选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庆阳镇玉恒村被评为全国文

明村；朝阳镇向阳村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样子哨镇、庆阳镇被评为省级

特色产业小镇，金川镇入选首批全国特色产

业小镇。辉南县被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水墨染山乡
绿水长廊绘出秀美画卷

建设生态魅力辉南，推进万里绿水长廊

建设，辉南县因地制宜，打造一系列精品乡

村型微长廊，助力生态之变，扮靓乡村之美，

提升百姓幸福之感。

来到石道河镇西南岔村韩家街屯，“红+

绿”微长廊成为乡村蝶变写照。村民王海全

告诉记者：“这里小桥流水，景致优美，大伙

儿闲来无事最喜欢到这聊天、休息。”

据了解，韩家街屯微长廊项目以改善水

环境、修复水生态为目标，由三个过去堆满

垃圾和污水乱流的泡塘进行改造修建而成，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红色资源，构建“红+

绿”产业发展模式，打造红色生态旅游。

微长廊内，投资600余万元的石道河抗

联纪念馆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有纪

念馆主体、电商体验中心、花海、水塘等，现

已正式纳入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现场教学

点。

“以旅促农”，金川镇西夹荒让绿水微长

廊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西夹荒绿水微长廊坐落于国家级森林

公园龙湾景区附近，优质的自然资源、独特

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西夹荒别具一格的风光。

走进其中，山环水抱、曲径通幽，从上游

神龟湖瀑布一路延伸至造型别致的葫芦水

系，水雾萦绕，犹如仙境；水系两岸，富有关

东风情的民宿散落在别致的小院内，原乡风

情，意境十足。

目前，微长廊周边打造的集观光、住宿、

餐饮、露营等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年接待游

客26万人次，带动就业150户。

秋季里的太平沟村，层林尽染、山河壮

美。村庄里“镶嵌”的山水影壁，在灰瓦白墙

上绘制出一幅幅水墨丹青；长廊内，溪水潺

潺，成为村民出门就能看到的风景。

提升人居环境，擦亮乡村振兴底色，太

平沟村微长廊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对照

中国美丽乡村创建标准，由点到面、由里到

外，全面提升村庄“颜值”。

如今，依托万里绿水长廊建设，辉南县

打造出一批“高颜值”的水美乡村，生态魅力

乡村令人惊叹。

善治满目新
内外兼修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

在石道河镇大北岔村，因人居环境整治

“动”起来，村里家家户户忙不停，村容村貌

“靓”新颜。

“现在咱农村的条件好了，搞环境整治，

也是为了让咱住得更舒坦，必须举双手赞

成！”虽已年过古稀，但大北岔村村民王喜生

收拾起自家院子劲头十足，院子里各类物件

摆放有序。

外靓乡村“颜值”，内提村落“气质”。年

初以来，确保美丽乡村常治久净，辉南县紧

紧围绕“清、拆、改、建、督”五方面，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为主线，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和千村示范创建为载体，深入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再掀人居环境整治新高潮。

清脏治乱，改善乡村环境，辉南县采取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全域推进”

措施，开展清脏治乱大会战，实施垃圾分类

工程，彻底解决农村多年来形成的垃圾乱堆

乱倒、前清后倒等问题。

拆旧立新，提升村容村貌，辉南县按照

“无规划不动土、无设计不开工、未清拆不建

设”的原则，开展拆旧立新、拆旧立景行动，

将“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拆违、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贯穿清、拆、建全过程。

把改善乡村环境与培育文明乡风有机

结合，引导村民实现从“园子、院子、屋子”到

“脑子”的全面转变。设立党员先锋岗，积极

打造党员示范街、示范户，帮助有困难的农

户改庭院、净环境，带动全村讲文明、树新

风。建立激励机制，以兑现“小补助、小关

爱、小产业、小积分”的方式，撬动大建设、大

参与、大民生、大治理，带动村民加大投入。

结合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

成立巾帼美家超市，通过评比积分兑换家庭

生活用品的方式，激发村民积极性。

建强机制，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坚

持治管结合、建管并举，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组织县级领导带

队域外学、乡镇干部横向交流学、村社农户

对比赶超学，定期开展“亮”“晒”比拼，推动

人居环境整治形成比学赶超、争创一流局

面。

“我们农户按期进行卫生评比。我觉得

环境好了，心情也舒畅，相信跟着乡村振兴

的发展步伐，咱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好。”从参

与者成为受益者，朝阳镇兴德村村民伏忠亮

打心眼儿里高兴。

如今，漫步辉南，诗意乡村无处不在，善

美乐居跃然眼前，农村人居环境从干净整洁

向美丽宜居跨越升级，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

美画卷。

喜看沃野气象新
—— 辉 南 县 农 业 产 业 与 人 居 环 境 同 步 推 进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裴虹荐

苍翠满目的四方顶子，似飘摇绿带，置

身其中令人畅意抒怀；

清澈如镜的龙湾湖群，如碧玉翡翠，在

万丈霞光中绽放光彩。

走进辉南县，乡村小路蜿蜒平坦，将村

屯紧密相连；别致的农家院，房前屋后干净

整洁；路旁的鲜花绿树、美丽人家，与远山青

黛相映成辉；文化铸魂，村庄美丽……

近年来，辉南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实施农业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同步发

展，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写 在 前 面

辉南县既有长白山区丰富的特色产业资源，

又有长白山腹地县份所不具备的低山丘陵和火山

冲积平原的耕地资源。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和独特

的生态优势，使得绿色大米、山核桃、果蔬、林蛙、

大榛子、食用菌、中草药材和各类山珍等特产品质

上乘。

用“生态美”换“百姓富”，辉南县委、县政府孜

孜以求。全县上下着力健全农业产业支撑体系，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统筹推进生态、人才、产业振

兴，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兴旺。去年，全县特色产业

总产值实现16.3亿元。

绿色产业成“金字招牌”

用绿色生态哺育绿色产业，辉南县把绿色食

品的“金字招牌”越做越大。

辉南特产——绿优米远近闻名，现已纳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县具有绿色、有机认证

的辉南大米企业13家，产品认证30个。正在创建

的15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水稻）基地，已通过省级

初验。

在楼街乡长兴村，村民张伟告诉记者：“楼街

乡的水田土好、地块平整，用小椅山水库优质山

泉水灌溉，吃虫的黑鸭和花鸭散养在稻田，这样

产出的楼街大米品质很好，已经得到消费者的认

可。”

“劳动吃饭，科技致富”是胜利村种粮大户田

祥坚持的信条。这几年，凭着善于钻研和学习的

一股韧劲，他坚持高标准推进科技种田水平，不断

扩大生产规模，现在种植面积已达到10余公顷，年

收入13万余元。

好土好地是绿色食品产出的基石。大榛子、

食药用菌、特色果蔬等绿色产业也在这片沃土上

风生水起。

全县大榛子产业发展面积已经达到11000亩，

分别在辉发城镇、楼街乡、抚民镇、辉南镇、石道河

镇建立榛子示范基地 5个，基地总面积达 1000

亩。栽培的食用、药用菌种类有香菇、黑木耳、灵

芝等种类，全年总规模305万棒（袋）。同时，全县

去年果蔬总种植面积达41073.6亩，产量69878.5

吨，产值45822.48万元。

辉发城镇是大榛子种植大镇。近年来，镇上

成立合作社，实施榛子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产业化经营战略。“我起步的晚点，收入都有3

万多块，以后技术成熟了收入得翻番。”农户仲亮

新加入到合作社就有了收入，而且对未来信心十

足。

辉南镇立足实际谋发展，利用路边地域、交通

优势，点亮路边经济，为农民致富增收开辟出新路

子。

在辉南镇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被誉为“仙草”

的灵芝在城关村大棚内长出，村民赵中伟负责大

棚内栽种灵芝的日常管理。“当菌盖边缘的颜色由

白转红时，说明灵芝已成熟，可以采集孢子粉了。

灵芝成熟后，必须在每株灵芝上套一个接粉袋，这

样孢子粉就不会喷到外面去了。”提起这些“宝贝

疙瘩”赵中伟如数家珍。这座占地面积5亩的灵芝

种植基地，经济效益是传统农作物的3倍，去年收

入超15万元。

在样子哨镇太平沟村，绿色棚膜经济产业园

发展亦是蒸蒸日上。在新时代温室果蔬种植园区

里，有200亩大棚发展高端绿色果蔬。这里以生产

销售蓝莓、甜瓜、西瓜、等高端绿色生态果蔬为主，

平均每栋温室年产果菜2500公斤以上，每栋温室

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

林下经济成“创富窗口”

探索生态融合发展之路，辉南县逐步构建出

围绕生态的经济体系，打开了一条从绿水青山到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途。

辉南位于盛产人参的长白山系龙岗山脉西

麓，被誉为“中国的野山参之乡”，已有56年的林下

野山参栽培历史。

好生态、好底子带来了好产业。在吉林省龙

岗山生态特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冯麓颖

告诉记者，辉南县自然和人文条件极为丰富，让企

业从事人参种植、加工底气十足。

“企业目前12年以上参龄的林下参地达万余

亩，保守估计产值3亿元，并拥有人参流膏、固体饮

料、植物饮料等龙岗山特产产品100余种。”冯麓颖

说，将来企业将围绕人参和刺五加做好30项精深

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

如今的辉南，有了茂密山林的庇护，人参产业

日益蓬勃，形成“公司+协会+农户+基地”的产业化

生产经营新格局，开启了百姓创富窗口。

“抬参本就不易还得愁销路。”老参农冯彦曾

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公司和家庭牧场，野山参都有

公司收购分成，收入也翻了番，去年他挖出的野山

参卖了5万多元。

作为东北三宝的乌拉草也生长在辉南深山密

林中。“乌拉草是植物类中草药，有保暖、养脚、吸

汗、除臭的作用。辉南县乌拉草资源非常丰富，所

以我们把工厂落户到这儿，生产乌拉草鞋垫。”在

吉林省神草伟业乌拉草制品有限公司，企业创始

人赵强把事业放在了一根根乌拉草上。

辉南县作为“长白山林蛙之乡”，具有独特的

资源优势。截至今年5月，全县养殖林蛙户数为

213户，沟系数量191条，养殖森林面积近2万亩，

水面面积约580亩，主要分布在金川、石道河、样子

哨等乡镇。去年成蛙产量约133吨，从事林蛙养殖

人员630余人。

同时，辉南县山区居多，东南部山区野生资源

丰富，春季山野菜、夏秋季野生食用菌、秋季山核

桃及软枣猕猴桃、山葡萄等山野果的年山珍采集

量可达5000多吨。

肉牛养殖成“钱”景产业

肉牛养殖添“动力”，产业振兴有“钱景”。

在辉南镇双龙村双龙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粉碎打包后的秸秆整齐码放在仓库内，工作

人员正在给圈舍内的牛添加这些经过加工处理

的秸秆。负责人严方民告诉记者，实行“秸秆变

肉”工程后，不仅消耗了秸秆，还提高了经济效

益。

“我们现在有100多头牛，能消耗秸秆200来

吨。要在以前谁能想到，秸秆还能变成牛肉。”严方

民笑呵呵地说。

今年，辉南县全面推进肉牛养殖“秸秆变肉”

工程，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3.5万头。为提高政策

知晓率，由县畜牧总站、县饲料站负责线上肉牛养

殖、秸秆饲料化政策宣传以及肉牛养殖技术、秸秆

精细化加工、秸秆青黄贮等技术指导。目前，已开

展线上培训26次，共计培训3.5万余人次。

辉南镇双龙村、庆阳镇中央堡村党支部牵头

领办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肉牛养殖基地和

托牛所。采取统一建场、统一购牛、统一防疫、统

一饲料、统一保险“五统一”发展模式，为全县肉牛

养殖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工作中，辉南县积极利用杉松岗镇煤炭产区

资源转型关键期，全力打造成为牧业小镇。采

取托牛所寄养模式，在庆阳镇中央堡村、永庆村

通过两村合作方式使散养户退村

入区，实行统一防疫、统一保险、

统一饲养，将肉牛养

殖效益达到了最大

化。利用专项债包装

项目模式，实施乡村

振兴融合示范产业园

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孵化肉牛全产

业链。

计划总投资 3.8

亿元，强化秸秆资源化

利用。庆阳镇億春秋

家庭农场种植甜玉米1600亩，进行精深加工，将

玉米秸秆进行打包青贮销售给养牛户，通过肉牛

过腹转化，实行种养结合，最大限度提升农业生

产效益。

激活绿色潜能，赋能高质量发展。辉南县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将生态资源变成致富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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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养殖。

→乐享乡村生活。
乡村美如画。

←干净人家。

参乡富路参乡富路。。

→美丽庭院。

①香菇产业成富民“香饽饽”。

②幸福采摘。

③鲜花铺满幸福路。

←小桥流水
赛江南。

→乡村新景。

↓特色种植致富乡村。

→魅力西夹荒。棚膜生棚膜生““金金””。。

①①

②②

③③

农业特色产业

将绿水青山变成致富“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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