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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浓郁，阳光和煦。二道江区“百花齐放”的各色农

特产品迎来丰收。

走进鸭园镇四道江村“不老莓”有机种植基地，空气中

弥漫着阵阵醉人的果香，果树上缀满了一串串紫里透红的

“不老莓”，人们在采摘的忙碌中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当时怀揣着回乡创业的热情，在村里的帮助下，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发展种植，村民获得土地租金，并在农闲时

参与到‘不老莓’种植生产中。”佳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家军介绍说：“‘不老莓’学名黑果花楸，是继蓝莓之后

又一个新崛起的浆果品种，市场认知度越来越高，我们采用

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不用化学激素、转基因等非自然物

质的生态农耕模式种植的黑果腺肋花楸，保证了产品的绿

色环保和品质。初加工可制成果脯、果粉、果糖，深加工可

制成‘不老莓’饮料、花楸酒，并通过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销

售，市场前景广阔。”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加稳健。这些

“不老莓”每亩收益可达3000元。经过7年的培植，这片种

植基地已进入丰果期，现种植面积110亩，年产量达30余

吨。

菌种“赤”发展，致富“金”项目。“你看，这是用咱自己培

育的菌种种出的赤松茸，长得还不错呢。”一直在河南从事

食用菌技术推广的张惠新，在二道江区鼓励在外乡贤回乡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动员下，带着30年的食用菌技

术经验和返乡创业的热忱，回到鸭园镇二道沟村追寻自己

的食用菌事业。

“赤松茸菌种培植以秸秆等农作物肥料为基床，现在每

亩菌种可以消耗6吨左右的秸秆，能够实现绿色生态和经

济的双赢。”张惠新自豪地说，菌种培植利用秸秆发酵技术，

将秸秆经过真菌分解作为真菌肥料，为土壤提供有机质，不

仅保护环境，还能推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如今，张惠新的公司向全国各地提供种植6000余亩赤

松茸的菌种，转化农作物秸秆约7200万吨，带动本地20多

人就业，计划未来1年到5年内，扩大本地种植面积500亩

至1000亩，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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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发其华，秋收其实。
当金秋的微风拂过广袤的田野，稻浪滚滚，谷香阵

阵。随着农历秋分临近，一个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
日——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正像农村俗语所说，三
春不如一秋忙，这个属于农民的节日，承载着丰收的喜
悦和希望，凝结着劳动的付出与收获，展示着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在通化的沃野田畴间，叠翠流金，岁稔年丰，尽是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景象。稻田泛着金黄的光芒，如
海洋般随风起伏、熠熠生辉，集安人参、白桃；辉南水
稻、大榛子、香菇；柳河稻米、软枣猕猴桃；通化县中草
药、西江稻米；东昌区食用菌、花卉、山野菜；二道江区
林特山珍等各种农产品争相成熟，为收获的季节增添
了无尽的色彩。

这份丰厚的收获背后，是广大农民躬身稼穑，在春
种、夏耕、秋收、冬藏四季轮回中，无数个日夜辛勤付出

的结晶，是通化市委、市政府砥砺奋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

看丰景、说丰年、庆丰收……
在这个喜庆的时节里，可以惊喜地看到：通化市农

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产销
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挥带动
作用，推动农业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
农业电子商务兴起，线上平台为农产品销售开拓了广
阔市场；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不仅提升了农业产业效
益，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鼓起了农民的“钱
袋子”。

礼赞丰收，唱响幸福欢歌，通化市农业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庆丰收、促和美。金秋通化，广袤沃野正奏出秋收
“交响曲”，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丰收之歌。

时至初秋，鸭绿江畔丰收忙，集安迎来最美丰收季。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时节，青石镇5000多亩葡萄采摘

上市。走进青石镇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果实饱

满，色泽诱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串”起了村

民的甜蜜生活，带火了乡村旅游。

“这葡萄太好吃了，去年我们就在这买的，今年知道葡

萄熟了，就赶紧来了。摘完再买几瓶葡萄酒带回去给家人，

味道醇厚又好喝。”青石镇葡萄长势喜人，游客张女士满载

而归。

青石镇是“中国山葡萄之乡”，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缘优势，主要种植葡萄品种

以“北冰红”“威代尔”“公主白”为主，优质的果品引得各路

商贩竞相收购，年初开园时就已经有订单纷至沓来。

近年来，集安市积极运用现代化营销理念，走“水果精

品化+多元化”发展路子，使现代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深

度融合，促进特色产业增收、果农增收和农村繁荣。

来到凉水朝鲜族乡风情天梨山庄，成排的梨树与蜿蜒

的盘山路映衬成景，树上沉甸甸的尖把酸梨挂满枝头，果农

们忙着将成熟的果实采摘、包装，丰收的喜悦绽放在质朴的

笑脸上。

“我家果园大概有一公顷地，今年能摘两万多斤水果，收

入比去年还要好。”果农孙元满说，除了尖把酸梨、北京红梨

外，今年还引进了其他果树，为明年有个好收入做足准备。

据了解，风情天梨山庄依托凉水朝鲜族乡二参厂而建，

在原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领下，实现了由人参产业向水果产

业的转型发展，每年产值达1500多万元。

走进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各个果园里，白桃、海棠果、

梨等成熟的水果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像极了五彩的棒棒糖

挂满果园，可爱至极。

在果农鞠立景家的果园，一家人正在采摘、挑选、套袋、

装筐。“果园里有苹果、梨、李子、山楂，秋天果子成熟，我们

就开设采摘园，还有定点销售批发，销路不愁。”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眼下，集安市广袤的土地上，收获

盛景宛若斑斓画卷舒展在山间田野，依托独特的气候、自然

条件，这里物产丰盈、种类繁盛，“旅游+”引领农村经济产业

融合发展，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又到一年丰收时，辉南县稻谷飘香，硕果盈枝，35.5万亩水

稻陆续成熟，苹果、葡萄等水果喜获丰收，农户们忙着收割、采

摘，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在辉南大地徐徐展开……

从辉发城镇南行10多里路来到富强村，目力所及尽是墨绿

色的大榛子树。树下，人们忙着采收榛子，一片欢声笑语。

这片榛子林的主人是富强村村民付云峰，他创办的“云峰榛

子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目前全县最大的合作社。

“我们合作社实现种植、采摘、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技术模

式，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对外销售，年产值达300万元。”

付云峰介绍。

近年来，辉南县大力推广农特产品种植与销售，加大对农民

的政策和技术扶持力度，产量和效益一年比一年高，群众收入也

一年比一年好。辉发城镇自2005年种植榛子以来，种植面积已

达2050亩，年产量可达20万斤，并呈逐年扩大趋势。

走进辉南县团林镇保民村隆丰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

散发着诱人的芳香，让人垂涎欲滴。

“今年的苹果长势好，品相也不错。我这1000多棵果树，能

产好几万斤苹果呢！”果农代启军说起种植苹果的收益，总是笑

得合不拢嘴。

来到样子哨镇太平沟村，草莓园、柿子园……57栋果蔬大

棚的丰收之景，让人目不暇接。走进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葡萄

宛若宝石，香气四溢。

“这是‘阳光玫瑰’，这是‘茉莉香’，我们以这两个品种为主，

以‘夏黑’品种为辅进行种植。‘阳光玫瑰’和‘茉莉香’亩产大约

2000公斤，效益约6万元至12万元。‘夏黑’是今年2月下旬栽种

的，正在进行温室一年两熟的实验。”交谈间，技术人才肖金海正

忙着修剪葡萄枝条和果穗，对这份“甜蜜事业”充满热爱。

除了特色产业，今年辉南县粮食作物面积117.56万亩，其

中，谷物合计115.55万亩，豆类、薯类等其他作物2.01万亩。为

确保各类农作物颗粒归仓，辉南县提前统筹、及早部署，采取有

效措施，从组织领导、技术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入手，扎实做好

秋收各项准备工作，为农民稳产增收提供切实保障。

粮归仓，鱼满塘，风吹稻浪瓜果香。金秋时节，柳

河大地一派丰收盛景。

来到柳河县安口镇烧锅村榛子园，随手摘下一簇

果苞剥开，又大又圆的果实甜脆可口、汁液留香，榛农

们正紧张有序地晾晒、挑选、打包……

安口镇大榛子是柳河县远近闻名的“致富果”，种

植面积2.8万亩，年产量300余万斤，年产值1.6亿

元，12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人均年收入达2.7万元，

是安口镇的主导产业。

为助推产业发展，安口镇投资1720万元，先后建

成了智能化扦插种苗繁育基地、大榛子标准化种植园

区、半山区“果园综合管理机”研发建设项目、榛子优

质种苗培育基地、榛子加工生产线、自媒体销售平台

等。同时，组建柳河县大果榛子产业商会，拥有线上

商铺12家、种植合作社31家；成立了吉林省榛臻产业

合作社联合社，拥有会员147家，遍布吉林省各县

区。今年，镇里继续加大投入，实施榛果深加工项目，

投产后可生产加工榛子仁、榛子糖等产品，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条。

硕果累累满枝头，秋风送爽飘果香。眼下，向阳

镇干河子村的苹果开始泛红，果农刘晓明正在自家果

园里拉枝、拔草。她摘下几个黄中带红的苹果告诉记

者：“苹果现在还不太红，通常都是每年十月下旬落雪后

再摘果，所以还叫‘雪苹果’，看样子今年又是好年景！”

守着20余亩苹果树，刘晓明去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

由于“雪苹果”果形优美、酸甜适口、品质优良，每

年一经上市，就被争相抢购。为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

模、增加群众收入，干河子村成立了映山红苹果专业

合作社，带动160余户农户发展苹果种植业，占全村

总人口的50%，种植面积达到8017亩，占全村总面积

的30%。年产量超过3000万斤，总产值达到0.9亿

元，收益是种植玉米的20倍，每户依靠“雪苹果”产业

平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

沃野有良田，青山变“金山”。今年，全县粮食播

种面积 138 万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2.15%，预计粮食总产量达12亿斤。柳河大地上，五

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民富年丰的幸福感写满

农民的笑脸。

金秋九月，通化县三棚林场进入紧锣密鼓的采塔

期。红松果树上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打塔队伍，

林间有埋头苦干的捡塔小队，林外是一辆辆等待装车

运输的“四不像”农用车。打塔、捡塔、装塔、运塔、过

秤、记录、竞拍、抽检……在井井有条的工序中，三棚

林场迎来了今年的丰收季。

“每年的8月末到9月初近20天的时间里，是三棚

林场最忙碌的时间。每隔一两天就组织一次竞标，价

高者可以收购次日的松塔。”通化县三棚林场场长赵泉

湖介绍说，三棚林场始建于1958年，总经营面积4.7

万亩，其中红松人工林1.8万亩，是国家级重点红松林

木良种基地，产出的松子品质好、味道也好，不愁销路。

今年以来，通化县积极推进红松母树林基地建

设，不断壮大红松母树林产业，着力拓展产业链条，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同

时，积极整合林地资源，结合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优质

的产业基础发展林下经济。

“职工们承包土地发展林下经济，实现更多附加

值。林下可以种人参、淫羊藿、蓝莓、葡萄等作物。”

赵泉湖介绍说，经济作物要定期除杂草、清环境，所以

这种混合间种的模式，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还能

更好地保护树林。

从三棚林场驱车向东37公里，目之所及，道路两

侧满眼金黄，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8000余亩水

稻丰收在望，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格外耀眼。

近年来，金斗朝鲜族满族乡充分整合生产环境优

势和土地资源，以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落实好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以金禾米业为龙头，整合全乡水

稻产业，成立稻花香品牌。同时，定期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稻农如何解决水稻管理面临的各

类问题，预计8000余亩水稻产量可达4500余吨。

据了解，今年通化县农作物播种面积72.35万

亩，其中：水稻5.4万亩，玉米37.13万亩，大豆6.6万

亩，粮食播种面积较2022年略有增加，预计粮食总产

量达3.9亿斤。

在这秋风送爽、瓜果飘香的时节，东昌区到处是丰收的

景象，到处是喜悦的笑脸，辛勤的农民和丰硕的作物勾勒出

秋日丰收画卷。

在金厂镇蜜汁葡萄采摘园，园内果香四溢，葡萄架上挂

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被阳光映射的纹理都异常清

晰，像宝石般通透，村民和游客们正在采摘、装箱。据了解，

采摘园负责人闫家旗曾以种植玉米为主，增收乏力。改种

蜜汁葡萄后，收益比种植玉米提高了3倍至4倍，1000多棵

的蜜汁葡萄总产量近7000斤，预计年收入约5万元。

充分发挥近郊优势，东昌区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林果种植+采摘经济”，依靠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走进都市近郊——环通乡西昌村，由村民组织成立的

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所种植的梨树、桃树、李子、大榛子、

小猕猴桃、刺五加、刺嫩芽等作物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

途径，香甜可口的鲜果和榛子，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

来采摘。

“我们的苹果口感甜脆，有不少回头客，想来果园拍照

的游客也不少。”苗木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润说，果园占地

面积约35亩，种植苹果、梨、锦绣海棠、大榛子等3000余棵，

其中仅苹果就有寒富、红玫瑰、糖心牛奶三个品种。现在各

类果树已进入盛果期，年收入预计达到30万元以上。

近年来，东昌区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稳

步实施“菜篮子”工程和乡村旅游提振工程，重点推进江东

乡现代农业示范园、环通乡现代农业产业园、金厂镇农综改

智能温室项目达产达效，全区特色种植面积发展到1.4万

亩，其中种植蔬菜6110亩，一季度至三季度产量约1.8万

吨，产值约71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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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宸 本报记者 裴虹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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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博 本报记者 裴虹荐

走进有着“水果之村”美誉的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树上的水果饱满润
泽，果农们脸上的笑容淳朴幸福。 徐荣柯 摄

集安市凉水
朝鲜族乡水果产业
喜获丰收，蜜汁葡萄
也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的“甜蜜”产业。

申平 摄

抢抓农时收获忙。高佳怡 摄

青储鲜食甜玉米。王姝月 摄 水稻成熟迎丰收。马强 摄

五味子五味子红满红满
枝头枝头。。王忠先王忠先 摄摄

金色稻田，谷穗飘香。李铭 摄

来到辉南县朝阳镇兴德村三和农场，一株株饱满的稻穗载着成熟的喜悦，散发着稻香。段思奇 摄

辉南县样子哨镇果蔬
大棚满是丰收之景，农民喜
上眉梢。 班瑞泽 摄

青山绿水，沃野良田。柳河县粮食产量常年稳定在12亿斤以上。王锐 摄

➝大榛子—安口镇人民的“致富果”。王锐 摄

进入采塔期，通化县三棚林场迎来丰收季，工
人正忙着将松塔装车。 王姝月 摄

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8000余亩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张旭东 摄

金厂镇百花谷苹果采摘基地阵阵果香溢满园。
张铁兵 摄

环通乡西昌村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香甜的鲜果吸引
大量游客采摘，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张铁兵 摄

初加工可制成果脯、果粉、果糖，深加工可制成饮料、
花楸酒的“不老莓”迎来丰收。 刘世博 摄

➝赤松茸菌种以秸秆等农作物肥料为基床，可实现绿色
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刘世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