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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奶头山村，旅游度假村建设正如火如荼。为度假村进行产业规

划和设计的正是吉林农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师生。

2021年6月，吉林农业大学与安图县签署协议共建吉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安图综合试

验站，共同打造校地合作升级的2.0版本。以试验站为依托，在“百村提升”基础上，联合打

造“吉乡农创园”，推进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校县合作实施升级创建，推动产业发展、品牌打

造、乡村善治“三升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

“在安图县工作的农大毕业生已达300余人。”吉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安图综合试验站

站长张永刚说。

一个小县城，如何留住如此多的“农大”毕业生呢？这要从一次长达20年的校地合作说起。

“‘吉乡农创园’这种校地合作的模式，我们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了。”张永刚满

脸自豪地说。

多年前，安图县面临着社会转型瓶颈，渴望通过科技人才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自

2003年吉林农业大学与安图县签署校县合作框架协议起，便形成了具有双方校地合作特色

的“安图模式”。

为推进安图产业发展，学校陆续选派山野菜规范化种植、食用菌生产、中药材种植、园林

景观设计等领域相关专家数百人次，以项目合作、技术指导等方式参与到校县合作中去。在

安图县委、县政府和农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诸多财政支持项目落户安图，并向安图引进了

敖东金海发药业等企业，带动了安图的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

引进人才是第一步，比引进更重要的是留住人才。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保持人

才队伍实干有力的关键环节，也是人才成长的“推进剂”。安图县下足功夫，下大气力，为了

留住人才，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家的温暖和关怀；在工作上为他们提供合理的晋升渠道，通过

破格提拔、择优提拔来激发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在校县良性互动的科技服务模式下，吉林农

业大学输送了300余名技术人才和行政骨干到安图工作，共同推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携手打

造全省校地合作典范。

如今，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加速推进，双方的合作从最初提供智力、人才支

撑，到后来越来越多科技人才扎根安图、越来越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再到创建乡村振兴安

图试验站、科技小院落户，设立吉林乡村振兴研究院延边分院、中非现代农业技术联合培训

中心，打造“吉乡农创园”，“安图模式”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年，我们吉林农大的11名首批‘订单式’农科生将来到安图县工作，为这里的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谈及未来，张永刚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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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乡村振兴局、省教育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指导推进县（市、区）与高校合

作实施“吉乡农创园”创建，力争用2年时间打造100个左右，使之成为

校地合作示范、乡村建设样板、乡村振兴表率，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

活条件，建设具有吉林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让农民就地过

上现代文明生活。

在“吉乡农创园”创建实施中，县（市、区）与结对高校坚持农创、科创、文创、商创“四创”融合，聚

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文化赋能、技能实训和乡村善治“五项任务”，统筹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各结对高校充分发挥高校党建资源优势，合力提升乡村党组织建设水

平和乡村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教育教学和科研优势，务实推进教科研成果在乡村落地转化，将论文

真正写在大地上，稳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优势，挖掘整理、总结提炼

地域民俗风情、民族特色等乡村文化，有效提升乡村文化气息；充分发挥教育培训优势，极大增强了

村民发展技能和综合素养，切实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有序引导农民用勤劳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目

前，全省“吉乡农创园”创建工作蓬勃展开，引领更多乡村和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振兴之途。

金秋时节，走进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干净整洁的田间

小路阡陌纵横，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

穿过一个农家院的大门，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源头古井映入眼帘。传统的打水

方式、清澈的井水，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品尝。

走进宽阔整洁的院落，整齐的木栅栏，绿油油的菜园，屋檐边悬挂着大蒜、辣椒、苏子叶。院中的

茅草房、青石小路让人从中领略安北村的古朴，更能感知传统生活的魅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不少人在周末有空时都要到周边乡村走一走，这就少不了要找

地方吃饭，一个个特色“农家乐”不仅解决了游客需求，也带动了村民致富。

安北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农家乐”使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子里的环境变好了，村民的

腰包也鼓了起来，真正走出一条发展乡村旅游的特色之路。

近年来,安北村积极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坚持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党员凝聚在产业

链上，不断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积极推进“三变改革”的落地，进

一步增强乡村发展活力。

安北村之变，缘于我省推出的县（市、区）与高校合作实施的“吉乡农创园”创建。目前已为48个

村对接39所高校。

2023年，作为对接单位，吉林大学李恩教授带团队入驻安北村，为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赋能。

安北村民宿业正逐年扩大。酱香小院、锅香小院、烧烤小院、粗粮小院、茶香小院等民宿小院，解

决了一部分当地农民就业问题，同时餐饮、娱乐、住宿一条龙服务也带动了村集体发展。

随着“农家乐”在安北村的兴起，村民的钱包鼓了起来，村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恩告诉记

者,目前他们正在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未来，安北村的集体

经济将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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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9月的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北岗子村，只

见这里已是焕然一新。

水泥路宽阔而干净，村民的庭院整洁温馨。白色的

围墙上，各种彩绘形式新颖、内涵丰富。

“村儿里来了文化人，围墙变了样，玉米有了商标、

变成了品牌，连卖牛的牛倌，都玩上了‘高科技’。”村民

王刚对记者说。

据了解，为持续发挥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智库作

用，今年，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按照我省乡村建设“吉乡农

创园”工作部署，与北岗子村开展校地合作，围绕党建引

领、产业发展、文化赋能、技能实训及善治提升等方面积

极打造校地发展共同体，为小村庄的振兴聚力赋能。

为推动产业振兴，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项目组结合伊

通满族文化特色及玉米产业现状，打造了“伊口满足”玉

米品牌、形象标识及包装设计。同时积极搭建销售推广

及电商营销平台，有效促进北岗子村一产、二产、三产串

联，帮助农民实现增收。结合北岗子村肉牛养殖合作社

现状，学校自主研发设计了高效的数字化肉牛养殖管理

信息系统软件平台，使肉牛变为“数字牛”，助力北岗子

村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长春大学以党建引领助力北岗子村产业发

展，探索建立学校与北岗子村“互为滋养、协力共建”的

深层联动机制，紧紧抓住乡村文化、电子商务、休闲农

业、文化体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在农村蓬勃兴起的

新产业新业态，发挥学科优势，为北岗子村全面振兴发

展提“智能”、注“技能”、兴“动能”、升“效能”，带领学校

师生努力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把课题做到田间地头

里。同时，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

衔接，持续推进共建、共融、共享、共赢的校地共建品牌

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为北岗子村乡村

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绘制发展蓝图，为推动乡村产业升

级、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文化赋能，北岗子村产业更兴旺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无边的金色稻田，平坦的乡村公路，花园式农房错落有

致，规范化种养殖基地生机勃勃……走进东丰县那丹伯镇建

国村，一副“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乡村画卷跃然眼

前。

“建国村与东辽县接壤，距长春市85公里，交通非常便

利。同时，位于伊通河左岸，水系发达，正在建设我省最大的

鱼文化产业园。”东丰县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王铁峰对记者

说，那丹伯镇作为中国北方非牧区第一牛镇，肉牛养殖业也

在蓬勃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产业振兴，创新创业是关

键。今年，东丰县在“百村提升”基础上，推动产业发展、品牌

打造、乡村善治“三升级”，联合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以那丹伯

镇建国村为示范村，校地共建集农产品研发、新产品展示、乡

土人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吉乡农创园”，叫响“吉字号”品

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吉乡农创园”建设充分发挥辽源职业技术学院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资源，对那丹伯镇黄牛产业的视觉形象和产

品形象进行策划设计，打造“中国第一牛镇”品牌。通过科

学规划，从基础入手，对“中国第一牛镇”品牌进行流程化、

系统化科学运作，把握品牌质量、品牌服务，树立长远发展

目标。

依托立体栽培温室项目、鹿乡滑雪度假村项目和鱼文化

产业园项目，围绕“产、学、游”三方面，建国村凭借现有资源

优势，将户外拓展、农技培训、文化旅游及乡村旅游结合起

来，公益性与经营性联合起来，研学与活动串联起来，多措并

举建设乡村振兴特色研学基地，打造那丹伯镇文化名片。

同时，立足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特点，“吉乡农创园”

创造性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培训，提升建国村“两委”班子成

员、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综合素质，发挥好人才支撑作

用。

“投资2000万元盘活建国村闲置资产金霖山庄，打造集

餐饮、住宿、会务、拓展训练于一体的研学旅游基地，促进长

远发展。”谈到未来，王铁峰表示，通过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他

们将加快建设“吉乡农创园”，确保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巧借“外脑”，建国村增智添力
本报记者 闫虹瑾

金秋时节，碧空如洗。集安市麻线乡下活龙村，游

客如织。

“来我们这里的大多是‘自驾游’的外省客人，经过

331公路，咱就得有本事让他们停下来、住下来。”刘月霞

在村里开了几间民宿，生意特别火。她高兴地告诉记者，

通过吉乡农创园的孵化，村里的乡村休闲游越来越火。

下活龙村就在鸭绿江畔，小村沿江而生，依山傍

水。这个曾经常住人口只有77人的小渔村，如今却成

了拥有13间民宿的网红打卡地，是省级首批“乡村旅游

重点村”。

走进下活龙村，最吸引人的便是13间充满渔猎文

化特色的民宿，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渔坞民宿。

“独门独院，专业设计师设计，主题不同，风格各

异。既有舒适的高档配套设施，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

村风情……”说起渔坞民宿刘月霞有些兴奋。

下活龙村虽然不大，但游客却可以在村里体验鸭绿

江捕鱼文化、品尝江鱼，还可以走进村民自家的手工工

坊，自己动手制作和购买文创产品。

“这些民宿都由咱村自己的公司运营，村民既是老板，

又是打工者，这样一来，村民们就不用背井离乡到城里打

工了。”刘月霞正是看好了村里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返乡创

业的。她说，下活龙村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4800余人，接

待省内外各级考察调研47场1500余人，扶持村民企业5

户，村民人均增收3500元以上，村民回流率近50%。

一个小村子，缘何这么“火”？

“这可要感谢通化师院乡村振兴学院给我们搭建的

‘农创园’平台……”

2020年5月，通化师范学院与下活龙村共同创建了

“农创园”，开发建设乡创中心、陶艺工坊、布艺工坊、食品

工坊，同时利用成熟的培训经验，对村民进行整体培训，

提升村民的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创业技能的提升

为下活龙村旅游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吉乡农创园’模式，推进了科创+文创+农创

的‘三创联动’，促进政府引导、高校助力、企业支撑、乡

村主体的‘政校企村’四位一体合作，探索出一条高校服

务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通化师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

姜赢鑫说。

记者了解到，通化市先后在辉南县向荣村、通化县

湖上村、二道江区团结村、东昌区江沿村等十几个村成

立“农创园”，并对各村进行视觉形象和产业策划。

农创平台赋能下活龙村
本报记者 冯超

在安图县，吉林农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师生在吉林农业大学产学研合作基地——

吉林福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暑期专项实践。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村集体发展不断壮大，使安北村变了样。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建国村正在建设我省最大的鱼文化产业园。 本报记者 闫虹瑾 摄

（资料图片）

在北岗子村,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文化赋能”项目组

师生绘制千米文明乡村主题文化墙。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