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吉

字号”特色农业喜讯频传。金秋硕果，大野欢歌。一

村一品、多村一品等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业态，让吉林

特色农业的发展，无论在经济效益还是市场竞争力

上，都不断进阶、强效发力，进而构建出我省乡村产业

振兴多维立体的稳健发展新格局。

全视角谋篇布局，前瞻性规划引导，深度示范领

航。我省“一村一品”特色发展模式，经过多年深耕力

作，如今已蔚然成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立足地域

特色，因地制宜，深度挖掘我省农村丰富多样的内在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在顺“势”而为的探索实践中，找准市场

定位，确定适合长期发展的村“品”镇“业”，进而培育

壮大，引导其成为当地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将兴农

富农和乡村产业振兴牢牢链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的收入才

能稳定增长。”特色产业振兴，会激发群众自觉求新求变、

向好向上的内驱力。临江市周边村屯的乡村游，因为找

准了契合点，上上下下热情高涨，挖空心思创新思路，变

着法子招客引流，全旅游产业链环环相扣，发展得如火如

荼；集安市青石镇秋皮村用心打造立体化产业态式，“山

上植树、林下种参、山涧养蛙、水里养鱼、空间养蜂”，大力

推动特色农副产业发展，家家户户投身其间，增富创收；

通榆县瞻榆镇西关村村民在引导下，积极开展庭院经济，

小辣椒长满前后院，华丽跻身大产业，“小庭院”变成“致

富园”；东辽柞蚕是辽源市特色产业之一，辽河源镇居安

村是全省唯一一个以柞蚕为特色的“一村一品”示范村，

去年居安村柞蚕产业从业农民户数达到126户，每户农

民平均增收近万元……“一村一品”小而精、特而美、新而

奇的特点，刷新提升了普通生产者的产业认知，随着思维

意识转换，视野被打开，致富路也越走越宽。

科技创新、智慧“云”助，文化赋能……让我省“一

村一品”不断提档升级，产业链强劲外延，主导产业动

能更充分地被聚集释放。长春鹿乡镇鹿业产业发展

势头迅猛，全力打造“梅花鹿第一镇”，借助专家团队，

致力“科技兴鹿”，加大鹿产品精深开发力度，真正以

科技效应拉动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永吉县万昌镇

“绿色水稻”，加大科研力度进行培育改良，优质品种

接连上阶，品牌越擦越亮；磐石市取柴河镇以食用菌

为主导、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渐成

规模，大桥村等6个村被评为省级电商村，王家街村被

评为国家级淘宝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酒

香”不再怕“巷子深”，偏居一隅亦可作为无限。

按照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认定监测管理办法（试行）》，我省一批主导产业基

础好、融合发展程度深、联农带农作用强、特色产品品

牌响的“一村一品”正在加速成长，生产向绿，品种向

优，品质向好，农民向上，乡村向前。截至目前，我省

共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99个，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322个。我省大量“一村一品”的成功实践案

例，以其可复制性特点，正在由点及面，再由面辐射带

动起周边区域整体发展，进而产生强大能量。

任重道远，去路且长。乡村特色产业振兴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探索努力无止境。我省“一村一品”

建设正在向着集约化、品牌化方向持续推进，相关产

业主体亦在现有基础上不断被做大做强。与此同

时，如何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让“一村一品”实现跨

区域、大规模、集群式迭代升级，亦作为势不可挡的

时代命题，在农村特色产业

持续行进中，正在不断被鲜

活实践所破解。

一村一品：
“品”出特色农业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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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辽县白泉镇兴泉村，手工编织笤

帚已有40多年的历史。目前从事笤帚制

作的村民有5名，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年

产笤帚300万把，产值超过2000万元。

在王宏利家的笤帚作坊，已经泡好的

高粱糜子堆放在工人手边，大家娴熟地在

捆绑机上操作着，这里的工人均是来自本

村的村民。已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王维臣

动作一气呵成，他说：“像我们这样一天能

挣100多元，计件工资，肯定编得越快越

好，但咱这质量也绝对不差。”

在王维臣前面工位上，使用木桩捆绑

的吕福仁说：“这里离家近，不耽误干农活，

还能获得一份收入，不比在外面打工差，也

不觉得累。配合着铁丝的勒痕，结实的捆

扎绳将糜子捆牢，平均每4分钟就能编好

一把笤帚，大家的效率不相上下。”

从老一辈人手中学来的编扎手艺将小

产业经营壮大，成了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

杆。

兴泉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帝告诉记者：

他们村的笤帚已经销售到10多个省份了，

基本上是订单式生产，销路有保障。通过

产业整合我们成立了村合作社，通过注入

乡村振兴资金，获取利润分红，每年能为村

集体增收3万元。

在村子里，随处可见码放成“井”字形

的笤帚垛，既通风又能保证光照充足。工

人们说：“要晒到一摇晃就能听见清脆的糜

子声才算好，接着就能打包发货了。”

立足自身优势，王帝一直在琢磨利润

更大的笤帚工艺品之路，他表示，比起现在

每把笤帚几角钱的利润，我们得找更多的

“来钱道”，接下来要与工艺品编织的商家

接触，让咱们的产业内容更加丰富，带动村

民致富，为村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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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十月，秋意正浓。蛟河市黄松

甸镇南顶子村的300栋灵芝大棚迎来最

后的丰收，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如今发

展成“灵芝第一村”。“今年村集体仅灵

芝一项毛收入就达到100万元，农民种

植灵芝收入也逐年增加。”南顶子村第

一书记巩文军笑着说起村里的变化，细

数着丰年好“丰”景。

灵芝性味甘平，素有“仙草”的美

誉。南顶子村位于长白山威虎岭下，属

于高寒山区，无霜期较短，冬季寒冷漫

长，夏季昼夜温差较大，森林覆盖率高达

91%。就是这样特殊的“冷资源”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南顶子村首先拥有了发展

人工栽培灵芝的“天时”。随着302国道

的顺利通行、黄松甸物流园的建成投产，

南顶子村发展灵芝产业又占上了“地

利”。南顶子村灵芝种植起步早，人才队

伍兴盛，近年来一直与科研院所展开合

作，拥有食用菌和灵芝土专家20余人，巩

文军竖起三根手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

占齐了，这种灵芝的事儿能不成吗？”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养生意识

的提升，灵芝孢子粉市场价格稳步走高。目前，南顶子村有灵芝

种植大棚300多栋，其中村集体35栋。年产灵芝孢子粉约10万

斤，灵芝12万斤，总产值1000万元以上。2020年南顶子村被吉

林省授予“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灵芝）。

当前正值南顶子村的灵芝丰收时节，走进村里灵芝产业园，

二三十名村民正在收割晾晒，经初加工的灵芝片，将运往本地及

周边市场。为提高灵芝生产效率和规范化种植，2022年南顶子

村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食药用菌科技创新团队展开合

作，在专业技术团队的指导下，种植地提前进行整体的翻耕晾

晒，灵芝菌段适时下地，菌段由发菌室运送到栽培地点进行困

菌，统一规范化种植产量产值都大大提升。

2022年村集体灵芝收入达103.3万元，仅灵芝类产品销售

收入每年增幅均在15%以上，为49户脱贫户的稳定脱贫提供了

强有力的产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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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东北香葱第一村”——公主岭市怀德镇三

里堡子村，温室大棚内一片片绿油油的香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

忙着起葱、摘叶、称重、装袋，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三里堡子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邢连宝正在给香葱

打包装箱，“这100箱订单是发往齐齐哈尔的，70元一箱，去掉人

工费480元，收入6000多元。今年一共种了7个棚子，平平常常

就能收入30万元左右。”邢连宝自豪地说。

香葱产量高，带富效果好。近年来，三里堡子村以“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帮助村民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路子，使

香葱成为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特色产业。

为壮大香葱产业，三里堡子村确定了“以春提前、秋延后生产

为主，向一年四季种植方式跨越”的发展思路，注册了“问心”牌绿

色蔬菜商标，实行“六统一”管理，把村建设成了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的绿色园区，打通了蔬菜生产与

销售通道。

“全村80%以上村民都种香葱，一平方米能收18斤到20斤

左右，每年种植三到四茬，现在平均每斤2.5元到3元，老百姓靠

香葱产业富起来了。”三里堡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甫随手拿起一

根葱对记者说，你看这葱不仅外形好，产量也高，是我们从国外

引进的品种，销往长春、北京、南京、江苏、大庆等地。

三里堡子村香葱产业的蓬勃发展，衍生出一个新的“业

务”——剥葱。棚膜园区雇人剥葱，让本村和周边村的老人和妇

女都有了“用武之地”，利用农闲时在家门口打点零工，带来了一

笔可观收入。

“在这里一天干10个小时，能挣100多元，中午还管饭，一年

下来能挣2万多元。”怀德镇铁岭村村民迟文苹如是说。

经过多年持续发展，如今，三里堡子村建有各类棚膜1708

栋，棚室生产面积达244公顷，年产香葱4万吨，产值近2亿元。

2022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万元。

香葱“闯”出大市场
丁伊雯 本报记者 闫虹瑾

公主岭市怀德镇三里堡子村村民们正忙碌着，起葱、摘叶、

称重、装袋，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图为村民们正在为香葱摘叶。

（资料图片）

金秋时节，在农安县三盛玉镇西林村的田间地头，拖拉

机及收割机械齐上阵，趁着晴好天气，花生种植户们抓紧时

间抢收花生。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花生摘果机将一株株花

生从泥土里拔出，一串串、一粒粒丰盈的花生快速甩掉“身

上”的泥土，粒粒饱满的花生承载着收获的喜悦，花生果展

露出的“笑颜”惹人喜爱，现场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近年来，农安县三盛玉镇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因地

制宜，突出“一村一品”，指导农民根据土壤和气候特点，大

力种植花生，全力打响以花生为主导的特色现代农业品牌，

让花生品牌成为三盛玉镇实施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西林村，大型花生收获机正在田间作业，花生种植户

们一起打捆、采摘、装袋，忙得不亦乐乎。看着颗粒饱满的

花生，农民们乐在脸上、喜在心头。在西林村4社村民邵先

锋的家里，院内堆满了晾晒的花生。这几天，西林村种植的

花生相继进入收获期，当地村民将田里成熟的花生收获以

后，进行晾晒，待晾干后装袋即可出售，村民们在每天的忙

碌中享受着这份收获的喜悦。“今年种了70公顷花生，是从

山东引进的新品种，产量高，今年花生的价格行情好，收益

很可观。”西林村村民张春苗对记者说，西林村多以沙土地

为主，非常适宜花生的生长，而且这里的花生皮薄粒大、产

量高。今年的花生长势好，一公顷地能多收入近万元。

西林村结合本村沙土地土质特点，大力支持村民发展

特色产业种植，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种植模式，鼓励农户扩大

花生种植面积来增加收益。如今，种植花生让西林村农民

走上了致富路。

农安县三盛玉镇紧紧围绕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的目标，持续深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引导群众改变传统

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在保持主粮生产稳定

的基础上，鼓励群众发展花生种植产业，搞活花生经济，拓

宽农民的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三盛玉镇花生种植面积已达1.3万余亩，花生连

年喜获丰收，交易市场活跃，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花生变“金豆”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王春胜

秋阳高照，近日，记者走进集安市太王镇高台子村。这里的五

味子采摘季已过，但王仁福最近也不闲着，忙着给今年新植的5亩

树苗上肥。

王仁福是高台子村第一批种植五味子的大户，也是有着20多

年种植经验的技术“大拿”，“五味子的适应性强、易管理，种植技术

也不复杂，幼苗第二年便可开始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存活后

数十年不必重新种植，是有长期收益的药用经济植物。”

集安市是东北五味子著名产区，出产的五味子果实饱满，品质

优良，在省内外中小药材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今年，高台子村五

味子种植面积1400亩，产量高达170万斤。

小村地势较高，因此得名高台子村。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小村

的节气也较市区晚上半个月，种植的五味子属晚熟品种，因此，该

村也成了当地最后一个采收、出售五味子的村子。

正是这个时间差让高台子村吃到了市场的红利。“我们村的五

味子9月中下旬采摘，属于优质果，价钱较其他村的五味子能高出

好几角钱。”据村党支部书记罗玉伟介绍，今年，全村的五味子有

100万斤卖给了药厂，一天最多卖出去15万斤。

过去，靠山吃山的村民经常上山采摘五味子赚点零钱，但采摘

野生五味子不仅难度大，收入也没有保障。近年来，按照因地制

宜、特色制胜的发展思路，高台子村邀请专家进行品种培育，由野

生采摘向人工种植转变，五味子从山上“走”到了山下。在解决了

一系列水涝、虫害等种植问题后，经过多年经验积累，高台子村五

味子的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双优”的标准。

如今，村里还建成了五味子种植试验基地，五味子精深加工厂

也在谋划之中，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按比例为村集体

分红，带动村民增收，实现了技术培训、生产标准、物资采购、品牌

培育、包装销售、品牌打造“六统一”，促进村集体经济收益翻倍。

秋天的高台子村是“红”色的。这红，是漫山遍野丰收的五味

子，是挂满丰收喜悦的笑脸，更是“小红果”映红的致富路。

小红果“映”红致富路
本报记者 陈沫

眼下正值红薯成熟时节，

临江市花山镇青沟子村的红薯

喜获丰收，农户翻犁、去泥、分

拣、装箱，忙得不亦乐乎，一垄

垄破土而出的红薯成为这个季

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村里今年种植了26亩红

薯，种植的品种大多为老式本

地红薯、蜜薯等，每亩产量保守

估计都在3000斤左右，每年这

个时候村民都帮着村里刨红

薯、打包，一天能挣100多元！”

青沟子村村民牟桂凤说。

记者了解到，依托山坡黄

土地资源，该村发展红薯种植

产业已持续7年，一直坚持绿色

种植，土地轮作。因气候土壤适宜，青沟子村盛产的红薯

味道甜美、质地细腻，每年一到丰收时节，都能吸引大批消

费者争相订购。

“过去，我们只注重红薯种植，如今我们在红薯本身

下功夫。成熟的薯秧、枝蔓也是养殖场的抢手货，把这些

作为饲料喂养牛羊，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再回田作为

红薯肥料，大大降低了红薯的种植成本和牲畜的饲养成

本，如此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使得我们青沟子村的红薯

事业越来越兴旺。”说起红薯种植给村民们带来的好处，

青沟子村党支部书记单凤军

讲得头头是道。

由躬耕田间到创造品

牌，青沟子村让平凡的红薯

融入了原汁原味的地域风

情。对于未来，单凤军书记

思路十分清晰，既然在红薯

上看到希望，那就要深钻、深

研究，引入更为优良的品种，

扩大种植面积，尝试采摘地

瓜嫩叶作为天然无污染的绿

色蔬菜出售，进而增加村民

收入。同时延长红薯深加工

产业链，改扩建厂房200平

方米，引进锅炉、烘干等设

备，进一步增加红薯附加值。

“要把小红薯做成大产

业，村干部要带头，拉动党员干部作出榜样，吸引更多村

民加入种植队伍，形成红薯种植规模化产业化，打造特色

的商品红薯品牌。”单凤军对记者说，未来，青沟子村将以

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为突破口，持续扩大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规模，引导村民种植特色高效作物，邀请专业技

术人员现场指导，优化农产品产业结构，以“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让这条

幸福的“甜蜜”产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红薯“种”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任胜章

临江市花山镇青沟子村村民正在抢收红薯。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在东辽县白泉镇兴泉村，手工编织笤帚已有40多年的历史。

目前从事笤帚制作的带头村民有5名，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年产

笤帚300万把，产值超过2000万元。图为兴泉村村民正在编织笤

帚。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摄

农安县西林村农民种植的花生成了“致富果”。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今年，高台子村的五味子又是大丰收，产量高达170万斤。经

过多年经验积累，该村五味子的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双优”标

准。图为高台子村村民正在晾晒五味子。 本报记者 陈沫 摄

在蛟河

市黄松甸镇

南顶子村大

棚内，村民

正在收集灵

芝孢子粉。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黑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