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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生态优良，地处长白山腹地，森林覆盖

率达84.7%；

这里资源富集，特产、矿产资源丰富，是“立

体资源宝库”；这里文化厚重，长白山文化、松花

江文化源远流长、交相辉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靖宇县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

兴，将绿色生态转化为发展动能，着力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定不

移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

兴”，一曲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歌，正在绿水

青山间奏响。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培育新动能培育新动能

每年的7月中旬开始，省内外闻名的靖宇蓝

莓便迎来采收黄金期，一片片蓝莓地里，随处可

见村民忙碌采摘的身影和络绎不绝前来采购的

客商。

地处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得天独厚的

气候优势和土壤条件为靖宇县蓝莓产业发展注

入了十足的底气。著名的蓝莓村——支边村共

有耕地1696亩，蓝莓种植面积达到1680亩，几乎

实现了蓝莓种植全覆盖。支边村普通种植户年

收入10万至20万元，种植大户则达上百万元。

每年蓝莓采摘期，支边村都会吸引周边村屯

1000多人前来打工。

“村民以前给别人打工，现在雇人给自己打

工。”支边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胡桂波谈起

蓬勃发展的蓝莓产业意气风发。

2022年，靖宇县蓝莓种植面积超过3.2万

亩，占我省的四成多，实现利润1.3亿元以上。

蓝莓产业是该县众多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在产业振兴的大路上，靖宇加快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有路。

坚持多业并举，推动乡村产业“大发展”。围

绕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这条主线，靖宇不断加大

特色产业资金和技术投入，稳步推进参、蛙、菌、

药、菜、牧、果、渔八大产业集群建设，不断提升产

业层级、拓展市场空间，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11万亩，今年预计年产值18.6亿元。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发展重点产业项目24

个，乡村振兴产业园、长白山梅花鹿马鹿养殖基

地等项目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园区积极

转型，实现产品创新、品质提升。通过持续深化

与国药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国药

三宝堂大健康产业、长白山中医药文化研学示范

基地等项目建设，全力构建具有“国药—长白山”

特色的产品研发、加工、销售基地，带动群众就业

增收，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整合资

金6.06亿元，在乡村振兴组织体系框架下，构建

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优质项目库，围绕“三

产”融合谋划推进产业项目91个。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激发新活力激发新活力

凝心聚“智”、筑“巢”引凤，靖宇县下好乡村

人才振兴的“先手棋”，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

兴。

选优配强。将一批政治坚定、热爱乡村振兴

事业且能干事、想干事、群众认可的人才充实到

乡村振兴队伍中来，切实发挥“领头羊”“火车头”

作用。年初以来，靖宇县加大向村、社区引进青

年人才力度，持续推进“绿色通道”引才模式，招

聘急需紧缺和高层次人才27名，招聘基层治理

专岗72人，通过“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到乡村

医护人员16人，通过“特岗教师”到乡村教育人

员10人，进一步提升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质量和水平。

“今年，依托县农业局、党校、残联举办的培

训班，我帮助培训了1000多人次。”高秀虎是靖

宇县出了名的“土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发展灵

芝、贝母种植业，不断扩大规模和效益。他在自

己致富的同时不忘乡亲，每年都免费发放一些菌

种和中药材，定期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讲解和指

导，被评为“百强乡土人才”。

靖宇县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育“头

雁”项目、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等，就地培养更

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让

“土专家”“田秀才”在田间地头茁壮成长。目前，

共组织评选乡村振兴本土人才初、中、副高级职

称27人，评选了高秀虎、杨志春等一批“乡土人

才”，进一步提高了乡村人才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紧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靖宇通过“线

上+线下”“理论+实践”等方式，加强人才培养培

育。依托“蓝莓科技小院”，培养硕士研究生30

余人，在全县开展蓝莓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定

期到蓝莓种植户家中解决种植过程遇到的问

题。充分发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作

用，累计举办线上专题培训28期，培训1.7万余

人次。依托长白山人才学院等平台，统筹实施

“带头人队伍建设年”、乡村振兴人才引育等行

动，加快形成具有“两山”特色的“产才”融合发

展新格局。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展现新气象展现新气象

乡村要振兴，文化需先行。给乡村赋予文化

内涵，不仅能够提升旅游品质、有利于打造特色

文化精品，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互促互进、

融合发展。

近年来，靖宇县以“红绿金银蓝”五色旅游为

载体，大力实施“心往长白山·松花江上游”文化

旅游品牌建设，打造具有靖宇特色的松花江—长

白山生态旅游带。

文旅活动亮点纷呈。从吉林靖宇·首届松花

江音乐节到沿松花江城市足球邀请赛，从骑行松

花江最美乡村路到松花江半程马拉松，每一次活

动都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靖宇的自然生态之美、

城乡宜居之美、水韵人文之美和绿色发展之美。

松花江文化IP价值效应显现，文旅融合加速推

动乡村发展。

积极打造文旅产业项目。东北抗联诞生地

研学走廊等19个节点项目加快建设，松花江水

上航线、依梦岛星空露营地、仁义峡驿站等景点

持续升温，“超长黄金周”接待游客数量创历史同

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7.1万

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29亿元。

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靖宇

县积极挖掘本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价值，以文

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各乡镇积极挖掘特色农

业蕴含的文化底蕴，结合乡镇特色产业打造出独

有的乡镇文化。

2021年初，在白山市社科联指导下，花园口

镇花园村采取IP植入方式，将中国传统哲学、乡

村哲学、民俗哲学、百姓生活哲学等植入美丽乡

村建设中，让游客在漫步乡村时感受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

村中小卖店老板刘志学深有感触，自从小卖

店建成哲学小铺，就成了旅游景点，好多来参观

哲学小村的人都会到这里看看，增加了不少收

入。

三道湖镇依托蓝莓种植打造蓝莓文化；景山

镇打造农耕文化馆，通过丰富的农民画、实物展

陈等生动再现了传统农耕文化；濛江乡后双山子

村做精做优“小杂粮”种植，打造五谷文化村；因

药膳出名的龙泉镇，顺应时代潮流，推出满足养

生需求的药膳套餐和独有的药膳文化……一个

个特色文化村正引领全县乡村形成“一乡一品”

“一乡一艺”“一乡一景”发展格局。

文化与特色项目的巧妙结合，不仅提升了乡

镇的知名度，也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省摄影家

协会乡村振兴摄影创作基地和曹保明、赵春江工

作室先后在花园口镇花园村落户，省女摄影家协

会“红色之旅驿站”在那尔轰镇沿江村挂牌，记录

乡村巨变、讲好乡村故事、传播乡土文化，为乡村

振兴事业增添了动力。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塑造新风貌塑造新风貌

“现在我们这儿的环境多美呀，路宽了也平

整了，还有路灯，家家户户的围墙都修得整整齐

齐，谁家有个困难村里都帮着解决，吃的穿的用

的都比以前好多了。”濛江乡珠子河村村民付军

明喜出望外地说。

珠子河村是濛江乡2021年创建的示范村之

一。一直以来，珠子河村以扎实的蓝莓、蓝靛果

产业基础成为远近闻名的“小浆果村”。该村积

极引领乡风文明，对文化广场进行提升建设，建

立多个宣传栏，增设文化长廊，对广场墙面进行

美化处理。如今的文化广场已经成为村民业余

文化生活、参与全民健身和各项政策宣传的主阵

地。

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靖宇县纵深推进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高标准开展美丽宜

居村庄和干净人家示范创建活动，持续拓展“千

村美丽”创建和“百村示范”工作成效，加快打造

一批美丽乡镇、美丽村屯、美丽庭院升级版，推动

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目

前，29个示范村规划编制全部完成，向阳村等11

个省级示范村创建和花园村等5个“百村示范”

升级改造进展顺利。

全力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花园口镇花园村

采取镇领导划片包保、机关干部包户方式，建立

了人居环境保洁、检查、评比制度，实行门前三

包，开发公益岗位，聘请保洁员配合垃圾清运公

司，实现环境卫生保洁常态化、管理制度化、队伍

专业化。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村民们不仅过上了舒

心的日子，而且通过发展旅游业拓宽了增收致富

渠道。

在深入实施“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及升级改造项目的基础上，靖宇县全面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深化乡村建设

“学、比、创”活动，以一村示范引领全域提升，高

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擦亮村容村貌靓

丽“底色”。

为了让水更清、河更畅，该县对松花江县内

流域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统筹推进松花江流域

水环境治理、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万

里绿水长廊”等项目建设，全面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今年，靖宇县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构建新格局构建新格局

完善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机制。靖宇县建立

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农村工作部门统筹推进

的领导机制，并将全县分为四个片区，成立了由

四大班子“一把手”分别任片区指挥长的乡村振

兴指挥部。指挥部下设8个工作推进组，由8位

县委常委担任组长，统筹指导乡村振兴具体事

宜。同时，实行专班化、项目化运作机制，抽调

精干人员102人，组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项目运作4个工作专班、21个专项攻坚

组。

扎实推进新时代吉林党支部标准体系建

设。靖宇县深入实施党建生产力工程，全力打造

一批“地域、领域、界域”党建品牌，不断健全专班

化、项目化运作机制和乡镇党委书记考核评价

“赛马”机制，持续加强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农村“三个带头人”队伍建设，以“党建红”释

放乡村振兴新活力。组织开展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建设“赛马”攻坚擂台赛，8个乡镇将

各自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亮点拉出

来晒一晒、比一比，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百花齐

放，精彩纷呈。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组织“大保障”。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乡村包

保帮扶、干部管理、产业发展等工作机制。推动

每个专班和攻坚组对接项目，以项目建设为牵

引，用项目建设成果检验乡村振兴实效。今年以

来，累计实施村级集体经济项目57个，全县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将突破6000万元，村均收入

可达55万元。

完善村规民约。进一步提升村民委员会的

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组织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

设行动、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人居环境整治、农村

生态保护等重大任务，实现干群共建美好家园新

风貌。

松花江畔，青山如画。在有着英雄胜地、矿

泉名城、北国药都、森林王国美誉的靖宇县，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青
山
如
画
踏
歌
行

——

靖
宇
县
全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纪
实

靖
宇
县
全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纪
实

佟
鑫
佟
鑫

丛
逸
冰

丛
逸
冰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金
泽
文

金
泽
文

实
习
生

实
习
生

高
源
高
源

▶龙泉镇

大北山村木耳

产业持续发展

壮大。

松花江畔那尔轰镇沿江村的土地上，金灿灿的粮食正等待丰收。金美好 摄

◀赤松镇

清泉村葡萄喜

获丰收。

▲蓝莓产业已成为靖宇县

农民致富的“金色产业”、市场

青睐的“绿色产业”、助力发展

的“朝阳产业”。

▶吉林蓝域农业公司员工

正在对蓝莓进行分级包装。

靖宇县旺兴中草药靖宇县旺兴中草药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宋学满种植五味子喜获宋学满种植五味子喜获

丰收丰收。。颜爽颜爽 摄摄

▲小小蓝莓果，

变身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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