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药进村暖民心

本报讯（刘洋）“最近，感冒咳嗽的人特别多，村干部及时通知

我们领取免费药物和健康包，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温暖。”通化市二

道江区鸭园镇二道沟村张红收到药物非常高兴。

近日，通化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代表和初建美志愿者服务

队看望了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二道沟村的驻村干部，并为有长

期病患的村民送去了医疗药品。“联谊会和服务队一直很关注村子

的发展，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过很多帮助。这次送药进村，非常

及时和暖心！”驻村第一书记王磊说。

保障种植基地温暖过冬

本报讯（隋鑫 黄世奇）“喂，是薛哥吗？我是沙金村的徐建美，

我家屋里好好的，大棚突然没电了，好像还是之前那个问题，现在

天儿凉了，大棚不能升温秧苗就全毁了，我又没找到电工解决，你

们快来帮我看看吧！”这是日前国网白山供电公司湾沟镇供电所薛

兆平接到辖区种植基地打来的求助电话。

薛兆平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与供电所所长进行商议、判断停

电原因。依据日常“义诊”的情况，判断为大棚电缆短路导致停

电。为了尽快恢复用电、降低农户的损失，他们立即召集青年志愿

者赶往韭菜种植基地，进行现场勘察，查找故障点，最终确定是室

内空气开关导致大棚的电缆短路发生停电。在冬雨交加的北风

中，青年志愿者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终于将故障处理完毕，成功恢

复送电。由于送电及时，基地蔬菜基本“无恙”。

劳务起纠纷 调解促言和

本报讯（门春晓）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诉前调解室当场调

解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今年7月，段某在高某、孙某、任某承包的蓝莓地摘蓝莓，工作

时不慎被地里的杂物绊倒，造成左臂骨折。段某出院后，暂时失去

劳动能力，与高某等人协商赔偿相关损失，协商未果诉至法院。人

民调解员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到调解室进行协商，调

解员从段某年龄较大、无子女且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无法劳动无经

济收入等角度出发，耐心向当事人阐释法律规定、责任担当等问

题，最终高某、孙某、任某同意给付段某住院费、医疗费等共计3万

元，双方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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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短波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任胜章）近日，记

者来到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远远望

去，一栋栋果蔬大棚铺展开来，格外壮观。

连日来，气温骤降，村民们正在抓紧时

间为葡萄树进行保护性作业，绑枝、下架、

埋入土中，葡萄园里一派忙碌景象。村民

黄国丽告诉记者，自家种植一亩半葡萄树，

年收入超过5万元。

近年来，临江市水库移民服务中心投

入资金，为村民建设了果蔬大棚，鼓励村民

发展葡萄产业。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

立足自身优势和棚膜种植经验，在移民部

门帮助下，不断把新品种和现代化种植理

念引进乡村，绘制出移民村发展崭新蓝图。

今年，望江村蔬菜大棚为村集体增收

15万余元，实现了村集体和移民群众“双

赢”。目前，望江村蔬菜大棚内，第二批约

5000余株蔬菜作物又到了收获期。

在水库移民部门的帮助下，在大栗子

街道带领下，望江村依托自身独有的地理

条件，大力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形成一

个个立足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每年八九

月份，走进临江市的大街小巷，不论是农贸

市场还是路边摊位，望江村的葡萄、桃李等

农特产品随处可见。

据了解，今年望江村葡萄累计种植面

积400余亩，桃李种植面积500亩；葡萄产

量达20万斤以上，桃李的产量更是达到

200万斤，为望江村农户带来600多万元

收入。

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助力移民走

上致富路。如今，望江村的农特产品，开始

进入更多消费者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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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日子穷、环境差，村集体

经济收入年不足 5 万元，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曾

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龙泉村不断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经济发展生机盎然，农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

初冬时节，龙泉村街巷洁净、庭院干净整洁,

公园冰雪如画，村里弥漫着煎饼的香味。凭借着

龙泉煎饼这张名片，这个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村民王洪涛和爱人都在煎饼厂上班，一年能增收

2万元左右，小日子越过越好。

据了解，龙泉村煎饼厂项目共投资 230 万元，

通过“企业+农户+基地”的模式，带动村民从事煎

饼产业，10 余户脱贫户在这里务工。为了推陈出

新，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公司定期开展培训，村

民在稳定增收的同时也增加了一门致富本领。

目前，占地 670 平方米的煎饼生产车间，日产

量达到 500 多斤。通过推广，原本并不起眼的大

煎饼 ，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了稳定销

路，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柏金凤告诉记者，龙泉村

积极探索发展“村集体+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

模式，以村党支部为主导、企业订单式销售、农户

就业分红的形式，带动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立

足于煎饼厂、大米农场等村内稳定的产业项目，

根据村子的资源和优势，持续发展“光伏+”复合

产业，今年试营的“光伏+水蛭”项目，预计为村

集体创收 5 万元。同时，乘势领办“大米生态农

场有限公司”和“冰泉木耳产品有限公司”，其中

大米农场种植面积达到 8 公顷，木耳种植数量 8

万余袋，大大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带动了乡亲们

致富。

安图龙泉村：产业兴 面貌新 百姓富

近年来，农安县委、县政府围绕打

造集田园风光、乡土文化、水乡韵味于

一体的“长春后花园”的目标，结合自身

资源禀赋，以“水”为题、以“水”兴县、以

“水”兴农，不折不扣做好“水文章”，一

幅锦绣灵动、生态宜居的水美乡村画卷

正徐徐展开。

做优“水景观”

激活“水经济”

近年来，农安县以水系为脉络，串

联特色产业、美丽乡村，以绿色生态为

底色吸引八方游客，不断完善经济发展

的绿色引擎，进一步推进全域旅游提档

升级，把水系沿岸建设成乡村旅游、休

闲度假的高品质场所，形成水、农、居、

旅和谐相融的生态发展新画卷。

初冬，漫步在农安县太平池旅游度

假区，用金叶榆打造的两条龙形的景观

带代表着农安县既是古城黄龙府，又是

中华第一龙“玉石龙”的出土地。夏秋

时节，行走在太平池度假区，一股清新、

淡雅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坝下花海占

地面积16.5万平方米，主要栽植串儿红

等花卉共 500 万株。顺台阶来到堤坝

下，在水上建设的木栈道、古朴的凉亭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不少游客

到这休闲散步。“现在环境变好了，还修

建了灯光隧道，每天晚上我都和家人过

来遛弯、锻炼身体 ，感觉生活丰富多

彩。”家住太平池旅游度假区附近的村

民说。

注重保护水资源，以水造景、以景

养水、以水生金，规划建设了连湖状水

池。太平池旅游度假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经过设计，整理成现在的连片小型

水池，池中有岛，岛上种树、设凉亭，池

下种荷养蛙，取名荷塘月色，“日间看荷

赏美景，夜间赏月听蛙声”。池上架设

观景平台和木栈道，方便游客观景和

“打卡”拍照。由于连湖状水池南北高

差较大，通过建设拦水坝，使得南面水

多时自然溢出，形成一条小型景观瀑

布。湖心岛还设有3座凉亭。今年栽种

了荷花，应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的意境之美。入夜，天幕渲

染出一幅淡青色帷幔，数万盏灯影幢

幢，浪漫地沿着灯光隧道细观风景，交

相辉映、叠翠泛青，多彩地演绎着乡村

振兴的故事，展现着让人怦然心动的诗

意情境……

谋划“水项目”

做足“水业态”

在太平池旅游度假区水南岸，扩建

的游船码头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扩建后，码头容量能够同时停靠十几艘

游船。太平池旅游度假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采购的画舫船已经到位3艘，

还有13艘画舫和5艘龙舟会陆续到位。

水“活”起来了，带动周边的景美起

来、人富起来，也极大地提升了防洪效

益。太平池水库为跨流域引洪蓄水工

程，流域内有新凯河和翁克河两大河

流。水库大坝全长5900米，总库容1.65

亿立方米，是灌溉养鱼综合利用的大

（Ⅱ）型水库。水库内及周边水域鱼类资

源丰富，经查明有鱼类 22种，年产淡水

经济鱼2000余吨。水库周边野生植物丰

富，可统计的野生植物190余种，以芦苇

和蒲草居多；水库是候鸟栖息地，共有鸟

类140多种，以鸥类、鸭类居多。每当夏

季来临，太平池芦苇青青、万鸟翱翔的景

象让人流连忘返。

正在修建的太平广场中央是一尊雕

有“太平盛世”的大鼎，预示着农安人民

生活在太平盛世。鼎高达18.462米，是

太平池淹没线184.62米的十分之一。广

场四周是刻有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墙。今

年打造了两条环路，内环塑景，连接八大

景观：黄龙古城、音乐公路、荷塘午照、影

视基地、北方三亚、芦荻渔村、太平舫以

及云桥春晓，八大景观，串珠成线，以池

水为载体，打造滨水旅游目的地。内景

兴产，外环促农，与“千亿斤粮食”农安示

范区的建设同频共振，联动4个乡镇、10

个行政村、39个自然屯，共同探索和美乡

村建设有效途径，深入实施和美乡村建

设行动，打造“和美太平池”乡村振兴发

展幸福示范区。

全力打造“东北水秀第一城”

农安县太平池度假区以太平池水库为

基础打造，太平池水库水域面积34.3平方

公里，是我省十大水库中唯一的非水源保

护地，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湿地公园名

录。依托这些独有的自然资源条件，农安

全力打造“东北水秀第一城”。

农安县合隆镇党委书记林清远表示，

要继续巩固水美乡村的建设成效，努力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让“河清、水畅、岸绿、

景美”的水美乡村，成为推动农安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民心，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真正让绿

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目前，农安县旅游规模景区共有 8

家，旅游人数逐年递增。在旅游发展

中，农安始终注重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合隆镇海之恋广场、陈家店热带庭院经

济及教学研旅游项目日渐成熟，与正在

建设的太平池旅游度假村全域旅游形

成合力，使乡村旅游不断焕发新活力。

水润田园织锦绣
——农安县发展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走笔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长白县马鹿沟镇马鹿沟村位

于我省东南部，长白山主峰南麓，鸭绿江最上游，属镇中

村，物产丰富，矿产资源有煤、高岭石(长白玉)、石灰石、

明矾石等，其中高岭石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马鹿沟村“两委”干部立足物产资源丰富等

独特优势，发展以大豆、玉米等优势农作物为主的种植

产业。通过深入踏查，发掘马鹿沟村蜂蜜产品及刻石文

化两大优势产业，打造民族特色长白石小镇，发展特色

旅游。马鹿沟村蜂蜜产品多种多样，包含土蜂蜜、椴树

蜜、百花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年产量及销量可观，是拉

动马鹿沟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姿百态的刻

石具有较高收藏价值，远销朝鲜、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深

受文玩爱好者及收藏家喜爱。

激发村民动力，致富带头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农

民齐晓燕夫妻，依托马鹿沟村特色矿产资源，开办了长

白特色石头店，通过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推广

销售。村民姜国平利用蜂产资源，创办姜氏蜂蜜企业，

建立起蜂蜜产品全产业链，生产的土蜂蜜、椴树蜜、百花

蜜、蜂王浆、蜂花粉等产品，深受顾客喜爱。村民冯金全

通过种植10亩长白县特产蓝靛果，成为马鹿沟村致富

带头人。

在村“两委”班子和致富带头人带领下，村民还有

序开始从事路边经济。有的在街角路边卖起瓜果蔬

菜和雪糕冰棍等，有的在自家店铺里开设了下午茶，

更多的村民将自家农产品纳入电商平台，开启了直播

带货。

长白马鹿沟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为确保安全供电，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一线保电人员深入

乡村在220千伏农前线61号杆塔附近进行雪中特巡。 吉翔泽 摄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全省“千村

示范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通榆县向

海乡复兴村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在

强基础、兴产业、美环境等方面闯出

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路。

夯基固本，“三资”清理实现新突

破。为了加强村集体经济收入，通榆

县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深

入推进农村“三资”清理工作。向海

乡复兴村2023年仅通过“三资”清理，

村集体就收入135万元。另外，实施

盐碱地开发水田项目，带动村集体增

收32.8万元。通过多措并举，今年集

体收入预计可超过200万元。

复兴村多业并举全力打造乡村

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是大力发展肉

牛产业。依托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

采取“乡村自养”模式，由乡政府牵头

组建合作联社，15个村利用贷款和光

伏补贴资金入股买牛1500头，5年内

收益用来支付运营费用及偿还贷款，

5年后每村每年可增收 200 万元以

上。二是壮大庭院经济产业。积极

做好“小庭院”这篇大文章，由村集体

统一出资购置辣椒苗与地膜，组织农

户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2022年共带

动125户农户户均增收2500元。三

是发展电商新业态。抢抓农村电商

发展新机遇，建设复兴号电商便民综

合服务站，实现了快递物流直接入

村。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

式，2022年总销售额达42.47万元。

复兴村以“建管结合”的方式大

力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按照“创建、

巩固、提升”的思路，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2022年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300余

吨，栽植柳树3000余株，种植鲜花3.5

万平方米，建设一屯一景4处，铺设水

泥路2200米。同时健全长效管护机

制。建立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巡查等

制度，由村委班子成员主抓，网格长

及巡查员巡查，常态化开展村屯环境

管护。

通
榆
复
兴
村
着
力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农安县太平池旅游度假区。 （资料图片）

本报讯（刘思源 江岩）近日，为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工作，

集安市太王镇河长制办公室联合环保办在阳岔村进行了“我知晓

我参与我奉献全面贯彻落实河长制”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出动工作

人员15名，发放宣传品3类共计200余份，进一步形成人人保护水

资源，营造了全社会关爱河道、保护河道、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良

好氛围。

活动中工作人员耐心地向群众讲解河长制相关知识，并解答

群众提出的问题，引导群众增强爱水护水意识，同时提升了广大村

民保护河道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在今后的工作中，太王镇将继续加大对“河长制”的宣传力度，

号召和带动更多民众参与到爱河护河的行动中，展现太王镇辖区

河道的新面貌。

集安太王镇全面落实河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