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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东北农村的年货大集上，人群熙攘，买卖

兴隆。近日，记者走访我省多地年货大集，从这浓郁的人

间烟火气中，感受人们对新生活的新期盼，领略年货大集

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百年大集年味浓

春节期间，农安县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浓浓的年味

儿散发在城乡的每个角落。这几天，记者在农安县前岗

乡鲍家大集上看到，吉祥的“福”字、糖果、干果、冻货、蔬

菜、海鲜等年货，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一站式满足群众的

各种所需。各个摊位前选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记者穿

行在人群中，感受着浓浓的烟火气。

记者了解到，鲍家大集从形成至今已经有200多年

的历史。在省商务厅、市县商务局开展的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前岗乡完成了鲍家集贸市场第

4次改造的一期工程建设。现在，迁移到市场外部的商

户，已全部移回市场。改造后的鲍家大集，市场面貌焕然

一新，商户经营规范有序，摊点布局更加合理，来往群众

的购物体验大幅提升。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里也配备了鲍家村电商物流中

心服务站。鲍家村电商物流中心服务站是2019年末农

安县城乡高效配送第一批试点服务站，开通了网货下乡

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提供县、乡、村三级物流

配送服务。2020年，农安县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建设，鲍家村在物流服务站的基础上，先后升级了

8个电商服务站。

据农安县前岗乡鲍家村党总支书记臧洪雷介绍，鲍家

大集每年进入腊月，集市就更加热闹，叫卖的、闲逛的、送货

的、选购的、打卡拍照的……人们怀着对鲍家大集的情有独

钟相聚在此，享受着浓浓年味里的喜庆与欢乐。如今，农安

县鲍家大集已成为颇具历史底蕴的一个乡村大集。

助力冰雪消费季

为助力吉林冰雪经济发展，提升“吉字号”供销特色

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满足新春佳节广大消

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春节前夕，省供销合作社在

吉林市、安图县等地举行“吉地过龙年·吉品进万家”2024

冰雪消费季年货大集系列活动。本次年货大集是省供销

合作社2024年开展“吉字号”农产品“进千家万户、上百

姓餐桌、装群众口袋”供销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省供销

合作社科教社团处副处长宋寒介绍说：“全省冰雪季活动

百花齐放，我们也要积极融入，希望借此活动为2024年

全省冰雪消费季增添活力，助推我省冰雪经济发展，向当

地城乡居民以及全国游客宣传推介销售吉林特色农产

品，提升‘吉字号’供销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为百姓带来实惠，为产品打开销路，满足新春佳

节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

“在网上看到这个活动，特地过来看看，感觉很满

意。有这么丰富的特色产品，我可以给外地的朋友们买

一些特产，还可以直接邮寄，十分方便。”来吉林市游玩的

游客王先生对记者说，活动现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吉字

号”农产品优惠促消费活动，广大游客、市民在欣赏精彩

的文艺演出同时还可以品鉴美食。“吉地过龙年·吉品进

万家”活动采取线下推介、线上支付、现场品尝、送货到家

的方式，这种创新的购销方式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

“小集市”激活“大能量”

春节前后，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农文旅融合“年货大

集”在乐山大集广场热闹开集。摊主们纷纷摆出自家产

的“宝贝”，就连展台前的宣传语也是接地气暖人心，满是

人间烟火气。

商贩刘女士说：“进入腊月，我都会到这摆摊，这里老乡

多，东西卖得快，我也多了一条增收的途径。”集市上一派热

闹繁忙的景象，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采购，穿行在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浏览着一个个摊位，热闹非凡的集市全面展示了

独有的乡村特色。来这里赶集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些年，集

市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齐全，质量也很好，价格

很便宜。每一次赶集的时候，他都来买一些东西。

在永吉县西阳镇商贸大集上，大清早出摊的商贩犹如

“行军布阵”一般，纷纷进入“预定阵地”抢占商机，商贩们的

吆喝声热情似火，顾客也被吸引到不同的摊位，各式各样的

调味品、水果蔬菜、生活用品、服装鞋帽等商品目不暇接。

“我们这跟城里的菜市场不同，这里没有精美的品牌

包装，好多的产品都是农村土特产。有时候遇上熟人抹

个零、再赠送点东西，都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这的老百

姓很喜欢在大集市上买东西。”商贩说。

多年来，我省各地乡镇一直保留着“赶大集”的传统，

不仅方便了百姓生活，更是为人们保留一份“人间烟火

气”。乡村市集逐渐成为促进消费增长和推动乡村产业

兴旺的重要载体，它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为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增添了动力。据了解，在东北有很多具有百

年历史的传统大集。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借助农

村大集深耕历史文化，进一步推进“以农助旅、以旅兴农”

深度融合，打造区域特色乡村文旅品牌，擦亮农文旅融合

发展新名片，让乡村大集成为推动乡村旅游新亮点、乡村

振兴的新增长点、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乡村振兴新图景
——走访年货大集

本报记者 王春胜

张彦南是松原市乾安县赞字乡三洁村村民，在别人

都不敢搞养殖的时候，他一头扎进养殖行业，经过几年摸

爬滚打，不仅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

大户。

张彦南中专毕业之后，到长春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名

工人，虽然待遇不错，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他总想回农

村发展。张彦南说：“新时代新农村要有新面貌，我总觉

得自己的未来还是在农村。”

2016年，张彦南放弃稳定的工作回到三洁村，他提

出想“养羊”，可是家人和村民都不赞成。时值肉羊养殖

的低谷期，很多人不敢去碰这“烫手的山芋”，但张彦南有

自己的想法，“现在市场不景气，养殖的人少，随着国家出

台政策，羊的价格一定会上涨，现在正是入手的好时机。”

张彦南直接买了800多只羊羔，就是这次决定改变了他

的命运，和羊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当年市场回暖，这800只羊给他带来了非常不错的

收益，接着他又养了第二批、第三批……但是随着养肉食

羊的人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小，他开始动摇了，“是否要

继续养殖肉食羊？”

就在张彦南犹豫不决的时候，2018年他参加了乾安

县职业教育中心组织的农民培训学习，这次学习让他对

养羊有了新的认识。学习归来，张彦南开始养殖基础母

羊，当时最高存栏量300多只。同时，他结合学习时认识

的专家给出的建议，冷静分析市场，养殖基础母羊给张彦

南带来丰厚利润，这些思路都来自不断地学习。虽然养

羊市场时有变化，但是基础母羊基本没受影响，他根据形

势逐渐降低存栏量，只留100只左右基础母羊，等到市场

一有回暖，马上增加存栏量。

2019年，张彦南又一次参加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举

办的现代农艺技术学习班。2020年，他又种植了大田玉

米300多亩，牢记培训老师所说的“三分种地，七分管

理”，将先进的种植管理理念应用到实践当中。

张彦南看到以往有农民花了高价却买到劣质化肥、

种子，导致一年到头白忙活。他想从农资着手，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选用优质的种子，自己做实验，专门

开辟了一块试验田。

“我们这里的土壤是黄土，还有点暗碱地，所以我们

种植的玉米种子比较特别。”张彦南合理地使用化肥，因

地制宜，测土施肥，科学种植。2023年，张彦南种植500

多亩玉米，间接推广种植2万多亩，统购化肥600多吨。

2022年，张彦南参加了吉林省第一届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培训“头雁”项目学习，在学习中认识了更多农业

“大咖”。“他们是乡村振兴中的领头雁，我要向他们学习，

尽快带领乡亲致富。”

张彦南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热衷学习的新农人，

新的一年他坚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闯出一条属于他的

农业富强之路。

勤学善思的新农人
——记松原市乾安县赞字乡三洁村张彦南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记者走进临江

市四道沟镇三合城村。谈起自己的村子，村民

们脸上挂着笑意，都很乐意和你聊上几句村里

的大事小情，朴实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骄傲和

自豪。

3年前，三合城村刚摘下省级贫困村这个沉

重的帽子；3年后的今天，他们村已经是临江市

集体经济冲击百万元大关的重点村、模范村。

“说到我们三合城村的变化，我感触很深。”

村民刘广秀语气真挚，眼神明亮。他说：“以前

一到冬季，大家都找不到活干，不是打麻将就是

东家串西家，闲话一箩筐。孙书记上任后，村里

产业多了起来，冬天大家在大棚里种山野菜，既

增加了收入，还多了一份集体荣誉感。”

近年来，三合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带领村

“两委”班子，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立足

抓产业、促发展、保环境、惠民生的目标，在村里

大力推广“棚膜经济”，成立了“欣荣合作社”，寓

意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他们充分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擎”

作用，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为目标，

利用4栋温室大棚和一座冷藏保鲜库发展反季

节山野菜刺嫰芽种植项目。

三合城村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带动30多户村民以地入股，发掘拓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成功带动了本村及

周边村劳动力就业及绿色产业发展，实现村集

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

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三合城村以创建

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省级精神文明村为目标，持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全村修复田间道路4.5公里，扩种

花草树木1000余棵，完善村内绿化美化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排污井

8座，持续开展乱搭乱建、乱倒乱弃、乱堆乱放等整治工作。制作发放

《创建美丽庭院，助力乡村振兴》倡议书300余份，将全村70%以上常住

户打造成干净人家、美丽庭院，让村民们在文明、和美、健康的环境中，

体会新时代新农村源源不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走进三合城村村部大院，振奋人心的锣鼓敲起来，热闹火辣的东北

大秧歌扭起来，他们正在为临江市龙年元宵佳节的秧歌比赛做准备。

记者未曾得见古诗中“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的乡村四月，

却在寒冬腊月中感受到“白雪茫茫绿野地，秧歌声里鼓暄天”——这份

专属于三合城村欣欣向荣的春天。

走
进
欣
欣
向
荣
的
春
天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梨树县小宽镇，一片片翠绿的君子兰在花农

的精心培育下竞相开放。不同于以往的售卖，最近几年这里的君子兰

销售转战线上，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将这份春意传递到千家万户。走进

小宽镇静茹君子兰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被一幢幢装饰着红灯笼和春

联的花棚所吸引。在这里，君子兰养殖户正忙碌着通过手机直播、网店

平台等渠道进行在线销售。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传统的花卉销

售焕发出新的生机。

静茹君子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春静高兴地说：“我们合作社

共有玻璃温室全自动花卉大棚4栋，能够培育君子兰小苗10万株。现

在我们不仅做线下销售，还在线上开通了快手、抖音等平台直播销售，

线下我们与江苏的花卉市场建立了合作关系，年销售量达到10万株，

年销售额达到200万元。”

小宽镇的君子兰在线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李春静小两口的

创新和努力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打开

了新窗口。小宽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镇将聚焦农村电商发

展方向，坚持“电商+农产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重点扶持和鼓励以静

茹君子兰合作社为首的特色产业线上销售模式蓬勃发展，打造电商直

播培训基地，培训电商直播技术，培育电商人才，结合水稻、地瓜等本地

优质农产品优势，上下齐动、左右联动，打通堵点、解决难点，激活燃点、

创造亮点，全力推动小宽镇电商事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创业

就业渠道，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君子兰“在线”绽放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冬日清晨的村庄，升起袅

袅炊烟。家住龙井市开山屯镇子洞村的乔维贤吃完

早饭，便骑着三轮车上班了。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他在家门口端起就业“饭碗”，就近把钱挣了。说起

自己的工作，乔维贤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经过几分钟的车程，乔维贤到达上班地点——

子洞村豆油加工厂，与另外两位村民会合，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打扫卫生、擦拭机器、清点黄豆……

为新一天的榨油工作做准备。待村党支部书记于

洪波到位，榨油机器便开始运转。“把分拣好的黄

豆倒入机器里，待烘干炒熟后就可以榨油了。”乔

维贤对记者说，在豆油加工厂工作，力气活儿不

多，主要是盯着机器，其间再干一些杂活，从早晨8

点到下午4点，每天工资100元。“在家门口从事简

单的体力劳动把钱挣到手，多亏政府的照顾。”乔

维贤感慨地说。

乔维贤家里共有1.6亩地，由于地少、经济收入

低，脱贫攻坚期间，他被列入贫困户。后来，在党和

政府以及包保单位的帮助下，他养起了兔子，还享受

了农村合作医疗、低保等政策，顺利脱贫。乔维贤

说：“如今，我有流转土地的钱，领着养老保险金，还

在村里干着一份保洁工作，再加上在豆油厂的工作，

日子过得很有奔头。”

记者了解到，子洞村豆油加工厂成立于2023年

7月20日，2023年12月开始试运行。厂房面积200

平方米，设备投入20万元，目前带动脱贫户3户，日

加工黄豆2000公斤，日产出豆油量260余公斤。“我

们用的黄豆85%从本村农户手中收购，15%的黄豆为

开山屯镇其他村的，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6

万元。如今，子洞村还有光伏发电、有机肥厂等产业

项目，村集体收入可达48.2万元。”于洪波说，豆油

厂雇用的3名工人都是村里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干

的活不是很累，还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近年来，龙井市开山屯镇不断优化乡村产业业

态和创业环境，出台多项惠农政策，着力培育发展高

效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电子商务等乡村特色优势

产业，通过抓产业、促就业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在家门口稳端就业“饭碗”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记者来到通榆县开通镇东郊村，走

进温室大棚，满园春色映入眼帘，村民们穿梭其间采摘、捆绑、装

袋，忙得不亦乐乎，丰收的喜悦在温暖如春的温室里弥漫开来。

一栋栋温室大棚就是一个个“聚宝盆”。在东郊村的温室大棚

内，有白菜、香菜等多种冬季市场畅销的蔬菜。

春节这几天，村民张金龙家的温室大棚内的白菜长势喜人，引

得不少域外客户前来采购。

“棚膜蔬菜一年可以种好几茬，特别是冬季蔬菜市场需求量

很大，全年收入能达到4万元，经济收益很可观。”村民张金龙高

兴地说。

目前，东郊村共有203栋大棚，棚室瓜菜种植面积达186.54

亩，年产柿子、黄瓜、豆角、香菜等150余万斤，人均年收入1.5万

元，所产蔬菜远销各地。

近年来，东郊村大力发展棚膜经济，既丰富了百姓的菜篮

子，又鼓了农民的钱袋子。村“两委”班子从大棚建设、育苗栽

秧、田间管理、技术指导等方面入手，不断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让村民不仅成为大棚种植的“土专家”，更成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劲力量，实现了农民一年四季都有收入，促

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棚膜经济拓宽致富路

党建引领“村网共建”

本报讯（张薇薇 李欢）近年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坚持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实施“党建+村

网共建”工程，进一步延伸乡村供电服务渠道，提升村民电力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该公司党委聚焦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组织各乡镇供电所党

支部主动开展村网对接融合，依托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组织专业党员

定期与村委会电力联络员召开用电安全分析会，协同解决具体用电问

题。与此同时，他们组织相关专业部门党支部开展安全用电、电力设施

保护宣传，收集村民用电需求，不定期为孤寡空巢老人开展上门服务及

安全用电检查，及时宣传电力惠民政策，让村民享受优惠电价。深化

“党建+村网共建”工作模式，推动实施电力客户“零距离服务”，不断为

乡村振兴“充电赋能”。

深入田间地头普法

本报讯（韩宜廷）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干警深入田间地头，近距

离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干警们来到露水河镇乡村发放法律知识宣传手册。他们对村民提

出的起诉应诉等程序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此次法治宣传

进乡村活动，对维护村民切身利益，加强法治乡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省供销合作社举办的“吉地过龙年·吉品进万家”2024冰雪消费季年货大集活动。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春节期间，国网磐石市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到磐石市吉

昌镇吉昌村、冰窖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上面粉、豆油以

及新春祝福，嘱咐他们安全用电。 赵恩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