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以来，我省部分特产开始吸引

大众的目光，一场“农业大摸底”拉开序

幕。“农业特产大摸底，越摸越惊喜。”很

多原以为“遥不可及”的农产品，一时间

被发现居然是“自家”特产。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依托区域内农业资源、生态资源开

发区域内名优特产品，把小品种做成大产

业，既满足人们对食物的多样化需求，又有

效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我省除了众所

周知的人参、鹿茸、大米等主要特产外，多

种“隐藏款宝藏特产”同样为农业增效、农

村增产、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白山蓝莓

白山市盛产蓝莓，蓝莓在长白山区的

种植由来已久，野生品种俗称高山越橘。

白山市丰富的酸性土地资源、昼夜温差

大、空气洁净湿润、火山岩矿物质水源等

独特的天然环境，为蓝莓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基础，白山市蓝莓种植面积近

5万亩，年产量达4万吨，2020年“白山蓝

莓”就已经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集安冰酒

冰酒是一种甜型葡萄酒，采用在

树上自然冰冻的葡萄酿造，顺滑甜

美，富有蜂蜜香和果香，有“液体黄

金”的美称。位于长白山下鸭绿江

畔的集安市，气候条件温润。每年

12 月末，鸭绿江河谷的“北冰红”山

葡萄才被从树上采摘下来，进行酿

造。“北冰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特

产研究所经过 20 余年，选育出酿造

冰红山葡萄酒新品种，果实含糖量

高，酿出的冰酒呈深宝石红色，具浓

郁悦人的蜂蜜和杏仁复合香气，回

味余长。目前，集安市仅“北冰红”

的种植面积就达到 2000 亩，年产冰

酒200吨左右。

舒兰白鹅

都知道“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在

我省已经把“大鹅”“开发”到极致，

在舒兰市，除了鹅肉以外，鹅绒、鹅

毛、鹅肝、鹅火锅、鹅肝酱……全链

条发展白鹅产业。2023 年养殖量达

到 1000 万只，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鹅

养殖县。

珲春帝王蟹

虽然我省不是沿海地区，但是在海

鲜上，却有帝王蟹。珲春与朝鲜、俄罗

斯交界，是远近闻名的“海产城”。每天

早上，在中俄珲春口岸，一辆辆满载俄

罗斯帝王蟹的货车川流不息，在当地集

散后再通过数小时的空运物流抵达全

国各地。在省内，也可以乘坐高铁直达

珲春，去体验更多的海鲜美食。

延边松茸

松茸不仅云贵川有，我省松茸也是

驰名中外的。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也是我国松茸主产区之一，

出产的松茸以个头大、肉质细、色泽好、

味道香而驰名中外，成为我省特产之

一。每年8月，是新鲜松茸采挖销售的

旺季，延边州都有大批鲜松茸出口到日

本、韩国等国家，年平均出口量达90吨。

覆盆子

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中的“覆盆子”也是咱吉林省的特

产。覆盆子又叫“树莓”，被誉为“黄金

水果”，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市场价

值。其实，野生树莓在我省分布广泛，

俗称“拖儿巴”，树莓主要在我省延边州

安图县、通化市辉南县、白山市抚松县、

临江市等地作为特色产业，都有广泛种

植，并且很多种植基地实现了种植、加

工、休闲采摘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小龙虾

小龙虾主产区在南方，而如今，经过

科学家的努力，小龙虾一路辗转向北，成

为寒地黑土上的“新来客”。近年来，随着

我省对稻渔综合种养高度重视，“稻虾共

生”逐渐让种植生态稻的农民看到了商

机。小龙虾可以吃稻田里的杂草、害虫，

小龙虾和水稻一起生长，以虾促稻，粮虾

双赢。虽然我省小龙虾产量还远没有主

产区的规模，但也是我省水产专家不断钻

研实践攻关的成果，“稻虾共生”已成为农

民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羊肚菌

羊肚菌被誉为“食品之冠”，并有着

“菌中之王”的美称，是国内外一种著名

的高档食用菌，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羊肚菌人工培育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尤

其在我省引进时间较晚，受环境气候等

因素的限制，只在部分县域种植。目

前，我省的羊肚杆菌种植基地主要分布

在靖宇县、梨树县、东丰县、舒兰市、临

江市等地，每亩收入可高达9万元—12

万元，为当地重要的特色产业。

茭 白

茭白是一种水生蔬菜，在我国南方

深受欢迎。由于经济价值高，近年来，

全国多地掀起种植茭白热。位于我省

西部的松原和白城地区，水资源充足，

光照时间长且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茭白

个大白嫩、爽脆微甜，当地茭白种植已

经成为“响当当”的致富产业，一公顷地

纯利润能达到5万元。此外，种植茭白

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改良盐碱地。

“农业大摸底”惊喜频出，让我们一

起为那些默默辛勤付出、充满智慧的科

学家、农民等“耕耘者”点赞！

晒晒“隐藏款宝藏”
——我省特色产业盘点

本报记者 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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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盛世迎新春，五谷丰登庆丰

年。2月4日，以“农民的节日农民办 欢

天喜地关东年”为主题的关东村晚在吉

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拉开大幕。

吉林日报《翠花走千村》栏目组走进了东

风村，与这里的老乡们欢聚一堂，共同欣

赏在家门口举办的乡村村晚。

村里“活宝”当导演 演员是村民

在村里，大家都叫他老乐，他可是

村里的“活宝”，今年61岁的苏晓东

（老乐）在村里吹拉弹唱样样都会。2

月4日一大早，老乐早早就来到了演

出现场，对今天的演出做最后的彩

排。一个个节目单对照，村民喜闻乐

见的都要通过这次村晚展现出来。最

让人感动的是82岁的李淑芬奶奶也

来到了现场，当起了演员。上午10

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村晚拉开大幕。

东风村党支部书记郎宝民表示：过

去的一年，东风村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

展，整体面貌日益改善，发展基础持续夯

实，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翠花走千村》栏

目组走进村里，通过这个平台也让外界

看到了东风村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希望《翠花走千村》栏目真正走进老百姓

的心里，并祝此栏目越办越好。

表演乡土气息浓 看着挺过瘾

整场关东村晚在欢天喜地的开场

舞《开门红》中拉开序幕，歌舞、相声、

小品表演等30多个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东风村村民张志国说：“这是我们

村举行的第一届村晚，节目太精彩了，

气氛特别好，年味也十足。身边的邻

居们由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演员，

用心、用情、用力地表演，暖意浓浓，看

得非常过瘾！通过《翠花走千村》栏目

组让外界群众看到我们新农村建设的

新变化。希望今后多举办几次这种晚

会。同时，也希望今后《翠花走千村》

栏目组多来我们村看看。”

村晚接“地气”凝聚“村魂”

村晚为什么这样火？又该如何保

持“地气”凝聚“村魂”？吉林大学东北

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

东风村乡村振兴总顾问李恩说：“如今，

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都得到

了提升，乡村振兴蓝图已经绘就，乡村

振兴之路已经开启，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就是咱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咱们

说农民富的这个‘富’，不仅是指老百姓

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了。”

“村晚”不仅乐了人心，节目中还

穿插了有关传统文化的有奖竞答、写

春联送祝福和搓苞米、打草腰儿等比

赛环节，点燃了村民们参与活动的热

情。此次关东村晚当日在我省还有

16个村同时进行，并与东风村进行线

上连麦直播。旨在展示我省乡村振兴

和经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全面展

现新时代和美乡村新貌。

东风吹开振兴路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第九站“村晚”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明月照山海，花灯锣鼓喧。千村

披锦绣，良宵共团圆。

吉林日报彩练新闻《翠花走千村》

栏目重磅推出的“村花闹元宵”特色文

艺节目征集展播活动，于今年元宵佳

节当天盛装落地。

这是《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全体记

者以全媒体记录方式走进乡村特殊节

点的第十站，助力传播文明乡风和特

色民俗文化风情。

当天，全省各地乡村推出了精彩

纷呈的文化民俗活动，闹元宵、庆团

圆，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吉林村庄蔓

延。丰富多彩又年味十足的特色节

目，让人们在品味民俗文化魅力的同

时，更感受到传统元宵节的浓浓氛

围。精彩纷呈的“村花闹元宵”活动，

让各地群众尽享民俗文化大餐，共同

开启新年美好祝愿，共同奔赴新愿景、

新生活。

吉林大地，美丽乡村，此时此刻，

火树银花与欢庆锣鼓，穿越热闹非凡

的村庄，爆竹灯影流淌着喜庆的欢笑，

盏盏花灯照亮了美丽乡村的锦绣前

程，农民朋友脸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处处皆喜庆。大红的灯笼挂起

来，喜庆的秧歌扭起来，欢庆的锣鼓敲

起来……村舍间、村部里、街路上，人

们用质朴守护民俗，用传承沉淀文化，

用歌声赞美生活，用舞姿舒展希望。

欢天喜地闹元宵，红红火火庆佳

节。

在白山松水的这片厚重的土地

上，烟花璀璨，万家团圆，月笼山河，千

村共情……

秧歌扭起来！

唢呐向天，鼓槌微展，铙钹一震，

声从中来。

呼啦啦的风，卷起漫天雪，划过垄

亩冰河，穿过万顷良田。百十个手持

彩扇的农民，腰系丝带，与风共舞，激

情忘我，自然奔放。

他们在大东北的黑土地上，踩着

咯吱咯吱的雪，弓步向前，辗转腾挪。

势如流水，是跳跃的鼓点；声如落盘，

是响亮的铙钹；身姿舒展，是幸福的节

拍。

他们是一群厚墩墩的农民，厚重

得就像这片深情的土地。他们舒展希

望，尽展喜悦，将荡气回肠的乡间鼓乐

融进泥土里，在坚挺中，锁定目标，向

上生长。

歌声飘起来！

奏响了心声，唱响了时代，坚定了

脚步，是千年传承，弹奏的一曲丰收喜

“乐”。

他们用朴素的歌声，牵揽绿水青

山，传承厚重博大的乡村文化底蕴，用

一剂强音赋予这片土地一如既往的无

畏与执着。

他们用欢歌笑语，在一处处“村花

闹元宵”活动现场，叙家常，闻畅想；声

声鼓乐，交织成韵，如珠倾，似马骧。

他们在浓烈的乡村艺术中，碰撞了杯

盏，蓬勃了希望。

同一刻，他们用属于自己的极具

贴近感的乡村艺术形式，轻松自然、不

加修饰地歌唱生活，共庆元宵佳节。

一片天，一群人；一株稻，一块田；

一轮月，一季风。

都在这里，就在这里——

彰显着吉林奋进新时代的铿锵步

履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壮美诗篇！

（请点击彩练新闻客户端乡村振

兴频道“村花闹元宵”活动专题，更多

精彩视频在等你。）

月笼山河 千村共情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第十站“村花闹元宵”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任胜章
▲舒兰火红的秧歌闹元宵。

（舒兰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为吉报翠花走千村栏目“走向

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第九站。

（东风村供图）

本报讯（孙东禹）连日来，国网延

边供电公司党委深入推进“党建+优

质服务”工作，将党建工作同供电服

务深度融合，主动对接种植、养殖企

业，详细了解用户需求，通过采取上

门服务，认真对企业生产用电设备进

行检查，保障企业生产“电量满格”，

为企业冲刺新年“开门红”提供坚强

电力支撑。

在延边方道养殖专业合作社，国

网延边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对

配电箱、漏电保护器、供电线路等设

施进行了仔细检查、红外测温，详细

了解企业用电负荷和用电需求，并宣

讲了安全用电知识。

“从春节到现在，供电公司技术人

员多次主动上门为我们检查用电设备，

解除我们用电的后顾之忧，有了他们的

保驾护航，我们后续接的订单，就没问

题了！”延边方道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介绍，该合作社现有养殖大棚30栋，

天然养殖池4个，养殖种类包括鲟鱼、

武昌鱼等共计150万尾。春节期间，他

们养殖的水产供不应求，现在每天都有

客户下订单，而鱼苗离不开氧气，企业

发展更离不开可靠的电力供应。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公司党委将坚持党

建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进一步提升

服务品质，优化服务举措，当好电力

“先行官”，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电力支撑。

“党建+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

桦甸元宵晚会现场。

（资料图片）

记者王春胜在“村晚”现场。

（资料图片）

“村晚”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