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长春市九台区波

泥河街道清水村，清新的

气息扑面而来。

近年来，清水村靠发

展园艺、苗木经济等特色

产业，打造“温泉+”度假养

生旅游产业集聚区，拓宽

强村富民发展之路，现已

成为集农旅观光、休闲养

生、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为

一体的美丽乡村，也是九

台区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

名片。

清水村现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10个、家庭农场8

个，村民人均收入2.2万

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文明村。

“我在这里打工八九

年了，一年能赚八九万

元，日子越过越红火。”今

年55岁的马玉香一边种

植松树苗，一边与记者闲

聊。她说，当年是单书记

带领他们以“金色家园”

苗木示范园区为引领，建

立起“苗木花卉博览观光

产业园”，实现了镇域产

业创富。

单海龙，是清水村党

总支书记。“如今，清水村

已是远近闻名的花木新

村，苗木花卉产业欣欣向

荣，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

让村民从苗木产业中受

益，更为生态文明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他对记者

说。目前，清水村苗木花

卉种植面积已达 220 公

顷，畅销东北、华北、西北，占全省70%以上份额。这

里，已经从低端、粗放的单一种植销售，发展成集苗

木观光、展销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走在清水村平坦整洁的乡村小路上，路旁一排

排绘制着美术作品的村舍，一座座精致的联排民宿，

格外引人瞩目。

这里“房屋做民宿，住宅成风景”，是远近皆知的

网红“打卡”地。2023年，清水村利用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机遇，探索实践“民企共建联营”“企业自

建”的创新模式，打造“香叶谷温泉民宿项目”一期工

程。

“我们计划将本村的温泉资源开发利用向波泥

河街区延伸，将波泥河打造成特色温泉小镇。”单海

龙告诉记者，他们将着力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休闲乡村，营造“山水画、田园诗、

文化歌、民俗风、生活曲、梦幻情”的意境，逐步实现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美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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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安县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新路径，调动各

乡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力发

展万寿菊特色种植，打造“美丽经济”，在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提

升的同时也惠及了当地百姓。

“美丽经济”新产业

农安县按照“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功能定位，坚持兴

产业强工业，把万寿菊产业确定为打造亿级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全产业链之一，着力培育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产业板块强基础。去年，全县种植的万寿

菊累计交售鲜花5万吨。

为高质量按计划完成万寿菊种植任务，农安县坚持高位谋

划产业布局，政府与企业无缝对接、合力推动。全县上下统一

认识，下好打造万寿菊亿级全产业链“这盘棋”。农安县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达到全产业链发展目的，农安县积极

引进万寿菊种植技术成熟、生产加工工艺完善的山东诸城外贸

有限责任公司，以该企业为龙头，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的

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订单生产，实行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

管理。县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统筹规划、育苗、技术指导，村集体

合作社组织种植、田间管理，各涉及乡镇协助青贮点选址、鲜花

交售，吉林绿色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农安县伏龙泉注册成

立加工企业，负责收购和加工。

万寿菊作为全新打造的产业链，在主要种植环节，农安县

建立县乡村、各有关部门、专技人员联动包抓万寿菊产业发展

机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万寿菊田地指导育苗、移栽、

管理，示范带动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县农业农村部门由班

子成员分片、科级干部包抓22个乡镇，包抓技术人员实行挂牌

作战；乡镇班子成员和科级干部蹲点包抓片区、村党组织书记

包抓区域、镇村组干部包抓地块的“三包”责任机制和“支部帮

抓、党员帮干、公司帮技”的“党建+产业”发展模式，在万寿菊苗

木移栽、施肥施药、采摘贮存等关键节点做到行政技术指导双

包制，确保万寿菊种植工作有人抓、能抓好、见效益。

增收致富“新路径”

旋地、搂平、撒籽、覆土、浇水……在三盛玉镇西林村万寿

菊育苗基地打工的村民们正有条不紊地种植万寿菊，大棚里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开展万寿菊特色产业育苗已经多年，具有成熟的经

验，今年育苗工作启动早、谋划实，采用大棚的方式从4月初开

始育苗。目前，14栋大棚全部育苗万寿菊，504万株的育苗任

务预计这几天就能全部完成。”吉林绿色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部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吉林绿色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农安县建

有23个育苗基地，今年该公司向全县各乡村交付万寿菊花苗

8500万株。

万寿菊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茎直立，叶片羽状分裂，

裂片呈椭圆形或披针形，头状花序单生，花序梗顶端棍棒状膨

大，花期7—9个月，具有药用、食用和观赏等价值。

万寿菊在农安县规模种植已有多年历史，在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的同时促进了农民增收，其全产业链发展已经成为提升当

地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2023年，三盛玉村二道沟子屯70岁的村民任福洪，从7月

初到9月末，利用闲暇时间采摘村道两侧菊花，共收入5000余

元。万寿菊平均亩产2000多公斤，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果园

地即可种植，实现就近就地增产增收。

发展旅游“新名片”

万寿菊产业作为全民产业，在育苗、栽植、采收的每个环节

用工集中、用工量大，特别是在7—9月采摘旺季，需用劳动力

1.8万多人。万寿菊全产业链建设在推动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农安县各乡镇村屯的人居环境，乡村街

路盛开的片片万寿菊，成为吸引游客走进农安“打卡”的新景

点，金色花海已成为农安县旅游的新名片。

目前，农安县万寿菊亿级全产业链已构建起“育、种、管、

产、加、销”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下一步，将以稳定面积、

主攻单产、提高总产为主要目标，总交售鲜花数量保持在50

万吨以上。

吉林绿色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投资建设的农安县

万寿菊全产业链项目生产加工基地，坐落在农安县伏龙泉镇

特色产业园，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生产车间2栋，共计1.1

万平方米，主营万寿菊种植回收、生产加工和玉米秸秆压块

及生物质锅炉供热承包等项目。企业菊花项目用生产厂房

2栋，菊花颗粒生产线一套，年加工生产能力鲜花8万吨。全

县设立菊花青储收购基地10座，同期鲜花最大储存量10万

吨，轮储30万吨。多年来，企业已经形成育苗—移植—采摘

—回收—加工—销售的成熟万寿菊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了万

寿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农安县有22个乡镇种植万寿菊。万寿菊产业

补齐了季节性景观短板，不仅能添景而且能增财，实现了万

寿菊上亿元规模的“三产融合”。今年，连片的万寿菊将在

农安县相继盛开，形成观光带，持续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美。

“美丽经济”锦上添花
——农安县大力发展万寿菊特色产业走笔

本报记者 毕玮琳 王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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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日，记者来到四平市铁东区叶

赫满族镇英额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路边一排整齐的

塑料大棚，大棚内绿意浓浓，葡萄秧上已结满绿色的葡

萄。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齐“列阵”，高标准农田正加快

建设。

英额堡村为了让有限的耕地提高经济效益，流转土地

5 公顷，建设了大棚 12 栋，种植“金红娃”葡萄，打造新形

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实现了产业发展、农户增收、乡村

和美多方共赢的棚膜产业格局。据悉，葡萄产量可达 3万

余斤，村集体收益可达 15 万元以上。英额堡村党支部书

记胡成君说：“这里的葡萄观赏性强、口味极佳，村两委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把葡

萄卖到全国各地，还联系四平市铁东区紫微社区在党建

服务大集上设立销售点，村民们眼看着葡萄年年有收获，

幸福感越来越强。”

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英额堡村还利用闲置地块建设

了占地 7000 平方米的村级光伏电站。目前，光伏电站运

行良好，项目总投资275.8万元，年发电量40万度，发电容

量 300 千瓦。这个产业项目不仅使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

的收入来源，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也有效增加了脱贫户收

入，每年产生经济效益达30万元以上。

近年来，英额堡村紧盯产业富民目标，立足村情实际，

坚持党建引领，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模式，因地制宜

发展壮大种植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拓宽

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实现了“群众得实惠、集体有收入”的

互利共赢局面。通过建设生猪养殖项目和修建光伏发电

站，2023年全村产业项目实现收益40余万元。

小山村唱响“产业兴旺歌”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河湖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公

主岭市创新推动河湖巡查与保洁一体化运行，通过建

立一体化监管机制，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涉河问题，

有效守护河流“最后一公里”，实现河湖协同共管、长

治久清。

公主岭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境内有53条河流，

属于季节性河流，自净能力弱。以前，因缺乏有效管

护机制，只能通过大规模集中清理方式，阶段性解决

河道脏、乱、差现状。实施河湖长制工作以后，全市精

心谋划，创新推动建立巡查保洁一体化监管机制，同

时积极争取本级财政资金等保障性支持，立足全域破

解难题。将每年800万元的河道保洁专项资金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河流长效保洁费用按照城区内河每公里

每年3万元标准、各乡镇河流每公里每年5000元标准

拨付，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巡查、保洁一体化工作模

式，让各级河湖长实时掌握河湖动态。

公主岭市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公众参与、

巡查保洁一体化”和“河长制组织体系”相结合的原

则，明确河长制成员单位职责，保证河道长效保洁全

面推行；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以及河长制考核范畴，市河长办每月对河道

巡查保洁开展不定期巡查、回访，对屡查不改的问题

报请有关部门追责；全市将河道长效机制实施范围从

53条河流伸展到支流支沟支汊，及河流末梢和有外源

污染入河风险的排水沟、排涝沟、冲洪沟、农田回水渠

和水塘，推动河湖巡查保洁一体化机制落地落细。目

前，公主岭市地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区域内国、省

断面水质连续达标。每年春秋两季，苍鹭、丹顶鹤等

国家保护动物重现东辽河沿线；水生态系统功能明显

提升，各类涉及水体黑臭投诉呈逐年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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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近日，走进梨树县十家堡

镇西黑嘴村，沿着乡间小路前行，微风轻拂，呦呦

鹿鸣。循声而去，记者看到双滢梅花鹿养殖场的

鹿舍干净整洁，小鹿欢脱可爱，或闲庭信步或争抢

饮食。

在十家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黑

嘴村党支部坚持把培育壮大生态养殖项目作为

带动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通过鼓励自主创业、

产业辐射带动，强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集体经

济壮大。

双滢梅花鹿养殖场负责人卜微，一边记录梅

花鹿的生长和健康状况，一边介绍说，“梅花鹿相

较于传统牛、羊养殖，具有成本低、见效快、好养

殖、节省劳动力等优势，药用价值和经济效益都十

分可观。养殖场开始只有28只小鹿，现在已达到

150只，一头鹿年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母鹿可

以售卖，也可以产崽后扩大养殖规模，鹿场年收入

超过30万元。”

西黑嘴村致富有“鹿”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年来，辉南县金川镇

黄泥岗村坚持“向土地要效益”，加快推动农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全村坚持打造茉莉香葡萄种植产业名片，

大棚种植、农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迅速。

在黄泥岗村温室大棚里，村党支部书记崔

宏艳正在带领群众进行土地翻垦整理。“这边的

新棚是桑黄、鲜花和蔬菜，北边的老棚全是葡

萄。我们村地多，多试种几样，正好满足旅游区

的发展需求。如果市场需求量大、效益好，就大

面积发展。”谈到农业转型和农旅融合发展，崔

书记的眼中闪着光。

“咱们这日照时间长、积温高、温差大，葡萄

上糖快，我们试种过七八样品种，最后确定种植

茉莉香葡萄。”崔宏艳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通

过市场调研，大伙儿都觉得茉莉香葡萄前景广

阔，一致决定种植葡萄打开增收致富的突破口。

目前，黄泥岗村共有大棚15栋，其中葡萄

大棚5栋，占地面积10亩，年产量约3万斤，为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5个。2022年，他们申请上

级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50万元，建设果蔬

中药材大棚10栋，推动村集体经济良好发展。

2023年，利用闲置村集体资源新建田园综合体

项目，打造特色餐饮及民宿。

黄泥岗村大棚生“金”

农安县三盛玉镇西林村农民正在种植万寿菊。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在农安县三盛玉镇三盛玉村的花卉大棚内，满是准备移
栽的万寿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