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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松花江流经的一处北方大镇——榆树市五棵树镇。

江水向西北穿境而过，绵延奔腾20公里，山水交相辉映，景观秀

美宜人。

依托一江秀水，榆树市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以水兴农打

造产业振兴“廊道”，以水兴旅打造乡村旅游“廊道”，以水兴城打

造经济发展“廊道”，为各项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让这个北方大镇

成为现代农业产业一处标志性景观带。

守江河护碧水

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时至立夏，江水逶迤。山岗上、田野间、乡路旁，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粮食、干豆腐、白酒、黄牛养殖等各类特色农业产业规

模化、高质量发展，绘就了一幅壮丽的乡村产业新图景。

松花江不仅是这里重要的生态带，也是重要的生产带，更是

重要的生活带。

近年来，榆树市河长制办公室以“创新示范引领、建设幸福

河湖”为目标，守护生态底色，助力绿色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水

资源优势，打造绿色高效、规模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助力特色农

业产业整体向高端迈进。

以水为媒，榆树市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极大促进和保障了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有力助推了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

旅游经济，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沿江经济带，助推全域旅游；大力

发展工业经济，通过流域整治倒逼产业升级，带动干豆腐、白酒、

黄牛等特色农业产业齐发展。

五棵树镇通过治理挖掘河道自然、人文之美及经济社会效

益，推行河道保洁常态化，全力助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发展。

五棵树镇乡级河长徐洪印说：“丰沛的水资源，与产业发展

息息相关，跟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守护一江碧水，咱不能辜负父

老乡亲们的这份期待。”

在榆树市五棵树镇松花江段，每天清晨，都会见到河湖保洁

人员对河道进行清理的身影。早晨5点，乡级河长徐洪印都会

沿着松花江段走上几公里的路，开始一天的巡河护河。一路上，

他捡拾垃圾，检查河长制公示牌，查看水质，这成了他生活的一

部分。

为了扮靓松花江，榆树市不断创新河湖长制工作举措，除了

督导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还创新推出积分制，动员全民护水，以

“河湖长制+全民共建”实现护水长清，为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筑牢生态根基，为“河湖长制+生态旅游”转型升级蓄足新动能。

“河湖长制+产业融合”

打造乡村振兴“廊道”

一江水，满江情，美丽富饶的松花江成为滋养乡村产业的不

竭动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幸福源泉。

近年来，榆树市五棵树镇大力发展白酒酿造、黄牛养殖、豆制

品加工、大棚蔬菜、松江旅游、商贸服务业……依托水资源优势，五

棵树镇持续打造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具有浓郁地方特点

的“六大特色产业”，成为松花江畔远近闻名的“六张名片”。

五棵树镇在推进河湖长制工作的同时，还加大河湖生态治理

建设，先后融资上亿元，开发建设了“江心岛”“水上乐园”“五棵树

码头”“度假村”等景点，吸引了大批游客。五棵树镇政府投资

1500多万元修筑了长2036米的江边护岸，铺设了3米宽的江边

甬路，开辟了滨江大道，并进行了美化、绿化和亮化。如今，独具

特色的“松江一日游”工程已粗具规模，年创利润上亿元。

松花江畔，江水潺潺，这条水草丰美、鸥鸟翔集的江流，见证了

人水之间淳朴的互动。丰富流动的水资源，灌溉着这里的千顷稻

田，为这里的农业丰产丰收提供了强大动能；松花江畔，游客乘坐

游船徜徉于晴空碧水之间，沿途欣赏松花江的独特魅力，感受松花

江两岸的秀丽风光；干豆腐、白酒、牛肉等特色农产品从这里打包、

装船，再运到目的地，描绘出一水兴镇的繁荣盛景。目前，这里已

经形成“河湖+生态+农业+旅游”四位一体绿色发展新格局。

榆树市水利局副局长宋文利告诉记者，随着河湖长制的深

入推进以及百姓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榆树市不断探索创新管

理模式，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工作，立足提升河湖生态与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复苏河湖生机活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江河

成为百姓心中的幸福河湖。

水随物赋形，造就一路风光，泽被两岸民众。与幸福相伴，松

花江水一路向前，率先铺展开一条助力经济发展的“绿底”长卷。

江水铺“廊道”生态促振兴
——榆树市落实河湖长制助力产业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本报讯（吴伟）连日来，正值珲春养

殖业用电高峰期，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

充分发挥电力服务优势，推动畜牧业规

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养殖，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经常上门

帮我们巡检设备，提供‘一对一’贴心服

务，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用电问题。”看着

正常运转的水泵，珲春市哈达门乡涌泉

村养殖户李广高兴地说。

为助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国网珲春

市供电公司组织台区经理主动上门服务，

对供区内养殖户用电线路进行“安全体

检”，及时更换老旧线路，协助养殖户对饲

料粉碎机、通风机、温控器等用电设备进

行全面“把脉问诊”，通过发放宣传单、现

场指导、微信服务群等方式，开展安全用

电宣传，确保及时发现、消除用电隐患。

在保障安全用电的同时，国网珲春市供电

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定期上门，主动了解

养殖户的用电需求，解答养殖户遇到的各

种疑难问题，介绍用电节能小妙招，不断

优化配电线路和设备布局，推动传统畜牧

产业向电气化、自动化升级，为地方特色

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密切关注、主动对接养殖户用电需

求，进一步简化办电手续，加强供电线路设

备巡检维护，以优质的供电服务助力养殖

产业链升级，持续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

贴心服务畜牧业发展

你见过养在瓶子里的蝴

蝶兰吗？在位于公主岭市范

家屯镇的省农科院经济植物

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正在培育

中的蝴蝶兰原球茎、无菌小苗

甚至无菌中苗及大苗都生长

在玻璃器皿中。

蝴蝶兰在实验室培育的

时间根据生产规模不同时间

也不一样。从原球茎到芽，由

芽到长成小植株，至少需要在

瓶内生长9个月的时间。蝴蝶

兰小植株在瓶内长到足够大

时，就可以出瓶移栽（也叫驯

化）了。出瓶后，从小苗到成

品开花苗，不同品种需要的时

间也不同，有些小花的品种需

要9个月左右，而有些大花品

种则需要18个月……省农科

院经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

彩华讲起蝴蝶兰的培育过程

如数家珍。看似漫长枯燥的

等待，李彩华习以为常，她对

待科研的严谨态度令记者敬

佩不已。

李彩华还向记者讲述了蝴蝶兰的原始生长环境。她

说：“蝴蝶兰自然分布在亚洲和大洋洲，赤道南北纬23度以

内，附生在高温多雨热带雨林的树干上，靠根抓在树干上。”

在经植所的另一个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很多盆

蝴蝶兰。如大辣椒、富乐夕阳等二三十个品种。在经

植所的一个温室里，除蝴蝶兰外，还有石斛兰、文心兰

等品种的兰花正处在驯化过程中。

近年来，省农科院经植所与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密切合作，充分展现“小作物大经济”的发展优势，努

力共同打造一个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实现乡村振兴

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在距离经植所10公里左右的

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连栋温室内，适宜的温度

让蝴蝶兰的种苗在这里茁壮成长。“这些种苗的培育得益

于与省农科院的紧密合作。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通过

组织培养的方式，已经成功培育出20余种蝴蝶兰种苗。”企

业负责人边走边介绍。这种科技合作的模式，不仅使企业

降低了种苗的成本，还促进了农科院的科研成果快速地转

化为生产力，实现了院企共赢。

记者了解到，在企业的诸多温室内，物联网和信息

技术被广泛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农

业生产设施通过物联网技术相连，实现了园区的可视

化和可控化。每栋温室都安装了传感器和监控系统，

园区大数据中心实时接收作物生长情况及监测温室内

的土壤、基质的湿度、温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参

数。这种智能化的管理方式，让种植管理更加高效、精

准，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在恒通农业公司记者看到，蝴蝶兰生长在玻璃连栋温

室移动苗床上。“通过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这

种温室可以实现全年无间断的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经济

效益。”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这种玻璃连体温室的优

点。目前温室内蝴蝶兰的生产面积约占2000平方米，已

经出瓶驯化的蝴蝶兰苗有9万余株。每年春节前，盛开的

蝴蝶兰争芳斗艳，清香淡雅，令人陶醉。

美丽的蝴蝶兰在悦人身心的同时也带来不错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2023年，企业蝴蝶兰的销售良好，收入达

200余万元，带动附近农民就业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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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眼下，正值春

耕、春播好时节。近日，在农安县万金

塔乡田家屯村农田里，人头攒动，机声

隆隆，玉米播种、施肥、镇压一气呵成。

在成全家庭农场，保护性耕作、秸秆还

田、玉米播种正如火如荼展开着，掀起

了玉米免耕播种热潮。

近年来，成全家庭农场发展规模

不断壮大，今年秸秆还田免耕播种面

积达435公顷，其中流转耕地面积115

公顷，托管耕地面积310公顷，自有耕

地10公顷。由于今年春季气温较高，

4月25日开始玉米播种，5台免耕播种

机每天可以完成播种面积 30公顷左

右，预计5月 15日完成玉米免耕播种

任务。

此时正是大田播种的关键时节，农

民抢抓农时，拉开今年玉米播种的序

幕，一幅大田农作物播种的画卷正在田

间地头徐徐展开。走在合隆镇陈家店

村的田间小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混

着青草的清香味儿，当地村民正紧锣密

鼓地开展大田玉米播种。种植户和农

技人员将种子、化肥倒入播种机中。随

后，播种机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

一粒粒充满希望的玉米种子均匀地播

撒在肥沃的土地中。截至目前，合隆镇

20个村出动播种机50余台，播种面积

400多公顷。

作为产粮大县，农安县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推广

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今年农安县农机

总站早动手、早谋划，切实把高标准、高

质量做好春耕播种作为当前农业农村

工作的头等大事，上下联动，通力合作，

抢抓气温回升、土壤墒情适宜的有利时

机，利用免耕播种机进行大田播种, 奏

响了“春耕曲”，为今年粮食稳产高产奠

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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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金欣 记者闫虹瑾)春耕

始，万物生。走进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大田里，伴随着机声隆隆，

农机手娴熟地驾驶着免耕播种机驰骋

在平整的土地上，尘土飞扬间，一粒粒

充满希望的种子被播进松软的土壤中。

近日，梨树县2024年高产竞赛活动暨

玉米单产提升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合作社在2023年平均单产达2.9

万斤以上，今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实现

‘吨粮田’！”说起今年参加高产竞赛活

动的目标，梨树县森农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刘海森坚定地说。

和刘海森一样参加竞赛的合作社

理事长、种粮大户不在少数。启动仪式

上，大家与各科研院校的农业专家们一

起交流了玉米创高产的先进经验，实地

现场观摩了玉米高产竞赛活动相关技

术应用。

据了解，2024年梨树县高产竞赛

活动实施时间为5月—12月，由各乡镇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加竞赛。根据最

后实际测产结果进行排名，分别评定

出一、二、三等奖各10名，并给予表彰

和奖励。

扎实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玉

米单产能力，是保障粮食高产的先决条

件。通过高产竞赛活动，进一步促进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集成与创新，在保护培育黑

土地的同时，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

“梨树县粮食总产稳定在40亿斤以

上。”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

满表示，通过竞赛活动打造不同区域农民

看得见、学得来的高产样板，从而为我省

“千亿斤粮”工程贡献梨树力量。

以竞赛促高产
梨树县启动玉米单产提升活动

刚刚进入5月，吉林大地进入春耕时节，而在集安市清河

镇天桥村的田野上，一株株小冰麦苗已经长出20公分左右。

天桥村位于清河镇东南部 28公里处，全村幅员面积

12.1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93公顷，是集安市边合区包保帮

扶村。为解决天桥村海拔较高，种植农作物产量低的问题，驻

村第一书记孙杰经过调研、请专家论证，最终界定了天桥村种

植小冰麦的区位优势，通过科学调整种植业结构，探索“小冰

麦+荞麦”两茬种植模式，开辟了村民致富的新路子。

孙杰说：“小冰麦的种植真的与玉米谷子不一样。清明节之

前，土地还没真正融化，我们就开始播种了，今年共试验种植了10

亩，7月中下旬就可以收获，收获后再复种荞麦，同时根据其面粉

产量、销售情况及荞麦复种效果等情况决定下一年的种植规模。”

独具优势的地理条件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小冰麦的

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种植在“冰”上，丰收在“火”里，是

小冰麦自然生长最真实的写照，90天的黄金生长周期，让

每一粒小麦都吸收了足够养分。通过“小冰麦+荞麦”两茬

种植模式，可以实现东北地区一年两季作物、一块耕地两

次收入，使土地植被覆盖时间更长，有效提高土地等资源

利用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自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工作开展以来，为壮大村集

体经济，天桥村着力谋划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探索特色种植。通

过流转土地，村集体种植小冰麦，帮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激发

乡村振兴活力。”说起小冰麦试种，党支部书记赵守义满怀期待。

“小冰麦+荞麦”辟富路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日，在舒兰市上营镇平安村

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朵朵黄褐色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

势良好。这批羊肚菌已经开始上市，预计产量3000斤

左右，收益10余万元。

据介绍，平安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占地面积3000平

方米，2023年新建了4栋大棚，采用优质的黑山土进行

二次覆盖，利用这种种植技术，产出的羊肚菌口感更

好，深受消费者青睐。

羊肚菌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丰富，口感鲜美，有着

“素中之荤”的美称。舒兰市上营镇森林资源丰富，早

晚温差大，空气含氧量高，适宜的环境为羊肚菌提供了

绝佳的生长条件。

近年来，上营镇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食用菌产业发

展，在建设种植基地的同时，筹措乡村振兴资金成立了

菌包厂，延长产业链条。上营镇计划持续发挥自然条

件和乡土人才优势，打造特色食用菌品牌，将食用菌产

业打造成增收致富的好产业，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羊肚菌抢“鲜”上市

为有效预防农村高价彩礼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最近，长

岭县人民法院太平山人民法庭法官深入到永久镇开展“让婚

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主题宣讲活动。永久镇政府工

作人员、司法所工作人员、辖区内人民调解员和部分村民代表

前来学习。 张佳红 摄

榆树市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廊道。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