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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美 边 境 村

G331国道吉林省段因自然风光秀丽、

人文景观丰富，吸引众多自驾游爱好者观

光打卡。在我省珲春境内，被这条秀丽的

风景线串联起来的边境村坚持党建引领，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产业，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党建+产业”引领乡村振兴

近年来，板石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瞄

准市场需求，致力发展特色养殖、种植产

业，开拓出一条致富新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柳亭村积极探索党组织带动、村

民广泛参与、企业积极融入的发展方式，成

立了柳亭村专业种植养殖合作社，把发展

象山白鹅养殖、鱼类养殖以及香菇、平菇种

植作为第一批产业项目，助力村民增收致

富。柳亭村驻村第一书记杨航说，象山白

鹅项目采取村民入股、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庭院经济”模式统一销售，合作社已经

吸引了33名村民入股，去年分两期产白鹅

2万羽、淡水鱼1万尾，年净产值60万元至

120万元，每户股民分红2万元，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入20万元。

无独有偶，三家子乡立新村通过党支

部创办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把“党组织引领、合作社抱团发展、百姓

得实惠”的共赢模式，切实转化为壮大集体

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驻村第

一书记马初告诉记者，立新村结合自身优

势，做活“一村一品”文章，着力盘活土地资

源，把草莓种植作为村级主导产业之一，在

发展草莓种植的同时，解决了部分农民就

近务工、实现长效增收的问题，走出了一条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一村一品”富民兴村

的绿色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珲春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培育

特色产业发展，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着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被称为“浆果之王”的蓝莓生长的理想

温度范围是15℃至20℃，我省G331国道上

延边州珲春等地，利用大棚种植蓝莓，把温

度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当地大力发展蓝莓

等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农旅融

合，从用地保障、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企业流转土地、开展农旅融合宣

传等，有效带动产业稳步发展和农民就业

增收，绘就了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走进近海街道图鲁村蓝莓种植园，一

栋栋新修建的高标准果蔬日光温室大棚整

齐划一地排列在地头。蓝莓特有的果香扑

鼻而来，棚内一颗颗如蓝宝石般的果实挂

满了枝头，让人垂涎欲滴。图鲁村以产业

发展为引领，采用无土栽培，大力推动智慧

农业建设，通过盘活闲置大棚发展蓝莓种

植，将蓝莓基地产业打造成为促进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的一把乡村振兴“金钥匙”。

记者了解到，大棚内蓝莓2023年7月

开始种植，共12栋大棚，约6200株。从3

月中旬到6月初逐渐成熟的蓝莓，实现了

错峰上市，填补了市场上的空白，销售价格

很可观，预计收入40万元至50万元，也给

当地村民带来了实惠。

密江乡以解放村为依托，大力发展冷

水鱼养殖，通过持续开展放流节等活动，绘

制大麻哈鱼洄游过程墙绘，着力打造“大麻

哈鱼之乡”旅游品牌。

在解放村东侧，正在建设珲春市密江

乡解放村冷水鱼基地。目前，孵化车间已

投入使用，已外购马苏大麻哈鱼卵60万

粒，今年将产出大麻哈鱼40万尾。

乡村旅游“三化发展”促振兴

多年来，珲春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推动边境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打

造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精品村，培育观赏农

业、野外寻趣、生态采摘等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乡村旅游产品，逐渐形成了“一乡一品”

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旅游差异化、个性化、特

色化（三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敬信镇防川村立足独特的地理区位、历

史文化和朝鲜族民俗优势，采用“村企联建”

的运作模式，建设了防川“东方第一村”古村

落项目。该项目以“公司+农户”为发展模

式，由防川村村委会与项目建设单位共同成

立旅游公司，统一对古村落项目进行企业化

运营管理和宣传推介。目前，防川村共有民

宿41栋，每户占地2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

积80平方米，还配套建设了别致的庭院小

景。游客在这里，既可以沉浸式体验“原汁

原味”的朝鲜族生活，还可以品尝到村民制

作的泡菜、米肠、冷面等朝鲜族特色美食。

板石镇孟岭村地处珲春河与图们江交

汇，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以前的村民一直

以种植大豆和玉米为主，收入并不高。早

在20多年前，孟岭村开始探索试种苹果，

独特的山地特点、富集硒元素的腐殖土、较

大的昼夜温差更有利于苹果蓄积糖分，这

里特别适合苹果生长。

当时，第一笔“兴边富民行动补助资

金”投入使用，免费为孟岭村村民发放了苹

果树苗。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几年

的嫁接、改良，“个大、味甜、天然含硒”的苹

果为当地的果农带来了收益，村民们纷纷

改种苹果，村后大片的荒山荒地逐渐变成

了苹果园。如今，孟岭村苹果种植面积达

到550公顷，年产苹果1000万公斤，2023

年产值达3500万元。孟岭村在实现本村

经济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开发拓展

少数民族边境村乡村旅游，开展春季“赏花

节”、秋季“采摘节”，发展“苹果＋旅游”新

业态，让苹果产业成为村里的致富产业。

孟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小春说：“按照

前期绘就好的蓝图，我们今年将抓好采摘

园和垂钓园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与珲春防

川村旅游形成一体化。未来，游客到村来

既可以赏花、采摘，又可以钓鱼、露营，还可

以体验朝鲜族特色民宿。”

农旅融合添活力
——G331国道珲春边境村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家乡是我们年轻人最好的舞台，在

这里我们可以一展身手。不仅能够成就

我们的梦想，更能获得乡亲们的掌声。”说

话的人叫霍源，老家在长春市双阳区。几

天前，记者在霍小曼草莓小镇见到了这位

草莓小镇“掌门人”。

13年前从东北电力大学毕业后的他，

进入长春市一家金融企业工作。怀揣着

思乡情的霍源每次回到家乡双阳区，看到

村里的草莓种植发展得红红火火，他就萌

生了回乡创业，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的念

头。

“面对已经萌生‘要回到家乡创业'想

法的我，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非常不理

解，由于我当时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要

回到家乡创业，父母也有些许的不理解。

大家都纷纷劝我，还是留在长春市。”思考

再三，霍源还是选择回到家乡，用自己积

累多年的销售经验帮乡亲们拓展草莓销

路。可面对这样一个连草莓都没种过的

毛头小子，乡亲们还是不信任。于是霍源

打算自己先种植两栋大棚，给乡亲们打个

样儿，没想到，第一年（2018年）草莓的产

量很低。

霍源告诉记者，他就找到长春市双阳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部门立即将种植草莓

比较好的技术员推荐给他，对接了技术

员，把技术方面的难题解决了。第二、第

三年草莓种植就非常好了。产量提高了，

霍源有了更大胆的想法——打造一个集

种植、采摘、各种文旅项目相结合的草莓小镇。

“我是想把草莓园不仅仅做成草莓基地，而且还打造一个

以草莓为主题的乐园。”霍源对记者说。我省的旅游业发展得

这么好，霍源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实现目标，需要资金

支持。2023年，机会来了，双阳区政府为推进乡村振兴，帮助园

区争取专项资金，进行了道路硬化、沟渠修建等基础设施建

设。霍源带着乡亲们立马跟进，着手建设草莓小镇。霍源说：

“游客来到草莓小镇采摘草莓后，可以在小镇用餐，走的时候带

走一些草莓周边产品。夏天我们可以选择晴朗天气，在小镇露

营，喂食小动物。”

在改造草莓温室大棚，新建洗手间等基础设施的同时，霍源

带领乡亲们在园区内新增黑莓餐厅、文创商店、露营基地，进一

步丰富了小镇的业态。经过一年多的运行，草莓小镇的销售额

累计突破千万元，带动了村里19户农民实现就业，每户平均年收

入超过15万元，间接带动周边劳动力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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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伟）今年以来，舒兰

市水曲柳镇坚持党建引领，以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为依托，以土地托管试点为牵

引，积极探索土地托管模式，在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

水曲柳镇将清泉村和大树村作为

2024年土地托管试点村，通过“党支部+

农户”的模式，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

村民以土地入股，将土地集中托管给合

作社种植玉米。其中，清泉村有18户村

民入股，共14.65公顷；大树村有10户村

民入股，共15.4公顷。

过去，农民将土地租赁，平均每公

顷只能获得0.5万元左右的租金。现

在，通过新模式将土地托管，农民每公

顷可获得收益1.1万元。此外，村民还

可继续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和玉米、大豆、稻谷

生产者补贴。村集体也可通过土地入

股分红和提留纯收入10%的管理费增加

收益。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水曲柳镇还

将扩大土地托管面积，围绕农资供应、

耕种服务、粮食收储等社会化服务，培

育村级服务主体，打造服务范围更广、

服务能力更强、服务产值更高的土地

托管模式。

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来，洮南市车力乡把发展玉米制种

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重要手段，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按照“党支部+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玉米制种产业的订单模式，大力发展

玉米制种作物，使其成为助农增收的“金色产业”。

洮南市车力乡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凭借优越的

自然条件、有力的政策扶持和多年的生产实践，玉米制种产业已发

展成为车力乡经营规模最大、农户参与最多、产值效益最好的优势

主导产业，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了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帮助村民增加收入，车力乡采用

“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玉米制种产业，企业为合作

社提供优质种子，并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全程参与玉米制种，并与

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实行保底价收购，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

丸”。同时，车力乡在稳定原有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发挥全乡7个

村党支部领办的玉米制种合作社分社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全乡种

植户参与种植，持续扩大玉米制种面积，今年，该乡玉米制种面积

将达到7.5万亩，种植产值将突破1.75亿元。

如今，在玉米制种高标准农田里，集导航、开沟、播种、施肥、覆

膜、封土于一体的覆膜播种一体机正按照设定的路线进行作业，处

处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

据了解，合作社在去年技术创新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推广

“小垄双行、膜下滴灌”种植技术，今年，将有3万亩玉米制种田采

用这项新技术。此项技术将当地历来采用60厘米至65厘米的宽

垄种植改为50厘米窄垄种植，并辅以膜下滴灌技术，此项技术具

有提高积温、控制杂草、保墒、保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早熟、增产

等特点，每公顷可增产两千斤左右，扣除成本后，每公顷可增收

4000元。

洮南车力乡发展玉米制种产业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随着天气回

暖，又到了花生种植的好时节。连日来，

乾安县所字镇雅字村的农户抢抓有利时

节，利用新型机器播撒希望之种，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在种植大户董长鹤的田地里，农机手

熟练地驾驶着花生播种机来回穿梭。花生

播种机能够一次性完成起垄、播种、覆膜、

膜上覆土等一体化作业工序，不仅提高了

播种效率，更节省了成本，增加了亩产。董

长鹤说：“在乾安地区种了第4年了，今年

在这种了100公顷大花生，9616品种，必须

早种晚收，这个品种的优势是产量稳定，每

公顷花生果产量在1.3万斤到1.4万斤左

右。这个品种的花生抗病性好，不易生病，

米粒大，花生米可以加工出口。”

近年来，雅字村立足花生、辣椒、圆

葱等经济作物产业优势，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真正让农民群

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所字镇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

位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大力推广特色种植，2024年所字镇的

花生种植面积达到4480公顷、辣椒种植面

积253公顷、西瓜种植面积420公顷，把经

济作物做大做强，助力农民增产增收致富。

花生种植忙 特色产业强

“五一”假期，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游人如织。 （珲春市委宣传部供图）

初夏的G331国道吉林段，一步一景，处处生机。车行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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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江村地处长白山腹地、鸭绿江畔，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公害蔬菜、蜜汁葡萄、吉盛桃李

等特色种植产业成为乡村振兴“发动机”和“新引擎”。

春夏相接，也是村民最忙碌的时节。暖棚里，黄瓜、西

红柿、葡萄、草莓等果蔬，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抓紧时间

开展农事作业，他们从大棚里运出顶花带刺儿的水果黄

瓜，熟练地为刚刚绽放枝蔓的葡萄树绑枝，为西红柿秧掐

尖……果蔬园里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记者从村民黄

国丽口中得知，自家种植一亩半葡萄树，年收入超过5万

元。

近年来，临江市多部门助力，大栗子街道不断布局特

色产业，望江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建设果蔬大棚，鼓励村民

发展果蔬产业，不断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望江村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和对棚膜经济种植的丰富

经验，不断把新品种和现代化种植理念引进乡村，绘制出

望江村发展崭新蓝图。

棚内种植黄瓜、西红柿、辣椒、葡萄、草莓等水果蔬

菜。该村果蔬大棚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双赢”，村民深刻

感受到“发展特色产业有赚头、乡村振兴有奔头”。目前，

望江村蔬菜大棚内，黄瓜等作物已到收割期，过几天，大棚

里的西红柿也将迎来丰收季。此外，葡萄草莓间作种植模

式，得到效益最大化，每亩收益能达到4万元。

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带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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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个立

足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目前，望江村特色葡萄种植面积

400余亩，年产100万斤以上，桃李种植面积700余亩，年产

180万斤。望江村黄瓜、西红柿等特色蔬菜在临江市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望江村素有“临江菜篮子”美誉，每年蔬菜

水果销售额可达1400万元。

特色果蔬铺出“振兴路”
本报记者 任胜章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珲春市板石镇孟岭村苹果种植面积达到550公顷，年产苹果

1000万公斤，2023年产值达3500万元。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