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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美 边 境 村

G331国道吉林段始于集安市，终点为

珲春市，串联起的吉林边境村焕发着迷人魅

力。位于G331国道沿线上的集安市边境

村，秀美奇绝的山水，勤劳智慧的农民，丰富

多样的特产，明艳独特的边疆风情，呈现给

游人太多震撼。

为优质特色品牌加“邮”

凉水朝鲜族自治乡的凉水村美丽富饶，

总能让沿途自驾的游客停下脚步，探访这个

美丽的小村庄。

凉水村耕地只有580亩，但林地资源丰

富，有1068公顷。农民除了种植粮食之外，

还发展特色养殖、种植业，主要有林蛙、人

参、黑木耳、寒富苹果、白鲜皮药材等，其中

黑木耳年产量1万余斤。

“我们村的木耳已经长出来了，全部由

山泉水灌溉，品质口感上乘。”驻村第一书记

李师伟在木耳大棚内向记者介绍起这一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宝贝”。

2023年，凉水村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实施，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巩固现有

产业项目，发展壮大村集体产业经济，重点

扶持黑木耳种植等产业项目，不断拓展营销

渠道，促进边民增收致富。

“去年木耳产量超过1万斤，为了尽快

将这些好东西卖出去，我们邮政吉林省分公

司出了奇招。”李师伟说，邮政吉林省分公司

充分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

流合一”优势，立足邮政农村电商平台体系、

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紧密连接供需两

端，解决“销售难”“物流难”等问题。

近年来，凉水村利用邮政县乡村三级物

流体系，助力破解农产品“物流难”。利用邮

政遍布城乡的网点资源，发挥三级物流体系

优势作用开展线下销售帮扶，目前已经在邮

政线下平台销售凉水村黑木耳3000余斤，

产品销往省内40余个县市区，带动村集体

产业项目收入15万余元。

凉水村结合乡村特色优势产品，建立

起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基地，打造“凉

水泉子”自有品牌产品，谋划好包装策划，

借助邮政渠道优势，助力扩大农产品销售

收入规模。同时，打造民俗、文化、边境、

田园等主题旅游产品，增加人气，为村民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平台，促进边境

村民增收致富。

因地制宜绘制“莓”好“蓝”图

麻线乡麻线村位于G331国道旁，距离

集安市车程不到10分钟，属于镇中村，人多

地少。30岁刚出头的麻线村村民温晓龙先

是外出打工，后来返乡创业，在家乡种起了

大棚蓝莓。

温室大棚延长了蓝莓鲜果的供应期，打

破了我省冬季、初春时节没有鲜果供应的空

窗期，有效避免了花期霜冻、采果期遇雨等

不利因素。这里蓝莓果实大、口感香甜，一

经上市，供不应求。

走进蓝莓大棚，记者看到成片的蓝莓树

长势葱郁，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蓝

莓果呈蓝紫色，被一层薄薄的糖霜包裹着，

在阳光和绿叶的映衬下更显诱人可爱。

“每天我们能有200斤蓝莓成熟上市，

最近有点供不上卖了。”温晓龙说，蓝莓对

于每天到大棚里采摘的游客就已供不应

求了，几乎消化掉 200斤的产量，有客商

上门收购他都婉拒了。为此，他已经扩大

了一倍的种植规模，预计明年产量在1万

斤左右。

随着蓝莓产业发展逐渐壮大，特色种

植业成为麻线村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

道。因地制宜发展高品质农业，推进生态休

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蓝莓

经济”助推乡村振兴，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

邂逅村寨里的民族风情

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

恬然乐趣，感受朝鲜族民俗的热烈……永泉

村位于集安市凉水朝鲜族自治乡，距离集安

市42公里，G331公路沿村而过。走进永泉

村，一排排极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房顶四角

翘起飞檐，洁白的墙面上彩绘着朝鲜族民俗

文化，或制作美食或翩翩起舞，引人驻足欣

赏。

近年来，永泉村通过不断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打造赏花经济与朝鲜族民俗文化等多

业态融合，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容，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成功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他

们打造了玫瑰花田、向日葵花田、野生金达

莱花海等景观。

2022年，永泉村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对村内围墙、边沟等基础设施进行

新建、维修。同时，全面推进产业振兴工作，

推进朝鲜族民俗旅游发展项目，实施“永泉

村寨”“花仙谷”和民俗园区建设项目，充分

发挥民俗特色资源，建设吃、住、玩、赏、娱、

购一体的旅游体验区。

驻永泉村第一书记于冠哲说：“永泉村

主要涵盖朝鲜族民俗文化展示馆、朝鲜族民

俗活动体验区域、朝鲜族风格餐饮民宿以及

花仙谷观赏区域等。”游客可以体验朝鲜族

秋千、跷跷板、弓箭、投壶等特色项目，还能

体验打糕、辣白菜、冷面等具有朝鲜族特色

的食品制作过程。

绵延不绝的鸭绿江水，蜿蜒秀美的沿江

公路，沿边开放的旅游大通道，促进了边境

村繁荣发展。从鸭绿江畔万亩油菜花海，到

醇香浓郁的冰葡萄酒，集安市边境村人气日

渐集聚，产业有序发展，环境更加宜居，呈现

出一幅幸福和美的图景。

做强特色产业 发展边境旅游
——G331国道集安边境村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杜鹃 记者毕玮琳）“我

选择回到家乡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研

究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省是重要商品

粮基地，能够充分发挥我所学专业，

二是我非常了解省农科院的农作物

病害防治研究工作。”说这番话的“三

农”工作者名叫张正坤，出生在公主

岭市一个农村家庭。

16年前，从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他面

临两个选择：一是留在福建沿海地

区，二是回到家乡工作。他毅然选择

了后者。

省农业科学院的赤眼蜂、白僵菌

和公主岭霉素等生物防治产品和技

术研究应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

就，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

也存在着成本高、防治技术效率低等

短板。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省农科院老

一代植保科学家王承纶、徐庆丰等陆

续开始利用赤眼蜂、白僵菌防治玉米

螟等昆虫。谈到如何进行协同增效

防治，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张正坤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收集了来

自俄罗斯、法国、哈萨克斯坦和国内

12个省市的取自不同寄主的白僵菌

全基因组序列，开展赤眼蜂与玉米螟

的协同增效，并开发载菌赤眼蜂等产

品，达到“1+1>2”的效果。每年7月

开始，他们在害虫发生期，利用无人

植保机在空中投放银灰色“小弹丸”，

围歼玉米螟。目前，这项“以虫治虫”

成果已扩展到内蒙古、河南等地。从

2018 年到 2023 年，应用面积达到

1500万亩。

近年来，在我省人才政策和省农科院创新人才工程等

多重政策吸引下，包括张正坤在内的很多科技人才选择回

到吉林，扎根黑土地，服务“三农”。张正坤说：“我回来的时

候，省农科院为我提供科研经费，并解决了住房问题，解除

了我的后顾之忧。”参加工作以来，张正坤以第一完成人身

份研究的“鳞翅目害虫生物防治的协同增效技术创新与应

用”获得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此外，他先后主持了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并且获得了“吉林省D类人

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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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日，省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专家服务团走进镇赉县，开展“科技、农业、

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将更多的公共服务资

源下沉到田间地头，为当地百姓带来实惠与服务，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镇赉县五棵树镇、镇赉镇等地，专家们与村

民代表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交流，针对农业生产

经营方面的共性问题给予解答，并介绍了其他地

区的可借鉴经验。专家服务团走进种植大棚，详

细了解农户生产经营情况，现场进行技术指导，以

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农户提高科学种植养殖水

平。通过此次专家服务团基层行活动，切实帮助

农民群众解决了生产难题，开阔了发展视野，拓宽

了增收途径，提升了科学种植养殖技术。

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

院孙策老师以“吉林西部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为题，为镇赉县各乡镇基层工作者授课。吉林农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喜

武，为镇赉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及村党支

部书记讲授“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及营销”，并在

现场互动指导。

赋能增“智”助振兴

5月15日上午，临江市六道沟镇砬

台村脱贫户杨贵军迎来了人生中的重

要时刻，与本村村民喜结连理。用他自

己的话说，“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以前连

想都不敢想”。

原来，老杨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由于家庭困难，生活了大半辈子也

没娶上媳妇。如今，老杨有幸赶上了好

时候——党的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后，特

别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多次协调

相关部门，为老杨办理了低保，他不仅

享受到边境补贴、地力补贴、村集体产

业分红等待遇，还当上村里的防火宣传

员，打起力所能及的短工，增加了临时

性工资收入。砬台村的包保帮扶单位

省水务投资集团更是“锦上添花”，出资

3万余元为老杨安装了屋顶式光伏发电

设备，增加收入，更新了屋内老旧电线、

开关、插座。因为脑子活，老杨还倒腾

点儿江鱼，额外赚点儿零花钱。

在砬台村，像老杨这样的脱贫户

有 3户 3人，监测户 1户 1人，都得到

了帮扶。去年，村里新上的湖羊养殖

项目，当年入圈 100只，出栏 40只，增

加收入 5 万元，现已繁殖仔羊 52 只。

今年，在省水务投资集团和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村里又瞄准了光伏发电

项目，计划争取资金 150 万元，租用

35 户村民屋顶安装 300 千瓦光伏发

电设备，年可增加收入 15 万元。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像老

杨家这样的喜事，在砬台村是一桩接

一桩……

砬台村的“喜事”
陈祥友 张同科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沈红梅 记者闫虹瑾）近年

来，柳河县柳河镇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要求，不断推进

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铸就“乡村振兴”之魂。

柳河镇发挥群众民主自治效能，全

覆盖设立“一约四会”，积极开展移风易

俗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干部、公职

人员带头倡树新风做表率，红白事提前

向所在党组织和纪委报告，自觉参与监

督与被监督，推动社区风气持续向好。

为了活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柳河镇多方筹措资金，建设文化活动

广场，占地2.43万平方米。打造里仁

村家风家训示范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文化墙、移风易俗文化墙、水背村

村史馆、后仙人村家风家训馆、中安村

乡村影院。根据季节，举办农民文化

节、元宵秧歌汇演，不断丰富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他们因村制宜制定文明乡村创建

规划，制定出台多项措施，持续加大投

入，纵深推进文明创建。深化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评选“美丽庭院、干净人

家”1223 户。在 23 个村设立“金正

榜”，评选孝老敬亲、勤劳致富等典型

393人，达到“选树一个、教育一片、带

动一批”的良好效果。全镇向上向善、

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良好风气得到

广泛弘扬。

新风拂面气象新

本报讯（吴伟）日前，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员走进华瑞参业蔬菜基地温室大棚，帮助客户检查

大棚用电设备，排除安全用电隐患，为大棚蔬菜种植用电保

驾护航。

华瑞参业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位于珲春市三家子乡

东岗子村，占地600亩，拥有186栋温室大棚，年供应蔬菜近

220吨，带动周边村屯80余名劳动力就业。现代化农业园摄

像头、各类传感器、卷帘机、风机等都是标配，通过采集蔬菜

大棚的温度、湿度、土壤养分、光照、二氧化碳等信息，通风、

遮阳、滴灌设施能自动对蔬菜进行养护，蔬菜种植实现了从

传统种植方式到科技种植的转变。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为

该蔬菜基地定制了四季保电计划，让蔬菜的正常生长多了

一层保障。

“大棚浇水、控温、通风都离不开电，现在电力充足，我们

没有后顾之忧，蔬菜大棚可以实现四季收获，极大提高了产

量。”提起供电公司的服务，华瑞参业蔬菜基地负责人竖起了

大拇指。

今年以来，珲春市立足于发挥自然优势，依托绿色有机农

产品输出，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不断做优做强蔬菜产业。

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服务大棚种植户安

全用电，对辖区内的蔬菜种植基地用电设施开展“拉网式”安

全用电检查，现场为种植户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提供技术指

导，及时协助更换大棚内老旧电力线路，排查消除安全用电隐

患，全力满足大棚控温及排灌用电需求。

同时，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还充分发挥网格化客户经

理的“点对点”联系作用，建立常态化跟踪走访机制，坚持

为种植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大棚申请用电客户开辟

“绿色通道”，及时解决种植户新装、增容用电难题。深入

了解种植户近期用电需求、后期发展规划趋势，以“零距

离”服务提升客户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大棚基地探索农

产品精深加工新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助力乡村振兴。

助力温室大棚“菜篮子”建设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长岭县长岭镇山湾村村路两

旁的光辉海棠、黄叶榆等花木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阳

光下舒展开来，展现了优美的生态风光。

今年以来，针对道路、沟渠、庭院、广场和房前屋后实际情

况，山湾村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前，发动党员、村民积极参与村

庄整治，做到农户垃圾日产日清，实行环境卫生检查评比考核

制度，增强保洁员工作责任心，激发村民建设美丽家园的热

情，让村民感受到舒适惬意的生活环境。

山湾村充分考虑本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城乡发展差距，分

类施策、梯次探索推进符合实际、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路

径。目前，山湾村“吉乡农创园”项目已经初具规模，百村提升

项目正在建设中。

山湾村村“两委”持续打造房前屋后绿化美化、庭院干净

整洁，提倡乡风文明一起树、邻里守望一起护、环境卫生一起

抓，号召村民除了管好自家院子和门前，还要把村里每个地方

的生态环境都建设好、维护好，让越来越多的游人走进山湾村。

整治环境 发展经济

随着蓝莓产业发展逐渐壮大，麻线村的农民也尝到了甜头。蓝莓等特色种植业成为
了麻线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为打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日前，临江林区基层法院法官
干警走进辖区村屯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活动,引导辖区
村民遵守法律法规，积极检举揭发有组织违法犯罪线索。

蔡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