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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美 边 境 村

从集安市浑江口大桥开始，一路向东，

向北，至珲春市春化镇，千里国道G331串联

起的吉林216个边境村，璀璨夺目，焕发出

迷人魅力。

一侧群山连绵、峰峦耸翠，一侧滚滚江

流、奔腾不息。

这条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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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光无限。

国道G331，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经吉林、

黑龙江、内蒙古，抵达新疆阿勒泰，全长9300

多公里。它把途经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新疆等地穿珠成链，为祖国美丽的边境

线勾勒了一条黄金线。

G331国道吉林段全长1437公里，起于

集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216个边境村，

以丰富的区域自然资源、众多边合区、优良

生态环境等潜能优势，聚人气，兴产业，为

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推动旅游经济、特色种

养、产品加工等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熠熠生

辉。

文旅资源丰富

等你前来打卡

G331吉林段集聚了吉林省最丰富的旅

游资源，这里自然风光绝美，乡村休闲游不

胜枚举，人文景观星罗棋布。G331沿线现

有“AAA”级景区7个、“AAAA”级景区3个，沿

线既有瀑布湖泊江湾溪流，又有高原奇峰

湿地沙滩；既有雪场雪村温泉，又有林海草

场矿泉。

集安市位于我省与辽宁省交界，素有“塞

上江南”之称。进入春季以来，集安市逐渐进

入旅游高峰，五女峰、“大吉他”广场，游客如

织，摩肩接踵，成为游客“打卡”之地。

集安市坚持以集聚人气为导向，全力打

造“鸭绿江畔·二十八村”最美乡村特色品

牌。根植于高句丽历史文化、鸭绿江渔猎文

化、朝鲜族民俗文化、抗美援朝红色文化等人

文底蕴，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韵”标准，凝

练出“下解放·援朝首渡”“钱湾·果宿”“下活

龙·渔坞”“永泉·同心里”等形象元素，令各边

境村焕发新的生机，成为吸引游客的新的“打

卡”地。

沿着G331国道继续向北，就来到长白山

脚下，长白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

间第一峰”的美誉。

我省的三条大江——松花江、鸭绿江、图

们江全部发源于此。G331国道刚好分别经

过长白山的南坡、西坡和北坡，沿线生态环境

优美，山岭起伏，河流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

95%。近年来，长白山成为“温泉康养胜地”

“冰雪旅游胜地”“红色旅游胜地”，边境旅游、

康养旅游、红色旅游和冰雪旅游在长白山得

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

特色产业强劲

挑选你的伴手礼

乡村要振兴，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产业

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集安人

参、长白灵芝、白山蓝莓、集安冰葡萄酒、龙井

松茸，成为八方游客心骛手礼。

沿着G331国道走进临江市苇沙河镇白

马浪村。这里是临江、集安、丹东旅游路线的

必经之地。

初夏，草木葱茏，在白马浪村的五味子种

植基地里，10多名村民正在田间打窝、施肥、

剪枝……他们吹响了劳作的号声，种下了“希

望”的种子。

白马浪村现在的五味子种植面积已达

1900余亩，年产鲜果350万斤以上，销售产值

16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

余元。据统计，近3年，白马浪村五味子销售

额突破4000余万元。

长白县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灵芝、玉木耳等林

下特色产品种植，不断探索“林下生金、生

态富民”的新路子，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

长白县适宜的温度、湿度，充足的漫射

光，清新的空气，为灵芝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环境，也让长白县拥有国内林下仿野生

栽培松杉灵芝规模最大的基地。

长白县种植的灵芝品种主要以松杉灵芝

和赤灵芝为主，其中松杉灵芝生产基地有

740余亩，生产栽培灵芝菌椴60余万段，年产

量45吨，产值1000万元以上。灵芝产业的发

展，带动了长白县绿色产业发展。

沿着G331国道一路向东南，进入珲春市

杨泡满族乡东阿拉村，远远地听见“哞哞”的

牛叫声此起彼伏，在村里的鑫丰牧业，宽敞通

透的牛舍整齐排列。两年前，东阿拉村通过

开展“万企兴万村”活动，与企业对接，成立鑫

丰牧业小镇，总建筑面积8025平方米，配备

饲草料加工设备、兽医化验设备及公用设备

运输车辆等，引进优质肉牛680头。

为了实现兴边富民，2023年，东阿拉村

引进珲春市宏牧种猪育种科技有限公司落

户，投资4000万元建设了宏牧农业科技养

殖项目。厂区总占地面积 41404.28 平方

米，建设有产房、定位栏3352.2平方米，公

猪站、后备舍 950平方米，保育舍、育肥舍

3825平方米。

肉牛养殖，在东阿拉村经过多年发展，已

成为颇具规模、基础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

厚、独具开发优势的产业。

和美乡村如画

和你一起探访

努力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坚持“千村

示范”创建标准，我省将216个边境村全部纳

入创建范围，实现全覆盖创建。

青瓦房、仿古墙、原木大门，东北风格的

小院落沿山脚错落有致地分布，院子平整清

洁，菜园绿意盎然，门前小河流水。这里是集

安市钱湾村，素有“水果之村”的美誉，盛产苹

果、梨、李子、杏、葡萄等水果，品种多达20余

个。然而这里最出名的却是“果宿”。

一间间小木屋随山形设计，按地势搭建，

这些小木屋是钱湾村打造的特色“果宿”。之

所以叫果宿，是因为这里山岗百果飘香，山下

溪水流淌，集住宿、餐饮、写生、采摘、摄影、休

闲为一体。在这里，游客们闭户可独享静谧

空间，开门便见山村真颜。

全村共有各类民宿85户，高家民宿、李

家民宿、姜家民宿……每家民宿的招牌都设

计得独具特色。在钱湾村，这几年精心打造

的水果体验馆内，一节节箱柜里摆放的都是

当天采摘的水果，还有用鲜果深加工而成的

水果干、水果煎饼、水果罐头和水果饮料。

在延边州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跳“农耕

舞”的村民们敲起欢快的长鼓，与游客一同载

歌载舞，沉浸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

因为这里拥有一片朝鲜族风格的古部落

建筑群，因此获名“百年部落”，这里恰好是

G331国道必经之处，游客经年不断。

夏日雨后，72岁的白龙村村民金京南站

在一栋百年老宅前，向游客介绍老宅的文化

与历史。屋内的千余件老照片、老器物，直观

地向游客展示着当地朝鲜族的历史和生产、

生活原貌。百年老宅的原木、生土、青瓦，皆

是来自大自然原材料的自然拼接。为了发展

乡村旅游，白龙村以这栋百年老宅为核心，新

建了15栋特色朝鲜族民居，构成“百年部落”。

在G331国道的珲春段，有一个非常特别

的小村——防川村，它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

地带，被誉为“东方第一村”，素有“雁鸣闻三国，

虎啸惊三疆，花开香四邻，笑语传三邦”之美

誉。小村里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直通农

家，农家小院里鲜花盛开，田园风光无限。

防川村立足独特的地理区位、历史文化

和朝鲜族民俗优势，建设了防川“东方第一

村”古村落项目，一共有41栋民宿，建筑格局

融合了朝鲜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现代设计理

念，每户占地2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80平

方米，配套别致的庭院小景。在这里，村民既

可将房屋以每年1.2万元的价格租赁给旅游

公司，也可自行经营民宿。

防川村有一条民俗风情商业街，突出中、

俄、朝三国风情，集特色餐饮、购物于一体。

进入夏季，这里还会根据情况，不定期举行篝

火晚会，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欣

赏风情歌舞，具有很强的体验感。

农文旅深度融合

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我省216个边境村依托区位优

势，将农业和文旅进行深度融合，积极打造特

色旅游目的地。

每年春天，龙井市万亩苹果梨园朵朵梨

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宛如一幅宁静恬淡的

田园画卷。万亩梨园不仅是人们赏花好去

处，更是当地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龙井市

将万亩梨园打造成集观光、采摘、休闲于一体

的综合性旅游区，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

具有悠久历史、民风独特的边境村屯也

是游客了解人们历史的一个窗口。2022年，

龙井市北兴村通过招商引资，开始建设北兴

村乡村振兴朝鲜族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项目，

通过对现有房屋改造升级和院落加建扩建，

开发集朝鲜族特色民宿、生态种植养殖、亲子

体验、鲜果采摘、康养基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

旅游项目。得天独厚的边境旅游资源，吸引

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夜幕降临，长白山池南区的漫江村被幽

静星光点缀，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大地

上。这个地处边境的村庄，依托区位优势，在

边境旅游和特色产业发展上，走出一条崭新

的兴边富民之路，如今这里人们的幸福之花

正在盛开。

从边境旅游产业的孕育中，漫江村迈出

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讷殷古城的复建成为

了他们的契机，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4A级景

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访；这里的抗联密营

遗址——老黑河边的碉堡和城堡，仿佛诉说

着历史的悠久和英勇的抗战岁月，红色旅游

在这里焕发出勃勃生机；漫江村的繁荣蔓延

开来，仿佛一汪清泉涌动在山间，村民们将温

泉水引入山下，吸引众多温泉企业入驻，漫江

温泉，热流奔涌……文化游、红色游、温泉游，

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动能汹涌澎湃。一年间，

漫江村迎来超过50万名游客到访。

千里国道G331，不断提升边境沿线旅游

热度，让一处处旅游景区、研学旅行基地、边

境村的璨然风华，跃然于绿水青山之间。寻

常一样乡间路，才有山水便不同。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任胜章摄)

千里边疆入画来
——实地踏访G331国道“‘醉’美边境村”

本报记者 冯超 任胜章 马宁

千里国道 G331 连接的吉林边境村，焕发无限魅
力。集齐了优质的文旅资源，沿线风光绮丽壮美，民族
风情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富集，特别是边境
村旅游经济、特色种养生机盎然，发展空间巨大，不负

“醉”美之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

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我省坚决
扛牢扛好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稳边、固边、兴边重
大政治责任，全力支持以216个边境村为重点的边境地
区振兴发展，以聚人气、兴产业、树品牌为重点，努力营
造大谋划、大支持、大联合、大发展的浓厚氛围，持续推
动边疆稳固安宁、人民幸福安康。

方向清，路线明。我省推进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
通道建设促进边境村繁荣发展工作专项协调机制视频
会议提出，着力在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上促进边境村繁荣
发展，要聚焦实施大通道建设

“十大行动”，积极开发“吃住
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
努力把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打造成全国最有魅力、最具人
气的边境旅游线路。这为边
境村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全新
的机遇和成长空间。

繁荣发展边境村，做强富
民产业至关重要。我省深入挖
掘边境村自然资源丰富、边合
区众多、生态优良等潜能优势，
先后发布《关于促进重点边境
村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林省重
点边境村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等政策文件，以产业兴旺引领
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壮大人
参、五味子、中草药、果蔬等特
色种植业，发展肉牛、冷水鱼、
林蛙、蜜蜂等特色养殖业，持续
优化边境村特色种养结构，不
断延伸产业链，促进农文旅融
合。

发展文旅产业，得天独
厚，恰逢其时。G331 沿线山
水优势显著，长白山、鸭绿江、
图们江，“一山两江”堪称壮
美。生态优势突出，是名副其
实的“天然氧吧”和“生态花
园”。民俗文化丰富，朝鲜族
民俗文化保存完整，也是满族
的聚居地。我省依托这些优
势特色，编制 G331 边境乡村
旅游专项规划，设计旅游路线
和旅游产品，开展旅游项目谋
划和招商活动，提升旅游配套
服务设施，实现吃住行游购娱
一体化，打造形成“长白山—
图们江”“长白山—鸭绿江”乡
村旅游等乡村周末游、乡村康
养产品，为边民创造了诸多家
门口的就业机会。

建好基础设施，打造乡村
宜居“新高地”。我省加快边
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
目建设，打出畅通对外交通、
提升村容村貌、建设污水管网
和水冲厕所的组合拳，有力提
升了边境村便利舒适的现代
生活条件。交通运输部门加
快以抵边高速公路、沿边开放
旅游大通道为重点的交通项
目建设，高质量织密“干线网”“保障网”“服务网”“快速
网”，为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启动以来，我省各
部门、各地区迅速响应，同心协力下好一盘棋。农业农
村部门制定落实6项针对性举措，优先培育边境村农特
产加工企业，优先支持边境村布局冷藏设施，依托边境
村旅游特色高标准打造村容村貌，强化资源整理利用
打造“吉乡农创园”，开展美丽乡村休闲游吉林推介活
动，整合资金支持边境村民宿等设施建设。文旅部门
立足边境村的资源特色，指导各地针对不同客群、不同
需求，开发自驾、研学、康养、民俗、演艺、文博等文旅新
业态、新场景，提升特色民宿接待承载能力，打造“沿着
边境来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形成具有强大集客力、
吸引力的边境游市场，打造百亿级边境游产业集群。
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边地区，结合各自特
色，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持续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
边境繁荣、边民幸福。

全面推进蹄疾步稳，积势蓄能助力前行。G331
吉林段，正在打造成为视域景观优美、配套体系完
善、沿线体验丰富、旅游业态创新的沿边开放旅游大
通道，其沿线的边境村恰如一颗颗璀璨明珠，光彩夺
目，日新月异，呈现出一幅幸福和美的边境新图景。
为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
新突破，G331 沿线的边境
村因势而谋、乘势而上，必
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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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马宁//设计设计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记者走进边境村。边境村朝鲜族风情浓厚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集安市杨木林村是吉林省西南门户第一村。临江市望江村的特色种植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