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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语花乡公园，作为乾安县乡村旅游的典范，坐落

于大遐畜牧场。这里，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构建了一

个集稻田艺术观赏、原始水稻种植体验、立体养殖探秘、

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稻米主题公园。

据乾安县大遐畜牧场旅游公司经理王国修介绍，今

年稻语花乡公园精心创作了10幅稻田画，包括盛世龙

腾、快乐直通车等富有寓意和创意的作品。这些画作以

稻田为天然画布，精选了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巧妙的构

思和精心的种植，以绿色为主基调，辅以浅黄色、红棕色

等色彩，绘制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自然画卷。

稻语花乡公园的打造，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让

游客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

独特魅力。

近两年来，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吸引

力，乾安县加大了对乡村旅游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加

强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功能，确保

游客的满意度和舒适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宣传推介

力度，利用各级媒体和新兴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的资讯，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

除了稻语花乡公园，乾安县还积极打造了一系列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这些旅游目

的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也带

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

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经济

的繁荣。

接下来，乾安县将继续以乡村旅游为重要抓手，深

入挖掘乡村资源，提升旅游品质，打造更多具有独特魅

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与

交流，共同推动乡村旅游的繁荣发展，为县域经济的持

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松原：乡村旅游花开正盛
写在前面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旅游

的魅力就在于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体味到生活

的烟火味和心灵的满足感。近年来，松原市充分挖

掘乡村旅游资源，依据各乡村特色，全力打造具有

独特魅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乾安稻语花香公园、

杨家村、哈拉毛都等地都已成为游客争相探访的热

门胜地，乡村旅游的线路与产品也日趋多样化与丰

富化，乡村旅游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科学的规划与布局下，松原市乡村旅游实现

了多点开花、产业深度融合的崭新局面，这一转变

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更让昔日

的绿水青山转化为今日的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与

经济的双赢。

如今，松原市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一张璀璨的

名片，它以其独特的乡村风情、丰富的旅游资源、优

质的旅游服务，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探

索与体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游客们可以领略

到乡村的宁静与和谐，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与神

奇，品味到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纯真。

宁江区：

打造充满自然韵味的美丽乡村
位于市区郊外30公里的伯都乡杨家村，宁静而富

有生机。杨柳轻拂，屋舍错落有致，宛如一幅田园诗

画。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大棚里的西红柿、大樱

桃、桃子等果实累累，游客们穿梭其中，欢声笑语不绝

于耳。

“这里的水果不但新鲜、甜，还都是绿色食品，可

以放心吃！”市民张婷和周凯一边品尝着亲手采摘的

樱桃，一边与朋友分享着喜悦，“在这里，我们不仅能

享受采摘的乐趣，更能感受到回归自然的宁静与美

好。”

村党总支书记黄艳雨自豪地介绍：“过去我们需要

将水果运往市区销售，现在游客们亲自来采摘，水果销

量直线上升。2023年，我们就吸引了超过3万名的游

客前来观光、度假，仅‘采摘+旅游’的收入就达到了100

多万元，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自2018年起，杨家村投入700余万元，精心打造了

一个集花海区、采摘区、认领区、烧烤区、垂钓区、民宿

区于一体的都市休闲农业示范区。通过先进的农业科

技手段，控制水果的休眠期和开花期，实现了错时开

花、不间断采摘，让游客每个月都能品尝到新鲜的果

实，欣赏到美丽的花海。

杨家村只是宁江区众多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乡村之一。

近年来，宁江区始终秉持着乡村振兴的战略理念，

将乡村旅游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充分发挥农业资

源、自然生态和乡情乡愁的优势，将农业、文化、旅游三

者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产融合”模式。通过深

挖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全面提升乡村旅

游的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为村民开辟了一条新的致

富之路。如今，宁江区已经打造了一批以杨家村、新家

村、农林村为代表的田园综合体，这些田园综合体集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研学实践于一体，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感受自然韵味，体会乡村生活。在森林景观、田园

风光、民俗文化的映衬下，宁江区的乡村旅游业正展现

出勃勃生机和无限魅力，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扶余市：

让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小山村，如今却以“豆包村”的美誉远近闻名。

这里，传统的黏豆包制作技艺与现代乡村旅游完

美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在祥包福黏豆包

厂，游客们不仅可以品尝到香甜的黏豆包和美味的月

饼，还可以现场观看豆包、月饼的制作过程，深入感受

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除了美食体验，九连山村还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

然和人文资源，打造了一系列乡村旅游项目。平安文

化主题广场、烧烤街区、带状公园、灯光隧道等景观，让

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乡村文化

氛围。同时，九连山村还积极推广“居家式”“田园式”

特色精品民宿，让游客在乡村中也能享受到舒适的住

宿体验。

九连山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是扶余市乡村旅游发展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扶余市按照生态产业化思路，积极推进农

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制定旅游规划、出台

乡村旅游发展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推动乡村

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除了九连山村，其他乡村也在积极挖掘自身的资

源优势，打造自己的特色产业。更新乡丛林村打造的

“前店后厂”干菜、杂粮杂豆产销项目，为游客提供了全

过程体验农产品粗加工的机会；肖家乡上河湾村依托

村里的雕塑工艺加工产业，打造了琴棋书画等乡村旅

游主题场景……这些鲜活的事例都充分展示了扶余市

乡村旅游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潜力。

未来，扶余市将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发展的力度，

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拓展乡村旅游项目、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等措施，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同时，

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打造更具吸引力

和竞争力的乡村旅游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和活力。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依托优势打造“最美乡村旅游名县”

长岭县：

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春夏之交，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哈拉毛都

镇的山坡上，千顷梨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宛如一幅

生动的水墨画。市民纷纷踏入这片花海，捕捉着梨花

与自然的和谐瞬间。“麻烦你再为我拍一张侧脸，背景

里要有梨花和树木。”在梨树林间，赏花市民孙丽英一

边调整着姿势，一边与同伴商讨着最佳的拍摄角度。

“哈拉毛都”是蒙古语，汉语意思为“茂密的森

林”。哈拉毛都镇位于前郭县东南部，三面环山，一面

傍水，素有九沟十八泉的美誉，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优势。这里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文化。据前郭县志载，清崇德元年(1636年)哈布图·

哈萨尔十八世孙固穆因功被清朝皇帝封为扎萨克辅国

公，顺治五年(1648年)授扎萨克衔，为扎萨克辅国公，

分掌前旗，诏世袭罔替，公府设在哈拉毛都镇境内，至

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末代旗王爷齐默特色木丕勒

就出生在此地。

紧紧依托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和前郭县

众多有着独特资源的乡村一样，哈拉毛都镇的旅游业

做得风生水起。

近年来，前郭县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坚定

不移地推进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文旅农深度

融合，积极探索发展旅游民宿、推动产业融合、加强景

区引领等多元化路径，使乡村旅游在前郭大地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2023年，前郭县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精心

策划并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乡村旅游活动，如环湖马拉

松赛、自行车赛以及“哈拉毛都梨花节”“草原那达慕”

“农民丰收节”等，积极开展自然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体

验、农业实践、乡村研学以及乡土美食品尝等多样化休

闲体验活动，多元探索乡村旅游的新业态，努力构建

“龙头引领、区块联动”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

截至目前，前郭县已成功培育出5家A级旅游景区、

1家省级旅游休闲街区、3家丙级旅游民宿、10家A级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并打造了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2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3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1个

省级乡村旅游精品村以及7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更

有4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去年

4月，前郭县凭借其在乡村旅游领域的卓越表现，被国际

旅游联合会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旅游名县”。

乾安县：

推进融合发展 走出乡村旅游发展新路

长岭县长岭镇山湾村位于长岭县城郊，村里基础

设施完善，民风淳朴。近两年来，该村依托城郊区位优

势，以市民到田间消费为主要形式，大力发展采摘农

业、体验农业，打造了一个集农业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

合性庄园。庄园内设有多个瓜果蔬菜种植大棚，种植

了桃、草莓、柿子等多种瓜果蔬菜，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亲手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体验农家乐趣，品尝农家美

食，享受亲近大自然的愉悦。

为给游客更多体验，庄园还建设了共享云菜园，游

客可以网上在线选地，可以采取让庄园种植所选农作

物，也可以亲自来体验种植的乐趣，并可以通过视频观

察自己的农作物长势。

山湾村的乡村旅游模式，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提供了享受原生态，融入大自然的新型生活方式。

山湾村共享农庄的成功案例，为长岭县的乡村旅

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长岭县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十分注重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融入更多文化符号，讲好历史故

事，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同时，不断延伸旅游产业

链条，借助发展乡村游等方式带动发展特色餐饮，形成

赏美景、品美食等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事实上，长岭县的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

成效。除了山湾村共享农庄外，还打造了多个乡村旅

游景点，如龙凤湖湿地公园、田园乡村旅游片区、草原

风情旅游片区等。这些景点各具特色，为游客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紧扣打造“松原旅游示范门户，长春周边休闲游憩

后花园”这一目标，长岭县积极运用绿色生态、历史文

化、田园乡村等元素，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及基本农田红

线、风貌特色和文化传承底线，科学规划、系统安排，不

断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跃上新台阶。

接下来，长岭县将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发展力度，通

过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旅游产品、拓展旅游市场等措

施，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同时，不断加

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区域旅游产业

繁荣发展。
长岭县昕华源的芍药花竞相绽放，随风舞动。王佳昕 摄

前郭县哈拉毛都镇特色景点。

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

宁江区伯都乡杨家村蟠桃喜获丰收，吸引众多游客采摘。

乾安稻语花香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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