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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饮食滋养一方文化。近日，“世

界锅包肉大赛”在吉林市举办，吉林“锅包肉”硬核出圈，为我省

带来新一波流量。

巍巍长白山，滔滔松江水。吉菜不仅仅是一道道美食，更

是吉林地区深厚文化底蕴的载体，成为展现我省独特魅力的一

张重要名片。

从田间到餐桌，从吉材到吉菜，从文化传承到技艺创新，在

大文旅、大农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吉菜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

春天。

今年伊始，吉林工商学院、相关市州商务局、吉林省饮食文

化研究会、吉林日报彩练新闻“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共同主办吉

林省区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从长白

山脚下出发，经长春站、松原站、吉林站、通化站、白城站，本月

将在延边继续举办，年底前走完其他地区。做好“土特产”大文

章，托起吉菜融合“金饭碗”，为新时代吉菜产业发展赋能添彩。

叫响“吉字号”

助推吉品吉菜“双向奔赴”

吉山吉水出吉品。肥沃的黑土地，充沛无污染的水资源，

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奠定了我省优

质农产品的生态基础。良田、良种、良法、良机等造就了吉林农

产品卓越的品质。

吉林日报彩练新闻“翠花走千村”栏目组目前已采访报道

了200多个村，对全省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

行了深入采访，如何让乡村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这一

问题，成为“翠花走千村”栏目宣传报道的重点。

经过深入对接，“翠花走千村”栏目组与吉林省饮食文

化研究会达成共识，整合双方资源，为推动我省优质农产品

从田间直达餐桌作贡献，努力实现吉菜品质与吉菜文化双

提升。

今年1月19日，全省餐饮单位诸多当家人齐聚长白山脚

下，深入探讨绿色食材项目及部分村镇优质农产品难以实现优

价难题。通过交流对接，促进吉品吉菜高质量发展，通过优质

的吉品吉菜与吉林旅游进行深入链接，互助互推，形成合力，共

同助力乡村振兴。这次活动正式拉开了吉林省区域饮食文化

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大幕。

挖掘“土特产”

推进城乡美食深度融合

吉菜产业作为我省的特色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

魅力。一碗米、一棵菜、一块肉，在吉林餐饮界有了越来“悦心”

的打开方式。

如何推动吉菜产业助力大农业发展，让土特产“潮”起来，

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今年2月26日、3月26日，吉林省区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4家主办单位走进长春、松原，聚焦

吉菜产业发展新格局，与省内餐饮行业专家学者、烹饪大师，共

同探寻吉菜产业发展之路。

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张炳辉教授表示，作为吉林省领军

的餐饮类本科人才培养院校，吉林工商学院将充分发挥自身学

科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携手合

作，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助推创新成果产业化，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吉菜产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吉林工商学院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吉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吉菜代表性传承人、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

夏金龙表示，认真倾听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充分吸收宝贵

建议，不断为吉菜产业发展战略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共同

努力。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充分发挥媒体的使命和担当，助力发

掘我省土特产优势资源，打造翠花走千村“萃选”品牌，讲好品

牌故事，传承美食文化，推广地域特产，助力乡村振兴。

众多行业大咖围绕吉菜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研

发推广等方面进行“头脑风暴”，一个个“金点子”层出不穷，为

吉菜发展夯基赋能。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将与相关机构和社会组织建立更加

紧密的联系，策划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公益活动，搞绿色食材

基地的村企对接，开展城乡融合和文化赋能活动，借助“翠花走

千村”助力乡村振兴联合体平台，共同为乡村振兴助力。

做强区域特色

探索饮食文化发展路径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在饮食习俗、文化上互

相借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和多元化的饮

食文化。

吉林市作为我省第二大城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形成了

打牲乌拉这一具有独特满族风情的饮食文化。打牲乌拉作为

吉林市的美食文化名片，其独特的烹饪技艺和风味特色对吉菜

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化市是我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被誉为“中国中药之乡”

“中国人参之乡”，丰富的山江资源为地域美食填筑了食材基

础，形成了药食融合的地方特色饮食文化。

松原市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畔，素有“粮仓、林海、肉库、鱼

乡”美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

造了松原地区独特的渔牧饮食文化。

享有“八百里瀚海，八百里粮仓”美誉的白城市，融合了深

厚的辽金与湿地农牧文化，湿地与农牧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了

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开拓了吉菜的新食路。

只有充分挖掘我省各地区地域特色和吉菜文化的深厚

底蕴，才能为吉菜产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吉林省区

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致力于挖掘

地方农业资源与人文宝藏，在举办活动过程中，积极搭建与

各行业沟通交流的平台，让吉林特产为新时代吉菜产业发

展助力，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共同推动吉林省饮

食文化迈向更高品质，不断提升品牌活动的美誉度，形成了

广泛的影响力。

从传承到创新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吉林省区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已

经走过了六站，每一站都汇聚了我省餐饮、文化、旅游、农业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凝聚各方智慧和力

量，不断赋予吉菜新思路。

在长春站，专家学者从政策解读、文化及人才支撑、行业协

会引领、企业管理等方面共同展开研讨，寻求吉林省饮食文化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进一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推

动全省各地区特色食材和餐饮企业深度融合发展。

在松原站，吉林工商学院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院终身名誉

院长唐文、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朱立春、吉林省饮食文化研

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陈峰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围绕挖掘和

传承松原地区的渔牧饮食文化，整合优势资源，提升区域饮

食文化软实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探讨、总结。

在吉林站，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夏德润、吉林市政协文史

研究员付宝仁、吉林省培训行业联合会会长金海峰，围绕挖

掘和传承吉林地区的饮食文化，整合优势资源，提升区域

饮食文化软实力，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主

旨演讲。

在通化站，来自省内中医、餐饮行业的专家学者围绕通

化山江资源为地域美食填筑食材基础、药食融合对饮食文化

和价值的提升意义、非遗视域下推进吉菜产业化发展等方面

展开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在白城站，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任长

忠、吉林工商学院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院终身名誉院长唐文、

吉林省民俗学会会长施立学等专家学者，围绕燕麦与吉菜产业

发展相融合、湿地资源与农牧产业在吉菜食材开发中的利用与

价值、湿地农牧文化与吉菜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一江春水激活“文化盛宴”。如今，历久弥新的“吉林味

道”，正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发展根基，绿色食材、生态资源为发

展方向，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加以传承和创新，打造具有

地域品牌特色的菜系，中国吉菜必将香飘全国、扛旗出彩。

寻找“吉林味道”
——吉林省区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王伟

吉林省区域饮食文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现场，名厨现场实操表演引来众多嘉宾围观。

本报讯（吴伟）近日，国网延边供电公司珲春供电党

员服务队走进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家庭农

场，对农场的用电设施精心逐一检查，确保各类用电设

备正常运转，全力护航乡村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

靠运行。

东岗子村家庭农场面积600多亩，主要种植辣椒、

茄子、西红柿、西瓜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在80吨左

右，销往珲春市城区及各个乡镇。当天，该公司党员

服务队对农场的配电箱、电线、插座等用电设备进行

了仔细检查，并向农场工作人员发放了安全用电宣传

手册，讲解了如何正确使用电器，以及预防触电事故等

用电安全知识。

今年入夏以来，国网延边供电公司珲春供电党员服

务队为确保当地农业生产安全稳定用电，主动走进田间

地头，重点对广大农户的抽水机、搅拌机等灌溉设备和农

机装备开展全面检查，协助农户及时消除线路老化破损、

空气开关不稳定、插座接触不良等安全用电隐患。同时，

党员服务队还通过入户摸排走访，收集用电报装需求，指

导农户线上办理，并现场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进一步

细化各项电力服务保障，提高广大农户的安全意识，全力

以赴为当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驾护航。

下一步，该公司将依据公司“党建+优质服务”项

目，聚焦“三农”用电需求，通过保障电力供应、推进新

能源利用、拓展延伸供电服务等多项举措，推动农村从

“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常态化解决乡村生产生活

用电问题，为乡村振兴发展蓄势赋能。

走进田间护航用电安全

夏日，走进长春市九台

区小城子村，眼前是干净整

洁的村路、整齐划一的民房，

家家户户门口栽种了翠绿的

树木和美丽的花草。

土地集约 ，机械化种

植。在小城子村的田间地

头，记者看到连片种植的玉

米已吐露新绿，出苗整齐、均

匀。“今年多种了60多公顷

地，新买的农机也派上了用

场。”小城子农机大户于亮对

记者说。今年春耕，他家的

农机作业面积增加不少。

这都是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机械化种植的结果。小

城子村党支部书记唐明亮

给出了答案，“托管了村里

400 公顷土地，土地机械化

达到90%，还吸纳了村集体、

种粮大户、村民、驻村企业

以入股形式加入。”组织引

领、合作运营、农民致富、集

体增收……提起村里的新变

化，唐明亮很是自豪，“土地

集约、机械化种植不仅让村

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还拿

到了入股分红，多了一份实

实在在的收入。”

近年来，小城子村探索

推动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的新思路，将村里的

正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转

型为党支部领办，吸纳村集

体、农机大户、种粮大户、村

民以入股形式加入合作社，

实行托管土地，土地集约、托管率为90%，为近200户农民

提供耕、种、防、收一条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过去做农机服务要东奔西跑，时间全耽误在路上

了。现在按照合作社指定的地块连片作业，收益提高不

少。”村里的农机大户李军算了一笔账，“‘村集体+合作

社+农机大户+农户’的方式，让我们的投入变少了，农机

维修、农资采购的成本降低了，综合下来1公顷地能多赚

三五百元钱。”

田园变景点，村民得实惠。在小城子村特色果蔬种

植园区，11栋标准化大棚错落有致，内部全面应用现代

农业技术，一群孩子正在棚内辨识农作物，感受新奇的

农事……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游，目前，先后有2000

余名中小学生到此游览研学。

“我们种植的有机甜瓜，采用了嫁接吊蔓立体栽培技

术，产量和收益是常规种植的两倍。”实施“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新举措以来，小城子村已建起6栋大棚发展有机

农业，种植甜瓜、黏玉米等高端农产品。“仅有机农业这一

项，年收益就达20余万元。我们正将主打的‘龙嘉丑瓜’

品牌申请商标注册，走订单化、优质化、品牌化路线，更好

地把优质农特产品推向市场。”唐明亮说。

唐明亮还告诉记者，大棚除了种植“龙嘉丑瓜”，还有

西瓜和草莓柿子，大棚里种植这些农作物都属于绿色果

蔬，不盲目追求上市。目前，合作社现有25台大中型农

机，完全具备服务全村的农业生产的能力，还有农业专家

服务指导，播种时间、种植密度等管理科学，实现了粮食

丰产目标。去年，合作社与172户村民签订了土地托管

服务协议，还为周边150户农民提供社会化农业服务，村

集体收益5万多元，解决了3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

了，村民也成了受益者，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实现有效衔

接。谈起如今的好生活，正在合作社务工的村民刘丽影

脸上露出了笑容。“合作社实行全程机械化作业，既增加

了农民收益，又减少了风险。我家的土地都托管了，在合

作社务工一天能赚个百八十元，年底还有1000多元的分

红收益。”她说。

“从‘单枪匹马’到‘抱团经营’，借助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的发展机遇，打造‘精品民宿+亲子研学+菜地认领’基

地，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谈到小城子

村的未来发展，唐明亮话音铿锵有力。未来，小城子村要

走农文旅融合之路，搭建起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只有

走这条路，乡村才能更美丽，农民才能更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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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伟、马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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