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古城村走进古城村

开启探开启探““秘秘””之旅之旅

顶着夏日的骄阳，记者日前来到珲春市三

家子满族乡古城村。顾名思义，古城村，应该

有很多历史故事。带着这样的好奇和期待，记

者开启了探“秘”之旅。

村口主路上，高耸着古香古色的牌楼，两

侧的对联写着：“兴千年古城 振满族故里”，中

间牌匾上面的“古城村”三个大字古朴典雅，格

外醒目。

“欢迎来到古城村，这里位于珲春市的西

南侧，是重点边境村，也是满族先民世代居住

的地方，称为满族故里……”一位皮肤黝黑的

村干部热情地迎上来，驾轻就熟地向记者介

绍，原来，他是省人大派驻古城村的第一书记

高国辉。

听着高国辉的讲解，记者逐渐揭开了古

城村的神秘面纱——古城村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江河纵横、交通便利，正因为这一地域

优势，千百年来，这里成为很多朝代统治者

择地雄踞、筑城设府、辖制一方的战略要地，

也是满族先民肃慎、靺鞨、女真聚居之地。

古城村有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

“温特赫部城”和“裴优城”。古城村就坐落

在“温特赫部”古城内。古城村古寺庙遗址

考古还被评为“2022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我省考古专家携团队曾经专门进驻古

城村进行考古研究和文物发掘，目前已出土

编号文物1.6万余件。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沧桑和风沙侵袭，古城

墙的遗迹还依稀可辨。古城墙一面边长460

米，另外三面520米左右，呈簸箕型，四周完

整。“今年春天，我们搞了一次‘游千年古城墙 品

四季民族风’活动，来了挺多人，也挺热闹。”高国

辉虽然驻村只有两年多，但他投入了很多精力

研究古城村的历史文化，努力让沉寂的历史故

事鲜活起来。

历史文化墙是古城村的特色景致，在毗

临公路的村子南侧，修建了430米长的大理石

雕画文化墙，一些和渤海古国相关的重要历

史事件和人物，被雕刻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还有几座满族先民的雕像。村路边安置了充

满古韵特色的路灯，修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

凉亭，俨然一个旅游景点。“村民们称这里为

休闲纳凉的古城广场，每天早晚凉快时，有很

多人来这里休闲、散步。”高国辉说，“我们还

打算在村子中间村委会附近修建一个运动休

闲广场和满族风格长廊，让老百姓有更多的

活动场所。”

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带领下，古城村经

济基础不断夯实，2023年村集体收入69万多

元，原来有一个养殖合作社，2023年又兴办了

农业、农机和旅游资质的合作社，预计今年能

增加收入10多万元。古城村养老食堂将在近

期开业，村民们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生

活越来越幸福。

“有些历史发掘不够，有些民族特色展现

不够，有些文化缺少传承。”古城村“两委”班子

还在找短板和不足，想干更多的实事，满怀信

心地描绘着村子的美好未来。

支部带领支部带领

东岗子村大变样东岗子村大变样

作为珲春市人口最多的重点边境村，三家

子满族乡东岗子村在当地小有名气。为啥？

据三家子乡宣传委员崔英男介绍，东岗子村有

一位能干的党支部书记，村里产业比较多，现

代农业也很有特色。记者遂慕名前往。

走进东岗子村，记者看到村容村貌确实与

众不同：路旁的景观墙由大石块砌成，美观又

厚重古朴；水泥修筑的排水沟，路面全部硬化，

专门留出了绿化美化的位置，鲜花盛开，绿树

成荫。宁静祥和的村庄，在绿树红花、万里晴

空的映衬下，赏心悦目。

“2017年，我回到东岗子村任党支部书记，

我看到别的村子都在变好，而我们村子却越变

越破，心里着急。这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要

让她美起来、富起来。”东岗子村党支部书记关

利华说，自己这些年在外面走过很多地方，但

始终对家乡念念不忘，很想改变家乡面貌。关

利华做事雷厉风行、处事公正，在村民中很有

威信。在他的带领下，东岗子村开始蝶变。

“我最开始植树、栽花，就十几人跟着我一

起干，到后来五六十人，再到全村人都参与。

不管是自己家的房前屋后，还是村里公用的道

路，都收拾得很干净，建设美丽庭院、干净人

家，村里形成了良好风气，村民也有了向心力，

跟着党员干部往前走。”关利华说。

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东岗子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各类项目投资总

额达到数千万元。比如：修建灌溉水渠2340

米，修建机耕路和巷道共计20.6公里，新建铁

围栏3万米，安装路灯270盏，修景观墙3510

米，巷道排水沟8510米……在美化绿化方面，

2024年全村栽种鲜花达到15万余株，还栽了

梧桐树。

东岗子村不仅在变美，也在变富。立足资

源优势，村里大力发展棚膜经济，有180多栋大

棚，还有农场、粮食加工、甜玉米产业，利用闲

置土地引进了苯板厂，村党支部领办了新兴边

贸互市合作社，村集体经济搞活了，2023年村

集体收入47万多元。

在东岗子村委会大院里，记者看到停放着

很多大型农机具：玉米收割机、拖拉机、播种

机、旋耕机，还有大疆无人机。关利华说，合作

社新增加了农机和旅游综合体项目，村里购买

了一批农机具，不仅能给村集体带来收益，还

能让村民种地得实惠。村里的农机给低保户

免费使用，本村村民使用费用也低于市场价格

的20%—30%，而且服务到位。农机具负责人小

于说：“我们村里的农机具，老百姓用了都说

好，确实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

“农业无人机通过智能导航系统实现精准

施肥打药，使得肥料喷洒均匀，且作业效率极

高，是传统人工作业的几十倍。”操作手于海洋

正在熟练地操控无人机进行田间作业。

东岗子村华瑞参业棚区负责人金立新告

诉记者，东岗子村的温室大棚主要种植草莓及

各类蔬菜，供应量大、品种齐全，市场反响很

好，不仅为村里带来了可观的租金收入，还带

动了东岗子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作为一个人口较多的村庄，东岗子村有发

展的优势，也有治理的烦恼。全村在籍人口

1800人，常住人口1149人，村民间难免有一些

或大或小的矛盾和纠纷需要调解。“大大小小

的村民矛盾，关利华一年处理不少，因为乡亲

们都信服他。”东岗子村人才兴边大学生专岗

才旭红告诉记者。

为村民服务，为村民解忧，建设美丽乡村，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东岗子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已经变了新

模样。2021年，东岗子村党支部被评为珲春市

优秀基层党组织。

多元致富路多元致富路

花开花开““南山南山””产业兴产业兴

南山村位于珲春市马川子乡东南部，距中

俄边境线1.44公里，曾经是个贫困落后的边境

村，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2021年获评省级“千

村示范村”。南山村有啥特色和魅力？日前，

记者来到南山村深入走访。

从珲春市到南山村大约20分钟车程，乡路

平坦，两侧树木葱茏，景色清幽。进入村庄，只

见一栋栋房屋白墙蓝顶，路边的蓝白相间栅栏

也是整齐划一。村路转角处，放置着一些酱菜

缸，这是当地特有的民俗。一块沧桑的巨石立

在村口树边，上刻三个红色大字“南山村”。“这

是我们自己在山上寻找的石头，像一个‘山’

字，请人刻上字就可以了。”陪同记者采访的南

山村驻村干部卜林杰介绍。

卜林杰，由珲春市融媒体中心派驻南山

村，驻村已经6年多，经历了由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的转变，他也从一个年轻的帅小伙晒成红

脸“大叔”。他和每一位村民都很熟悉，对每家

每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村里现在一共130多

户240人，其中朝鲜族23户43人，60周岁以上

老人160人，占比66.39%。谁家有几个老人，

健康状况如何，都在我心里。我们24小时有人

驻村，村民看病用车，还有交网费、身份认证等

事情，都是大事，都得帮忙。”为村民服务，不管

大事小情，3位驻村干部都责无旁贷。

“2018年4月份，我刚来到这里，路面十分

泥泞，基础设施等生活条件也不好。经过这几

年建设，我们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污水管网项目建设持续推

进，目前已完成地下管道铺设。村里已经实现

了24小时自来水供应，村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说起村里的事，卜林杰如数家珍。

南山村拥有电商服务平台，为村里的农副

产品打开了更多销路。“我们帮村民卖农产品

都是义务的，年销售额20多万元，有需要我们

就开直播，还有数个‘网红’在我们村搞直播，

租住在村里，也提升了村里的人气。”卜林杰开

心地说。

烈日当头，记者看到一处工地正在紧锣密

鼓地施工，这里是南山村引进的“跑山鸡”养殖

项目，正在建室内保障厂房。身着白色T恤的

项目经理梁铖龙是位年轻的朝鲜族小伙子，他

说：“之前我在别的地方养鸡，地方不够用，南

山村地理位置比较方便，这次我们增加了投

入，扩大了养殖规模。第一期进了2200只鸡

雏，包括笨鸡和肉鸡，1个月后就上山了。”梁铖

龙今年39岁，是一名退役军人，曾经在外打工

几年，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决定返乡创业，干

起养殖业。“跑山鸡”项目对南山村来说是一举

多得，出租村里的山地和养殖厂，每年收租金，

还有收益分成，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为困难

村民提供代养鸡服务。

除了养鸡，南山村还有养牛项目和人参

种植业，今年还利用闲置的学校用地引进了

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厂房主体

施工，预计建成后能带动150人就业。南山村

还营造了“美丽经济”：南山花海。来到南山

村花海观光园，令人惊叹，除了露天生长的鲜

花，还有十几栋大棚。花海的主人是曹玉翔，

他出于对花的喜爱，2019年在南山村租土地

开始种花事业，目前花海总面积20多公顷。

据悉，南山村依托花海项目，常态化开展“赏

花节”等文旅活动，集聚乡村人气，上半年累

计接待游客2000余人。

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步增长，产业兴、环境美、人气旺，今年南

山村人口回流效果明显。随着新项目不断落

地开花，南山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边境村的振兴路
本报记者 韩雪洁 李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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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兴边富民政策的推动下吉林省兴边富民政策的推动下，，边境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边境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解码解码33个边境村的振个边境村的振兴发展之路兴发展之路。。

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闻深度挖掘新闻
细节细节，，全面剖析事实真全面剖析事实真
相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注身共同关注身
边的社会热点问题边的社会热点问题。。

古城村正门。 本报记者 李雪晴 摄

南山村村口“山”型巨石。 （图片由南山村提供）

古城村古城墙景观。 本报记者 李雪晴 摄

东岗子村民正在为鲜花除草。 （图片由东岗子村提供） 东岗子村古朴景观墙。 本报记者 韩雪洁 摄

东岗子村无人机操作手于海洋正在田间作业。
(图片由东岗子村提供)

南山村门球场。 本报记者 韩雪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