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铭 实习生刘程智）畅游通

化县乡村沃野，满目新景的大荒沟村、充满诗

意的“上湖上”、乐享自然的“白车轴·度假”露

营地……一个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文脉的乡村旅游新业态、新主体，让游

客尽享舒适、清凉的休闲度假体验。

玩转山野“趣”露营，通化县石湖镇“白车

轴·度假”露营地惬意美好。露营地内有山、有

水、有帐篷，美如童话，半山度假屋、林间宿、轻

奢帐篷……各种房型一应俱全；室外泳池、野餐

区、烧烤区……满足游客对露营的一切期待。

到了晚上，天为罗帐地为毡，满天星斗伴入眠，

精致浪漫。

纵享漂流，畅游青山碧水间。石湖镇罗圈河

谷漂流人气正高。游客坐上皮划艇在山涧穿行，

伴着鸟鸣山幽的葱茏，激起朵朵晶莹的水花，阵

阵欢声笑语回荡，尽情享受刺激与清凉。

择一处静谧，享一时悠闲。通化县大安镇湖

上村的“上湖上”民宿山秀林幽，引得游人无数，

红瓦泥墙、石台木栏，尽显林海雪原的乡村特色

风貌。在这里，围炉烧烤、品尝东北特色铁锅炖，

看漫天云卷云舒，或登四方山远眺青山融墨绿，

邂逅蔚为壮观的云海日出……享受“又得浮生半

日闲”的淡泊宁静。

觅一方乡野，享惬意悠然，通化县兴林镇大荒

沟村描绘出风光无限的乡村新景。到“河里抗联

老家”重温红色历史；住村屋民宿，感受乡村风貌；

游蓝莓产业园，逛集市大院“寻味”乡村……山间

村落重焕活力，成为城里人心中的“桃花源”。

通化人参文化底蕴深厚，通化县以人参为

“媒”，“参”“旅”融合，打造“人参之路”特色旅游

路线。

依山水而建的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坐落在

“人参之路”终点英额布镇水库棒槌山，有天然氧

吧之称。庄园内康养酒店、森林木屋、风情古堡、

游船码头等设施，让游客尽享养眼之福、养身之

福、养心之福……

近年来，通化县全力打造南长白山旅游集散

地，在大生态、大健康、大旅游、大服务“四大产

业”之间，构建横向共生、相互促进的产业链条，

力争把文旅产业培育成全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支柱。

通化县通化县：：

多元聚力，解锁乡村旅游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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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世博 记者孙鑫）群山

之地，多彩乡村。开拓乡村旅游新模

式，通化市二道江区下大力气唤醒沉

睡在乡村的美丽风景，拓宽山乡群众

增收渠道，以扩容升级、新场景营造等

多途径持续壮大乡村旅游业，乡村旅

游发展朝气蓬勃。

位于二道江区五道江镇菇园村

的金源湖度假村，集餐饮、垂钓、娱

乐、种植采摘为一体，占地面积200

多亩，湖塘面积 150 多亩，于今年 6

月成功评定为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湖里养殖着草鱼、鲢鱼、雅罗鱼

等十几个品种近百万斤的冷水鱼，

阳光下的碧波荡漾，湖光山色交相

辉映，游客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领

略自然的美景。

丰富多元旅游体验，在二道江区

铁厂镇三道沟村，占地面积5000平方

米的首钢通钢拓展培训基地依山傍水

而建。基地由拓展教育培训区、特色

作物种植采摘区、花海冷饮区、长征营

地休息区四部分组成，是功能齐全、设

施完善、团队专业的综合性拓展培训

基地。在这里不仅可以开展各项团队

拓展活动，还可以走进廉政党史和红

色教育展厅，接受红色教育。

走进位于四道沟村的茂霖农场果

蔬种植基地，鲜花、果蔬大棚、烧烤房、

石头路映入眼帘，水清岸绿的大罗圈

河上，苍鹭穿村飞过，与水景木栈道、

百年榆树景观带和果蔬采摘园，组成

一幅秀美的乡村新画卷。

“村里的‘生态田园体验、自然风

光康养’让游客流连忘返。先到采摘

园、家庭农场采摘品尝新鲜果蔬，再到

小河里摸鱼抓虾戏水，玩累了烤上一

只藏香猪，大快朵颐……”二道江区铁

厂镇四道沟村党支部书记高英博说，

依托大罗圈河谷资源优势，乡村旅游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全力构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二道

江区一手抓乡村旅游硬环境建设，一

手抓乡村旅游软环境优化。同时，结

合县域实际情况，深度挖掘乡村旅游

“吃住行游购娱”要素，开拓多样化的

乡村旅游模式。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山水通化，大山巍

峨，秀水潺潺，田园秀美，民风淳朴，广袤乡野仿若世

外桃源，引得无数游人尽赏自然、乐享清欢，赴一场

“诗和远方”的向往。

随着乡村“微度假”“微旅行”兴起，通化市充分挖

掘田园资源、文化体验、生态涵养、健康养生等复合型

价值，乡村民宿、休闲采摘、非遗研学、星空露营、自驾

观光等旅游新业态和产品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从“小

生意”发展成“大产业”，既留住美好乡愁与历史记忆，

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现实。

乡村旅游产业基础持续巩固。通化市先后培育

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村）10个，省级乡村旅游重

点镇（村）20个。全市现有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61

家。打造钱湾·果宿、下活龙·渔坞、暖水民宿、白车轴

露营地等乡村民宿区30余处。集安市、辉南县、通化

县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市），通化县

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旅游名县。完善顶层设计，制定

《关于加快构建“一城十线百景千亿级”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形成休

闲农业、农特产品、乡村民宿等乡村旅游产业集群。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步伐加快。积极推动跨领域

创新融合，实现乡村旅游差异化发展。与康养休闲深

度融合，立足人参、中医药等康养资源，云岭野山参风

景区、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获评吉林省首批中医药健

康旅游试点基地；西夹荒生态旅游度假区开发集乡村

养生度假、农耕活动、冰雪娱乐等业态为一体的关东

民宿区；二道江区鸭园镇冷水鱼观光垂钓基地竣工并

运营，成为全市首家以冷水鱼养殖和垂钓为主题的乡

村旅游主体。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通化县西江镇打

造“梦里水乡·贡米小镇”，建设贡米园、稻家里大院、

果家体验园等配套设施，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集安

市依托乡村传统产业，打造“钱湾·果宿”、凉水朝鲜族

乡民俗园等特色品牌。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抗联白

鸡峰战斗遗址复建少年铁血营营部等设施，开发红色

精品研学线路；集安市依托“抗美援朝第一渡”，打造

“红之宿”特色民宿区；大荒沟村建成“河里抗联老

家”、红色驿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创新开发。创新推出一系列

乡村旅游“微度假”游线。其中，辉南县“醉美龙湾 花

样辉南”、柳河县“泉眼村春日之旅”、通化县“西江风

情之旅”、集安市“早春集安百花香”等9条线路获评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充分借助乡村旅游资源优

势，开展采摘节、帐篷节、电音节、美食节等四季乡村

旅游活动，形成以“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为主题的

乡村旅游活动体系。

本报讯（刘春萌 王琳琳 记者贾
凌竹）夏末秋初，集安市清河镇天桥村

广袤的田野上，一片片小冰麦如同金

色的海洋，阳光洒在麦穗上，波光粼

粼，随风起伏。游客们在田间游玩拍

照，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野上空。

天桥村驻村第一书记孙杰介绍

说：“今年，我们打造‘麦田+生态游’，

研究生态观光、麦田收割体验等项目

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

来游玩。”

近年来，集安市依托良好的生态、

文化资源和特色产业，深入推进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为市民

和游客提供了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更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走进集安市麻线乡下活龙村，“渔

猎”文化气息浓厚，经过几年的发展，

这里初步形成集边境风光、渔猎文

化、渔坞民宿、农事体验、创意工坊、

乡土美食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休闲栖

息地。

其中，小颖农家院充分利用当地

资源，推出以原生态绿色蔬菜、野生鸭

绿江鲤鱼为特色的农家饭菜，游客品

尝地道乡村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在江

边烧烤、露营；在园子里摘豆角、啃黄

瓜；到农村大舞台看各式演出……欣

赏山水美丽，尽享田园乐趣。

在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以“生态

美、百姓富、宜居宜业”为发展方向，围

绕“民宿、农家乐、采摘”这一主线，农

业休闲游热度正高。

来到依山而建的正阳晓苑民宿，

灰瓦白墙，错落有致，从观景台向西望

去，整个钱湾村美景尽收眼底。沏一

壶热茶，闲坐一下，让游客在享受恬静

田园生活时回归自然。

游客多了，村民们又做起了水果

采摘和水果深加工，各类果园相映成

趣，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如今，集安市游人如织，乡村旅游

正热。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讯（王晓旭 闫玥琦 记者孙
鑫）近年来，辉南县全力打造“环城、沿

路、依江、邻景”乡村旅游产业集群，逐

步形成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新格局。

来到位于辉南县金川镇龙湾堡村

的西夹荒生态旅游度假区，山环水抱、

幽雅别致。前不久，辉南·金川第二届

农耕文化泼水节在这里热闹开启，游

客尽情泼洒着寓意着幸福吉祥之水，

场面欢乐热闹。

“今年看到这里举办泼水节，马上

就跟家人一起来了，特别有趣。西夹

荒很美，一步一景，充满原乡韵味的村

落瓦舍掩映在绿树繁花之间，充满关

东风情。”游客王悦萌赞不绝口。

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辉南

县不断开拓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

重点项目与特色活动双向拉动，业态

产品与促进政策多维赋能，发展基础

逐步夯实。

辉南县石道河镇西南岔村有着丰

富的抗联遗迹遗址资源，红色文化底

蕴深厚。该镇以“红”铸魂，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效应，通过教育研学、拓

展培训等“教育+”模式，将红色教育同

乡村旅游紧密结合。同时，精心构建

旅游新景，建设特色田园综合体，服务

项目涵盖星空酒吧、烧烤营地、野外露

营、篝火晚会等，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

发展新路。

游客姜欣悦幸福地说：“在西南岔

村，不仅能在红色抗联纪念馆里追寻

红色记忆，还可以赏风景、品美食、做

游戏，尽情享受田园生活的美好。”

“村”游之路因文化而多彩，辉南

县楼街乡朝鲜族民俗园集传统文化、

科技民宿、乡村民宿、特色美食、亲子

游玩、休闲垂钓、彩虹跑道及旅拍体验

于一体，是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的重

要载体。

在民俗园内拍照打卡的游客刘丹

高兴地说：“走进民俗园，仿佛进入时

空隧道，从繁华喧嚣的生活中一下把

我拉到这个充满民俗风情的朝鲜族小

庄园。”

据了解，以“农旅融合发展”为经

营理念，辉南县共有A级乡村旅游经营

单位11家。今年上半年，全县乡村旅

游接待人数 155 万人次，综合收入

6.25亿元，同比增长38%、42%。

本报讯（王锐 记者孙鑫）徜徉绿水青山、感

受天然氧吧、品味农家饭菜……柳河县不断推动

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积极发展农业观光、红色农

村、特色农庄、农情民舍等旅游新业态，以“游在

乡村、宿在农家、玩在田野”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

游和休闲农业正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引擎。

来到位于柳河县五道沟镇三道沟村的花溪

谷农家院，青山环绕、绿水悠悠，集餐饮、住宿、休

闲垂钓、儿童乐园、森林康养为一体的综合性生

态山庄，吸引了众多游客休闲、度假。今年上半

年，该农家院接待游客3.8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300余万元。

找准旅游与农业的结合点，柳河县积极开发

精品生态旅游产品，突出乡村旅游的“农味儿”，

深挖柳河火山岩稻米、柳河山葡萄酒、柳河林下

山参旅游资源内涵，开发特色农产品，推出人参

宴、山珍宴、冬捕鱼宴等特色美食名宴，构建内容

丰富、品种多样的旅游产品体系，实现乡村旅游

与现代农业共生共建。

同时，依托云岭野山参风景区、青龙山滑雪

场、三仙夹国家森林公园、珩阳逸景康养漂流度

假小镇打造黄金旅游带，串联花溪谷农家院、鸿

乐谷休闲农庄、百年梨园等乡村旅游景区、景点，

通过采摘体验、农家乐等方式开发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先后开展美食大集、旅游产品大集、土特

产大集等特色活动，展出柳河地方名特食品、风

味小吃。

目前，柳河县有3A级乡村经营单位4个，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镇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今年上半年，全

县共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78.4%，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274万元，同比增长76.7%。

“我们将以‘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原汁原

味的乡村气息、淳正质朴的乡村热情向各地游客

展示柳河县旅游风貌。”柳河县文广旅局产业发

展科科长宋成博说。

本报讯（李姗珊 记者贾凌竹）以
花为媒、以花会客。时下，通化市东

昌区金厂镇夹皮沟村金江花海的油

葵进入盛放期，阳光下的油葵灿烂多

姿，迎风摇曳，朵朵娇艳汇成“金色海

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赏花观景、拍照留念，在花海间开启

一场浪漫之旅。

漫步花海，沿着蜿蜒的乡间小道

前行，耳畔传来清脆的鸟鸣声。不远

处，几位村民正弯着腰在花间劳作，脸

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

“这几年，花海的变化可大啦！美

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油葵产业也成为

村里的重点产业之一。”憨厚的老农开

心地说，游客越来越多，大伙儿的日子

也越过越红火。

江畔翻金浪，花甜酒更香。花海

旁，精心设计打造的花甜酒香民宿被

群山包围，温馨舒适、配套完善的各类

房型，可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民

宿中的特色东北餐厅以吉菜为主，农

家饭菜量大味美。在这里，住乡村民

宿，品农家美食，深度体验闻花香、赏

花海、伴花眠的浪漫之旅。

近年来，东昌区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打造以民宿、采摘、康养为主

的乡村微度假品牌，走出了一条“宜

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富民发展新路，

获评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区称号。

目前，东昌区现有3A级乡村经营

单位3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1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1个。今年上半年，全区

共接待游客275.96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9.81 亿

元，同比增长48.24%。

通化：诗画田园近悦远来
本报记者 李铭 贾凌竹

集安市：

资源整合，绘就乡村旅游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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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特色，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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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区东昌区：：

立足产业，释放乡村旅游新活力

二道江区二道江区：：

多点开花，开拓乡村旅游新模式

◀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正阳晓苑民宿。兰天娇 摄

俯瞰集安市麻线乡下活龙村。齐珮志 摄

▶辉南县楼
街朝鲜族乡以稻
田为布、禾苗为
笔，绘制出稻田
画，展现农耕艺展现农耕艺
术。王秋雨王秋雨 摄摄

西夹荒——藏在辉南县金川镇龙湾村里的“世外桃源”。辉宣 摄

▼柳河县逸景大峡谷漂流。
柳河县委宣传部供图

柳河县五道沟镇三道沟村花溪谷农家院。柳河县委宣传部供图

▲“ 白 车
轴·度假”露营
地。通化县委

宣传部供图

▶振国养
生 谷 壹 号 庄
园。通化县委

宣传部供图

▲花甜酒香民宿。郭晓萌 摄

▶金江花海。郭晓萌 摄

▲二道江区五道江镇菇园村金源
湖度假村。 刘世博 摄

◀茂霖农场果蔬种植基地。
刘世博 摄

通化县西江镇打造“梦里水乡·贡米小镇”。通化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