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美民富产业旺，乡村振兴正当时。

近年来，东丰县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探索工作新模式，

全面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的幸福新东丰。

产业兴旺振兴底气足

9月，东丰县六禾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栋栋大棚整齐

排列，大棚外的高粱等粮食作物已进入成熟期，棚内各类

蔬菜生机盎然、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其中，各司其职地忙

碌着……

记者从产业园负责人冯金全口中了解到，产业园由吉

林省建设集团出资建设，占地面积38.7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2亿元。主要建设食用菌和蔬菜大棚99栋，鹿舍93

栋。记者采访时，冯金全正和集团总畜牧师一起给梅花鹿

采血。农业园集聚智能化、标准化、产业化等现代农业元

素，立足循环、有机、设施、订单、特色、休闲“六个农业”融

合发展，提升农业功能、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引

领和带动全市现代农业发展。

六禾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全县实施乡村振兴发展中的

一个产业亮点。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立足农业，东丰县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破解发展瓶颈，构建了“钢铁+冶金建

材”“梅花鹿+医药健康”“食用菌+农特产品加工”“包装+轻

工纺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五大产业格局，工业增加值

增速跃升至全省第一位。该县每年设立2000万元梅花鹿

产业发展基金，养殖规模日益扩大，产业层次显著提升，东

丰梅花鹿地理标志商标荣获“世界地理标志产业博览会金

奖”，被确定为“中国观展梅花鹿驯化基地”。

让百姓乐享发展红利

蓝天白云，挽着家人的手臂走在绿荫下，呼吸着新鲜

空气，鸟语花香间，放松身心，十分惬意。如今，在东丰县

不少乡村，越来越多的村民都享受到了生态发展带来的幸

福生活。

近两年，全县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

实施“三百工程”，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取得了重大突破。

深入挖掘城乡文化内涵，将梅花鹿、农民画等特色元

素融入城市建设，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高效推进，东

丰的城市名片个性魅力愈发凸显。坚持“以业兴镇、以镇

聚人”，全力打造覆盖全域的特色小镇、精品小镇，荣获“国

家卫生县城”称号。他们还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深入实施生活垃圾治理等工程，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

走进横道河镇三好村鑫丰养殖合作社，一排排整齐的

鹿舍映入眼帘。鹿舍内，一头头灵动可爱的梅花鹿或尽情

地撒欢儿，或悠闲地吃着草料。随着东丰县梅花鹿产业蓬

勃发展，横道河镇三好村抓住有利时机成立了鑫丰养殖合

作社。该合作社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存鹿200余头，村

集体作为发起人，联合本村村民、党员致富能手共同发起

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其中，村集体占股90%，农户占股

10%。通过吸纳村民入股的方式，不仅能够增加村集体收

入，同时也让广大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股东。致富“鹿”托起

了群众的致富梦。合作社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盘活了资

源，为周边村民就业增收打开了突破口。

东丰县坚持把富民作为发展之果，全力推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农村繁荣。立足山林地域等资源优势，采取招商

引资、合作经营等方式，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围绕梅花鹿、生猪、稻米、食用菌等产业，以村民联合创办合

作社为抓手，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增收渠道，保

障农民群众稳定增收、持续增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

东丰县着力推动“魅力县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一

体化发展，探索实施“东进、南扩、西优、北储、中改”城市发

展战略。推动财力向民生集中、政策向民生倾斜、服务向

民生覆盖，大力推进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

生事业，切实解决群众最急、最盼的问题，让群众衣得体

面、食得丰盛、住得舒心、行得便捷。

乡风文明引领新风尚

在拉拉河镇双福村，一块块绘有农民画的墙体十分引

人注目，昔日各家颜色不统一、破旧的院墙，变身为村里一

道耐看且有内涵的独特风景。村里以墙为“纸”，将彩绘作

为政策宣讲、文明传递的有效载体，美化环境的同时更助

推了乡风文明建设。

为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东丰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大力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随着乡风文明工作不断推进，东丰镇等4个乡镇和村

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小四平镇等6个乡镇获评“全省文

明镇”，杨木林镇四合村等11个村获评“全省文明村”。与

此同时，全县还积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断提升农村文

化服务质量。

为进一步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该县大阳镇坚持管好、

办活“爱心超市”，把积分兑换作为助推乡风文明和乡村治

理的有力推手，广大农民群众通过互学、互比、互促，形成

了人人参与、户户争先的良好风尚。

东丰县统筹抓好农村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深度

推进“三治”融合，成功申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

试点县”，黄河镇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称号。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东丰版“枫桥经验”，持续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高标准建设“一

中心一网格一平台”，“111”平安建设模式效果显著，城乡

安宁，群众安乐，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等专项治理，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

全面深化依法治理，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被评为全国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县，被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授牌命

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经济强 百姓富 环境美
——东丰县推动乡村振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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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走进辉南县石道河镇西南岔村，红砖

白墙的民居错落有致，绿树掩映的庭院秀

美洁净，百花争艳，绿草如茵。条条硬化的

乡村小路蜿蜒而去，一步一景，入目皆画。

西南岔村位于辉南县石道河镇西南

部，群山环抱，河溪纵横，山林、土地、水利

资源丰富。近年来，该村抓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契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修复打

造红色景观景点，推动农文旅融合并进，发

展特色产业，加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近几年，该村修筑水泥路4万平方米，新

建维修边沟5000延长米，彩绘墙体700延长

米，修建文体活动广场5个、6000平方米，使

村民健身、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此外还

安装路灯150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弘扬抗联精神，打造红色景观。西南

岔村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厚。在烽火连

天的抗战年代，这里留下了东北抗日联军

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的遗迹、遗

址。为了弘扬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村

两委积极争取上级机关、单位支持，开展红

色景观、景点修复和建设。

几年来，该村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石道河抗联纪念馆，在抗联文化中心的基础上，依托环村

石道河堤坝，沿路修复建设了抗联小菜园、露营基地、状元石等景

点景观。在栈道对面的山顶，复建了堪称“抗联第一哨”的炮台遗

址，抗联战士“夜袭韩家街”的战斗故事便发生于此。

“研发”特色项目，丰富旅游业态。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红色

景点景观建起来了，如何把游客留在乡村，吃住玩“一条龙”？村两

委一班人不等不靠，迎难而上，借鉴各地成功经验，因地制宜“研发”

打造特色项目，延伸服务链条，优化服务措施，加强宣传推介，使“西

南岔的旅游”知名度持续攀升，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与日俱增。

根据青年消费群体的需求，在河坝路南部还建设了特色田园

综合体。引进第三方经营，服务项目涵盖“星空酒吧”、烧烤营地、

野外露营、篝火晚会等。游客不仅可以参加寻找宝藏游戏，观赏抗

联情景剧，认领共享菜园、果园，还能在美妙音乐旋律中，品尝柳条

大肉串、铁锅炖、石道河烧烤等特色美食。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村党支部、村委会始终把产业

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大事来抓，充分发挥当地生态和土地资

源优势，发展特色种植和庭院经济。为了给村民蹚路子、立标杆，

村领导带头发展蓝莓、平欧大果榛子种植，领办创办新型合作经济

组织，使村域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截至目前，该村蓝莓种植面

积达到300亩，树莓利用田园经济政策支持，扩大到30亩，大榛子

发展到400亩。

西南岔村与享有“龙岗画苑”美誉的四方顶景区为邻，每到旅

游旺季，游人、车辆川流不息，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商机。村两委因

势利导，积极引导扶持农民借“景”生财，发展服务业。在村两委的

倡导下，一部分头脑灵活的村民加工制作大煎饼、粘火勺，开办餐

饮、农产品销售等网点、门店，加快了增收致富的步伐。为了盘活

村集体资产资源，村两委认真开展清收册外地等“三资”管理工作，

已清收册外地784.8亩，使村集体资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实现保

值增值。

“利用村里现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在红色旅游方面下功夫宣

传，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谈到西南岔村未来发展方向，村党支

部书记徐凤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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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近年来，梨树县不断

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周期短、见效快、前

景好的鲜食玉米产业，促进鲜食玉米规模化

发展。

时下，正是鲜食玉米成熟上市的季节。

走进梨树县梨树镇北夏家村的聚丰农民专业

合作社，只见连片的鲜食玉米郁郁葱葱，玉米

棒颗粒饱满，一阵阵拖拉机的轰鸣，随处可见

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玉米的忙碌身影。

今年是聚丰农民专业合作社第八年种植

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已达100公顷，现已全面

进入采收期。“今年鲜食玉米全部采用‘梨树

模式’种植，长势非常好，现在已经采收10多

天了，预计今年1公顷产量3.6万斤，好地块

可达4万斤。”合作社负责人邵亮亮笑着说，

笑容里饱含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梨树县坚持以玉米主食化为重要

抓手，以服务企业为重点任务，以增加产值收入

为奋斗目标，不断推动玉米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吉林省晟然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一根根

金黄鲜亮、籽粒饱满的玉米经过挑选、剥皮、清

洗、蒸煮、冷冻等程序后，便把以“鲜”取胜的“金

棒棒”变成了以“快”争市场的“香饽饽”。

鲜食玉米也称水果玉米，和普通玉米相比，它具有甜、糯、

嫩、香等特点，因口感好、品相佳、营养价值高而深受广大消费

者的欢迎。目前，梨树县建成鲜食玉米加工企业5家，年加工

生产能力达到2亿穗，拥有玉米食品加工企业6家，可生产玉

米粉、玉米糊、玉米方便食品等30余个品种。梨树县已规模

化种植鲜食玉米，种植总面积达2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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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鑫 记者陈沫）近日，桦甸市金沙镇“千亩榛园”喜迎

丰收。摘果、分拣、打包，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果农

们喜上眉梢。

近年来，金沙镇立足本地实际，依托优良的资源禀赋，把推广

种植大榛子作为特色产业之一，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让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千亩榛园”建于2020年，区域总面积1120

亩，其中750亩由工农村、平和村等6个村集体组织领办的榛果兴

合作社进行种植，并辐射带动周边百亩榛园5个。

榛子属一次性栽植，多年受益的作物，进入丰产期后可以持续

产果长达30年，收益相当可观，而且榛果易运输、易储存，不受传

统林果扎堆上市影响，经济效益好。

今年，“千亩榛园”预计榛子鲜果产量可达1.5万斤。每年8月

末，榛园开始陆续采摘、晾晒，带动附近村民150余人就业，每人每

年可增加收入2000元，今年村集体预计可收入14万元，大榛子种

植户户均增收1万元。

村里有产业，发展有依托。“千亩榛园”在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该镇将不断完善榛子产业配套设施

建设，全力扶持和推进榛子全产业链建设，激活乡村产业的内在潜

力，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迈向新高度。

“千亩榛园”果满枝

近日，和龙市人民法院头道法庭法官来到头道镇镇兴
村，为村两委委员及人民调解员开展普法宣传。他们围绕

《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讲解了农村
土地承包、农村土地征收、农村房屋买卖、土地确权等内容，
就在场人员提出的关于乡村治理中矛盾纠纷的司法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大家积极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李鑫芮 摄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来，大安市联

合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肉牛养殖产

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政策

帮扶与多方合作实现规模化养殖，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牛”产业振兴之路。

在联合乡二龙山村二龙畜牧饲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二期建设的现代化牛舍内，牛

群悠然自得地咀嚼着草料，工人们忙碌而

有序地进行喂养工作，草料加工间内机器

轰鸣，一派生动和谐的景象。该合作社自

2021年由村党支部领办以来，村民积极响

应并以自愿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2023

年，随着合作社规模的不断扩大，联合乡党

委、政府积极作为，帮助协调租赁了1万平

方米的场地用于扩大生产，成功建设合作

社一期项目，新建了先进的牛棚舍和高效

的草料加工间，并引进了100头基础母牛

进行饲养。2024年，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

发展，联合乡党委、政府积极沟通协调资

金，为合作社援建了两栋现代化牛舍。

联合乡通过党建引领合作社的发展模

式，不仅提升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和市场

竞争力，还进一步推动了全乡肉牛养殖产

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截至目前，全乡

已拥有养殖场和合作社17户，养殖大户75

户，肉牛存栏量近万头，年均利润1500万

元左右，肉牛养殖产业已成为当地的特色

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牛”产业助振兴

东丰县横道河镇龙头水库。

东丰县大兴镇六禾鹿场，拥有整洁宽敞的标准化鹿
舍，养殖梅花鹿5400余只。

（本栏图片均由东丰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