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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吉林，硕果飘香。在这充满收获的

季节里，一场事关乡村振兴的盛会如约而至。

10月 22日下午，吉林日报社内高朋满

座，大咖云集，吉报彩练新闻《翠花走千村》栏

目上线一周年暨采访报道300个村工作研讨

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全省党政部门、高校科

研院所、社会组织、涉农企业和村党支部书

记、新农人代表风尘仆仆从四面八方赶来，共

赴“翠花之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当时代之音

在广袤的田野上奏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

为共同的心声。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对新时

代东北振兴做出重要部署，对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

这一天，彩练新闻《翠花走千村》栏目正

式上线，这是吉报集团新媒体改革的“试验

田”，党报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平台。

翠花千村助振兴，吉林大地洒真情。一

年时间里，吉报“翠花班”记者不畏辛劳，走遍

了白山松水，用足迹丈量吉林乡村大地的广

度与厚度，将热忱倾注于每一次采访，以其独

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报道，记录了我省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乡村“热气腾腾”的新

气象。

“集中宣传有热度、组织活动有密度、双

向奔赴有温度、吸引人才有厚度”的浓厚氛围

在火热的吉林大地奏响。

在吉林日报融媒体指挥中心，枫林红叶

合唱团成员早早来到现场，他们都是退休老

同志，最大的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听说吉林日

报社举办这次活动，他们主动义务排练演唱

吉报“翠花班”班歌，为营造乡村振兴的浓厚

氛围尽一份力。

“您走过的吉林大地，凝聚着深深的

情，您的嘱托化作春风，黑土地保护牢记心

中……”歌曲《走向乡村振兴》响起，瞬间抓住

了大家的注意力，深情温暖的歌词、大气磅礴

的旋律、爱国爱党的情怀引发大家强烈共

鸣。随后的“翠花班”工作成果说唱，凝聚了

《翠花走千村》的心血，那种向新向前的力量

和对乡村振兴勇往直前的追求，让现场观众

为之动容。

说唱意犹未尽，大家又来到了吉报“乡约

空间”。农味十足的风格，琳琅满目的农产

品，有内涵有创意的规划设计，又一次冲击着

大家的眼球。

与会嘉宾驻足在“翠花班”荣誉墙处，拍

照留念。今年9月2日，在中国报业创新发展

大会上，《翠花走千村》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颁发的第四届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案例，

是东北三省唯一入选案例，全国入选案例仅

60个。这不仅是对《翠花走千村》工作的肯

定，更是一份激励和鞭策。

乡村振兴，吉报先行。吉林日报专门设

计了翠花走千村助力乡村振兴联合体“我为

乡村振兴出把力”长卷，与会嘉宾纷纷在长卷

上签名，这10幅长卷将由“翠花班”记者在采

访时带到全省各地乡村签名留下祝愿，作为

大家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美好见证。

在参观完“乡约空间”后，研讨会正式拉

开帷幕。

研讨会上，与会领导、专家和乡村基层代

表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二

届五次全会精神，围绕讲好农业大省的吉林

故事、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等主题，结合各自

领域的工作实际，为《翠花走千村——党媒赋

能乡村振兴公益服务平台》更好地推进城乡

融合、服务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讨论碰撞出思想火花，交流凝聚起行动

共识。“《翠花走千村》以‘走千村、访万户、解

民忧、助民富’为宗旨，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炕

头，用心用情书写吉林大地火热生动的乡村

振兴新画卷，形成了‘突出共建、形成合力，突

出改革、问题导向，突出服务、助力发展’三个

特点。”吉林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于迅来说，报

社将进一步提高栏目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创

新报道形式和内容，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新闻服务，同时也多做“新闻+服务政务商务”

等多维度平台服务，扎扎实实为乡村振兴作

出吉报贡献。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卫东表示，吉林日

报社召开这次研讨会，围绕进一步办好党媒

赋能乡村振兴公益服务平台，邀请涉农领域

的领导和专家们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更好地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一年就采访报道了300个村屯，充分展示了

吉林日报践行“四力”的生动实践和成效，凸

显了党媒编辑记者的责任担当，给全省新闻

工作者做了很好的示范。吉林日报推进这项

工作，整体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融合发展

有深度。成功探索出一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深度融合、内容和形式有机整合的工作模式，

为报社整体在内容建设、媒体传播、技术赋

能、管理创新等方面提供了实践范本。二是

助力振兴有力度。邀请多位知名农业专家深

入一线“传经送宝”，打通了媒体服务乡村振

兴的脉络。特别是栏目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使乡村振兴具备更坚实的地域历

史和文化资源基础。三是践行“四力”有温

度。吉林日报借助“翠花”这种为大众所喜爱

的地方文化IP，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以

关注现实、关注基层不断锤炼作风、文风，用

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千村万户的幸福指

数。希望《翠花走千村》作为吉林日报全媒体

改革的“试验田”、融合发展的“示范地”，能够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走进更多村落、走出更

多精彩，真正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

“吉字号”全媒体传播新平台。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余乐谦对《翠花走

千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栏目自

开办以来，依托我省乡村振兴工作成果，用细

腻的笔触、真实的镜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

解吉林乡村生活、领略乡村之美的窗户，打破

了平面媒体的单一性，体现了“融”的特点；以

平视的、平民的、女性的视角描绘乡村场景，

体现了“亲”的特点；用新的方式展现农村新

貌，体现了“新”的特点。在未来工作中，省农

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与《翠花走千村》栏目的

紧密合作，号召更多的人来关注乡村、走进乡

村、助力乡村，共同为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征程未有穷期，新起点、新未来，吉林日

报“翠花”将一直在路上。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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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工作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伟

《翠花走千村》栏目体现了媒体责任担当，同时在数智

媒体时代，吉林日报社农村部以这一栏目为切口，以主动

自觉的姿态适应主流媒体的全面转型。他们与广大农民

不隔心、不隔音，以自己的全部行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重塑新时代的吉报精神。在今后翠花走千村的行动过

程中，高校的师生也应该从一个观察者，积极地成为一个

活动的参与者，实现高校对媒体的智力支持、创作支持。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副院长 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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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新农人联盟是一个由省内农业领域的领头雁、产业精英、

优秀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等共同组成的互

利共赢平台。目前联盟已汇聚1000余家成员单位，我们将

与《翠花走千村》栏目组携手共进，一起为乡村振兴努力奋斗。

——新农人联盟发起人 谷政闻

枫林红叶合唱团深情演唱吉报“翠花班”班歌。

《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在一线采访。

期盼吉林日报社在持续擦亮《翠花走千村》这块“金

字招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长白山人参”新品牌，助力

吉林人参“走出去”，让真金白银“流进来”。

——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品牌营销、文化宣传

组组长 刘斌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在一年时间里，充分发挥媒体
的职责使命，为新时代吉菜产业发展助力。由吉林工商
学院、各地市州商务局、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吉林日
报《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共同主办的“吉林省区域饮食文
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今年已举办9站，引
起了广泛的反响。希望继续开展深度合作，做好吉林乡
村与餐饮行业的资源对接，做好一系列的成果转化。

——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 夏金龙

吉农云平台与《翠花走千村》栏目携手合作，通过建

立翠花走千村电子联动卡、城乡人才联动数据库、吉林乡

村土特产数据库、翠花大数据平台，共同探索数字赋能乡

村发展的新路径。

——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敖

我们多次邀请《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到多个新农人培训

班上推介，一起做乡村振兴的推动者、践行者，我们感觉到

了协作的重要性、团结的重要性、同行的重要性。

——吉林农业大学科技推广与社会服务中心主任 李有宝

吉报“翠花班”建立了专家智库团，这个举动非常

好，与智库专家合作开展专题调研，把科研成果、乡村

建设实践等进行有效的总结和有次第的推广。希望

与会专家以吉报“翠花班”专家智库团为纽带，进行乡

村建设实践的深度探索和系统融合，让各项成果形成

有效衔接。

——吉报“翠花班”智库专家代表、国家智库吉林大学东北

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恩

吉报公益使者就是在城乡之间搭建通道和平台的

人，我们都在乡约空间“我为乡村振兴出把力”长卷上

签了名，作为公益使者，一定尽自己所能，实实在在为

城乡融合做点事。

——吉报“翠花班”公益使者代表 姚天进

《翠花走千村》在日常报道中，对于农业农村特色产

业方面的宣传为特产所提供了多渠道的信息来源。希望

今后与吉林日报的合作中，能够更好地把特色产业的科

研成果及成果转化深入推广出去。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韩进

《翠花走千村》栏目在报道我省乡村振兴显著成果的

同时，还不断发掘、宣传优秀驻村干部在基层以党建为引

领的先锋模范作用，及驻村第一书记重帮扶、解困难、重

服务、暖民心的火热工作实践，提升了驻村第一书记的影

响力、号召力、感染力，希望栏目能在深化农村改革进程

中深挖新现象、发现新问题、展现新亮点、发出新思考。

——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会长 任宇翔

《翠花走千村》栏目不仅是一个新闻报道的平台，更是

一座连接党政部门与农民朋友、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它让

党的好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地生根，让社会各界的力量能够

汇聚到乡村发展中来，也让广大农民有了表达诉求的渠道。

——长春市文化产业联合会执行主席 赵建华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就像我们的娘家人一样，只要我们

有困难、有需求自己解决不了，就找他们帮忙，为我们解决了

很多实际困难和燃眉之急。希望《翠花走千村》栏目组能够

继续与我们村建立紧密联系，助力我村发展更上一层楼。

——梅河口市山城镇西花园村党支部书记 赵焕彬

（本报记者王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