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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鸭绿江畔蜿蜒伸展的国道G331吉林集

安段，探寻边境线上的诗与远方，“醉美风景路”

串联起山水、人文、烟火与历史。当鸭绿江的粼

粼波光与长白山余脉的山野交织成画时，集安

这座边陲“明珠”，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

客。

G331集安段全长203.5公里，以山水入画。

从集安市麻线乡太平村G331起始打卡点出发，

沿着江岸而行，仿佛“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

游”。顺着鸭绿江逆流而上，明珠岛旅游度假

区、儒留园等一批标准化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是自驾游客首选的旅居地。每年春暖花开，一

顶顶帐篷、一辆辆房车驻扎于此，游客们或收整

装备准备游玩集安，或逛完早市享受诗意小城

的悠闲时光。“快进漫游”的旅游体系正在这里

悄然形成。

“旅行路上听其他车友说集安特别适合自驾

游玩，还有很好的房车营地，就和朋友赶来了。

这里不仅环境好，还有很多景区，小城生活也特

别惬意。”游客张峰爱上集安。

在G331集安段，体验“舌尖”上的珍馐美馔

之旅，炭火慢炖十余种食材的高丽火盆，惹人垂

涎，再搭配一碗清凉爽口的朝鲜族冷面，成为游

客来集安必打卡的“限定美食”。烤肉店里，滴

滴热油顺着肉类饱满的纹路慢慢滑下，发出滋

滋声响，嫩滑、焦酥、鲜咸、麻辣，络绎不绝的食

客便是集安烤肉备受欢迎的最佳见证。与此同

时，人参鸡汤、白桃罐头、鸭绿江鱼宴等特色美

食，更让游客仅凭味蕾便能感受小城集安的独

特魅力。

集安市某高丽火盆餐饮店经营者全日男告

诉记者：“我开店 14年，近几年随着自驾游览

G331集安段火起来，生意越来越好，食客流量增

加30%。”

依托历史文化底蕴，G331集安段穿古迹成

线，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地，集安的高句丽文明穿越千年。当夜幕

降临，《梦萦高句丽》实景演艺在鸭绿江畔震撼上

演，优美的舞蹈语汇、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仿佛

穿越时空般，将历史故事化作光影诗篇重现眼

前。

“提升游客来集体验，我们实施了景区绿化

美化，以及游客服务中心、道路建设改造等工程，

文物景区环境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影响力

不断提升。同时，相继开发好太王碑模型、碑文

竹简等200多种与高句丽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

有力支撑和促进全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集安

市博物馆馆员尚彥臣说。

人气聚、产业兴。沿着G331集安段看边境线

上的幸福乡村，集安市正以“鸭绿江畔 二十八

村”为依托，构建“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全域旅

游格局，让边境线上的村民既守得住绿水青山，

又抱得上金山银山。

集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陈松林告

诉记者：“近几年，G331国道带动了青石镇旅游事

业的发展。我们通过打造集装箱民宿、露营基

地、星空房旅游，以及村里的葡萄产业、五味子产

业、板栗产业，增加了村民的各项收入”。集安市

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陈松林说。

“畅通”一条路，激活一座城。随着“沿边开

放旅游大通道”建设推进，G331集安段这条公路

正从交通线蝶变为经济线、文化线，不仅串联高

句丽文物景区、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等文化地

标，更与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江谷酒庄等生

态体验区形成“红绿交织”的旅游矩阵。

2024年，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等产业吸

纳就业超千人，集安市鸭江谷酒庄通过“葡萄采

摘+冰酒品鉴”模式实现营收增长300%。2025年，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将进一步激活集安

20余个景区的100多种旅游资源，推动高句丽人

文古迹游、鸭绿江边境风情游等精品路线转型升

级。

“集安市将立足‘一核一带一环’总体规划和

建设最美边境城市目标定位，围绕文化资源、自

然风光、民族风情，打造全域、全季旅游业态，重

点推进实施太极湾风景区、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

文化旅游廊道、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体验区、羊

鱼石古渡口露营地等项目。优化沿线景区景点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太极湾、望江楼服务区和自

驾游打卡地、旅游服务驿站、观景台等配套设施，

实现5G信号全覆盖、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全覆盖。

持续高标准打造‘鸭绿江畔 二十八村’乡村旅游

品牌，带动边民增收。”集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说。

从晨光初现的鸭绿江到暮色中的高句丽遗

址，G331集安段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境线，更

是一条连通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幸福之

路。当车轮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时，每一次驻足都

是风景，每一处村落都在讲述着边疆振兴的时代

篇章。

通化：多元文旅体验引热潮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今年清明节假期，通化市文旅市场通过红色传承、

文化赋能、业态融合等方式，焕发红色旅游“新魅力”，

打造假日文旅“新产品”，实现春日文旅经济“繁花盛

开”。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2025年清明节假期，通化

市接待国内游客55.43万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消费

3.04亿元。

红色铸魂 文化润心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不仅是踏青赏

花的美好时节，更是寻红色记忆、燃精神之火的庄严时

刻。

清明假期，通化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全市各机

关单位、学校以及群众、游客等，纷纷到烈士陵园、

纪念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清明缅怀英烈祭扫活

动，传承红色基因。杨靖宇烈士陵园累计接待游

客超 5 万人次，高志航纪念馆接待游客近 3000 人

次。

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通

化市重点围绕东北抗联纪念馆、杨靖宇烈士陵园、五女

峰抗联遗址等红色景点，打造“重走抗联路 缅怀英雄

先烈”“凝心铸魂·红色之旅”等红色主题线路10余条，

开展系列清明祭扫和悼念活动30余场次，组织主题宣

教活动超20场次。

与此同时，全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不

打烊”，持续举办满族文化主题展、革命先烈事迹展等

系列活动，累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

业态焕新 演艺“圈粉”

特色演出精彩纷呈，文旅融合活力十足。这个假

期，通化全域重点景区和休闲街区持续丰富春季文旅

业态。

通化老城·龙兴里全业态“焕”新升级沉浸式演绎，

突出国风、民俗元素，开展潮流派对、情景演绎、东北二

人转等系列活动，以“高颜值、沉浸式、抒情怀”为创新

加法，引入“新场景、新体验、新内容”。节日期间，通化

老城·龙兴里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营业收入近30

万元。

集安大吉他广场正式开放，开启专场灯光秀，结合

《热的雪》抗美援朝情景剧主题演出，特色鲜明、互动十

足，吸引游客约3万人次参与。

吉旅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打造假日温泉戏水项

目，鹿鸣温泉累计接待游客4500人次。

佟佳江旅游度假区丰富假日业态，开展“佟佳江·

以岸为营露营地”日间野趣活动，累计吸引游客9000人

次。

乐享悠闲假期，通化“菜市场旅行”“美食旅游”热

度不减，集安早市、沿江美食街、柳河特色早夜市街区、

辉南夜市等美食打卡地全部营业，累计接待游客6.5万

人次。

乡野拾趣 边境探奇

清明假期，通化市充分发挥独特地域优势，推出赏

花踏青、探秘世遗、探寻女神、乡村度假等春季主题产

品，打造文化赏世遗、乡村微度假、农耕体验游等系列

精品线路。

围绕龙缘采摘园、安娜家美早樱桃园、通化县转水

湖山庄等特色采摘园区，编制采摘地图攻略，推出美早

大樱桃、雪山草莓、阳光玫瑰葡萄等系列蔬果采摘，感

受乡村浪漫，体验农耕劳作、品味乡村农韵。通化县裕

丰元、马当村家庭农场、鑫和采摘园等地累计吸引超

5000人次体验；通化县茂山公园冰凌花吸引超7000人

观光打卡；大明牧场农家乐开展“春日寻花”亲子活动，

体验春日骑马、围炉煮茶，民宿入住率连续 2日达

100%。

打造边境风情，体验“顶流”风光。依托G331沿边

开放旅游大通道资源，开启最美边境线G331国道（丹

阿线）自驾“醉”美风光，围绕鸭绿江河谷、云峰湖水

库、鸭绿江国门、大吉他文化街区等景区，串联钱湾

“果宿”、下活龙村“渔·坞”、下解放村“红之宿”等特色

民宿，打造鸭绿江黄金旅游带和中朝边境山水风光走

廊。

清明节期间，集安高句丽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000

人次，同比增长23.1%；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000人次，同比增长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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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鑫 实习生何禹洁）春光不负，

农时不误。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通化市立足

“三农”服务主责，紧扣春耕生产关键节点，以“集采

直供降成本、科技赋农增效益、服务下沉解农忧”为

主线，打好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在广袤田野奏

响“春耕曲”。

科技赋能绘就“智慧”春景。通化市园艺研究

所深入通化县、柳河县、集安市等地调研，通过开展

技术培训、田间技术指导、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

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等科技帮扶，为特色产业春耕备

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通过对接，让农民学了能懂、懂了能用、用了

能增收，切实把科技成果转变成农民实实在在的收

入。”通化市园艺研究所刘凤鸣说。

夯实粮食丰收基础，通化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重点推广测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实用

技术，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提高春耕

作业质量和效率。分区域、分作物，组织农技人员

开展培训，推广良种、良技、良机，并组织各地适时

开展备耕资金筹措、农资调运、安全生产等，提升春

耕生产科技含量。

春耕备耕，农机先行。在柳河县刘家全民农机

专业合作社，农机管理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为大

中型轮式拖拉机进行全面检修调试，让农机具以良

好的状态投入到春耕生产中。

“有专业的农机技术人员为合作社指导维修农

机具，为我们春耕生产提供了保障，增添了‘动

力’。”柳河县刘家全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庞宝

强感激地说。

年初以来，柳河县组建农机服务队，深入农机

大户、合作社，现场指导农机手对免耕播种机、条带

旋耕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保养、调

试和检修，有效提高农机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机械

利用率，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据了解，目前，全市春耕生产资金及农资筹备

工作进展顺利。为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安全，通化市

农业部门还重点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开展种子经销

市场专项检查，确保农资经营秩序合法有序。同

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指导农民抢抓农时科学播

种，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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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牛舍错落有致，智能化养殖系统全面覆盖，膘肥体壮的西

门塔尔牛享用着精准配比的饲料……初春时节，走进位于通化县英

额布镇的通化有点牛牧业有限公司，现代化养殖景象映入眼帘，农业

新质生产力开启传统养殖向“智慧养殖”“生态养殖”的新发展。

“公司占地面积共150亩，有7栋牛舍、530头牛，36个监控点实

现养殖场内全覆盖，坐在屋里就可以监控牛的状态，有什么突发情况

马上就能发现。”监控室屏幕前，公司负责人王林实时掌握每头牛的

健康状况和饲养情况。牛舍里，一头头西门塔尔牛或在独立的“床

位”上休憩，或咀嚼着饲料；牛舍外，牛群悠闲地沐浴着阳光，仰头哞

叫。

走进牛舍记者发现，每头牛的耳朵上都佩戴着黄色耳环，这便是

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从肉牛的出生、养殖到最后的屠宰，通过

电子耳标就能够了解牛的全生命流程，实现产品溯源。

用好科技这个“新农具”，养殖员通过手持机对耳标进行数据读

取，实现牛只档案、饲喂管理、疾病健康管理等养殖环节中的数据上

传录入，改变传统“眼看手记”的操作方式，实现智能化管理。

“系统会自动将所有的牛分类，已配未检、产后未配……所有牛

的状态一目了然。不像以前，经常忙得连牛产犊了都不知道。”王林

一边说着，一边观察小牛犊的状态，“母牛生产之前系统会提示。你

看，这就是今天早上刚出生的小牛犊。”

除了电子耳标，1小时完成500头牛草料搅拌的配料间；2分钟完

成200头牛投喂的撒料机；24小时自动运作的恒温水槽……科技赋

能、精细化养殖发展牛产业，让整个养牛基地仅有7人就可以完成

500多头牛的管理。

种养循环构建绿色农业生态链，养殖场还与当地农业形成良性

互动，让秸秆变“宝贝”。

据了解，养殖场每年都会通过“秸秆换肥”，向周边农户回收秸

秆，并将其加工成肉牛的饲料，实现农业废弃物的高效转化，助力秸

秆离田。

同时，公司依托通化县丰禾农产品有限公司的鲜食玉米种植基

地，构成集鲜食玉米种植、加工、玉米青秸秆收储、肉牛养殖屠宰、粪

污有机还田为一体的完整绿色农牧闭环产业链，实现“绿色生态，循

环再生”。

“玉米秸秆喂牛，牛粪肥田，田里再种玉米，真正实现了‘零废

弃’。”王林算起了生态账。

近年来，通化县深入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积

极推广能繁母牛良种繁育技术，加强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指导养牛场

（户）“降成本、调结构、保基础”应对肉牛产业形势变化，促进肉牛产

业稳步发展。

一“ 路 ”欢 歌
——G331集安段文旅融合打造沿边开放新通道掠影

金秀 毕汇中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四月芳菲 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桃花醉春
进入四月，集安街头的桃花“争开不待叶”，朵朵

娇蕊摇曳于枝头，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春日画卷。
张晓雷 本报记者 李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