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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暖阳倾洒而

下，为农安镇南关村的香瓜采摘园镀

上了一层金色光晕。推开温室大棚的

门，翠绿的瓜藤层层叠叠，圆润饱满的

香瓜错落垂挂，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

莹润光泽，空气中弥漫的甜蜜气息愈

发浓郁。

近日，记者走进南关村，香瓜种植户

王磊告诉记者，2月初，他们夫妻俩便开

始整地、育苗、移栽，全程坚持绿色种植

理念，用农家肥改良土壤，以煮熟的黄豆

作为天然肥料，通过精细化管理让每一

个香瓜都在自然滋养中生长，如今这里

的香瓜迎来了丰收季。“我们这儿售出的

香瓜，单果重量严格控制在0.4斤至0.8

斤，咬一口又脆又甜！”王磊满脸自豪地

说。谈及种植规模和销售情况，王磊更

是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今年他一共建

了10栋大棚，暖棚与阳光棚相继迎来丰

收，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在销售方

面，他们采用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模

式。线下开展零售业务，同时开展采摘

体验活动，让顾客能够亲自感受丰收的

喜悦。线上则与长春供应链平台深度合

作，进行批发销售，拓宽销售渠道。

如今，香瓜正成为南关村村民致富

的“金钥匙”，依托“农业+乡村游”融合发

展模式，不仅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更

激活了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从香瓜

种植到采摘体验，从鲜果销售到农旅融

合，一条“一瓜带多业”的产业链愈发完

善。小小香瓜，成为撬动乡村发展的“金

果子”。

瓜香飘四方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

来，通化市柳河县红石镇为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将培育

特色苗木产业作为关键着力

点，全力推进苗木种植产业蓬

勃发展，蹚出了一条特色鲜明

的农业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

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增加

农民收入，红石镇采取“企业+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通过土

地租赁的方式，发展苗木产业，

村集体将村民闲置土地以每亩

约600元的价格租赁，农民不

仅获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还

通过参与苗木种植和管理，获

得工资收入。目前，村集体累

计租赁土地200余亩。

为提高育苗质效，红石镇

充分发挥现有林业技能人才作

用优势，将林业站工作人员编

入林业技术指导工作组及林业

志愿服务队，对良种培育、土壤

配比、移栽等重点环节开展技

能培训，加强林木种苗生产技

术指导，提高育苗技术质量，助

力苗木质效双提升。

为畅通供需渠道，红石镇

以林农造林需求和苗木市场为

导向，及时收集发布苗木市场

有关信息，主动与苗木生产经营主体沟通，实现信

息共享，有针对性地扩大苗木培育规模。同时，适

时更新苗木存量情况，整合区域内苗木资源，为种

植户搭建苗木产销平台，全面拓宽苗木销售渠道。

下一步，红石镇将继续沿用“企业+村集体+农

户”的合作模式，坚持科技赋能，扩大种植规模，大

力发展优质苗木种植，形成集育苗、种植、起苗、销

售为一体的闭环产业链条，推动苗木产业提质增

效，让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绘就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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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期间，吉林市“村游江城”品牌

火爆出圈，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松花湖开

江鱼美食季成为一大亮点，丰满区孟家村等品

鱼街的鱼餐馆、山庄座无虚席，吸引大量中外游

客前来尝鲜。此外，永吉县北大湖镇南沟村凭

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也迎

来了大量游客，村内的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火

爆。桦甸市晓光村作为朝鲜族民俗文化的重要

展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朝鲜族传统

美食和民俗文化。这些特色乡村成为市民游客

“常来常新”的热门打卡地，推动吉林市乡村旅

游持续升温。

在这里，可漫步于黄花甸，乘观光小火车穿

越“稻海迷宫”；可踏入乌拉街满族镇，观八旗村

落青砖灰瓦，于萨满歌舞里触摸非遗脉络；可驻

足孟家村星空营地，枕星河而眠，听松涛阵阵，

在露营烧烤间拥抱山野浪漫……

这是一片令人流连的土地——山水相映、

四季皆景、民俗浓郁、生机盎然……“村游江城”

的画卷上，每一处褶皱都流淌着自然与人文的

交响。

去年以来，吉林市以“大东山水迎天下”为

引领，创建“村游江城”旅游品牌，将生态底色与

文化底蕴深度融合，构建起涵盖生态观光、民俗

体验、农事采摘、乡村康养等多元业态的产品体

系，在全域旅游的版图上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壮

美轮廓。

精品点位包装，串联江城四季风光

去年“十一”假期前夕，吉林·蛟河长白山红

叶旅游季盛大开幕，经过改造升级的红叶谷以

“漫山流丹映金秋”的绚烂姿态，迎来八方游客，

景区内红枫、白桦、松柏交织成五彩画卷，长达4

个小时的“向北音乐会”点燃山谷，万名游客漫

步其间，沉浸式感受“中国最美十大秋色”的诗

意魅力。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开幕首日，红叶谷

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配套热销的本地山珍、红

叶文创等产品，销售额较同期增长30%。

红叶谷热闹非凡，仅仅是吉林市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之一。

2024年以来，吉林市坚持规划引领，以“春

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戏雪、四季游”为脉络，

将散落的乡村景点串珠成链，精心设计21个旅

游主题、95个具体点位，深度融合生态观光、民

俗体验、农事采摘等多元业态，既包含红叶谷、

稻海田园等季节性景观，也涵盖朝鲜族民俗村、

非遗工坊等文化体验节点，同步精准串联每个

点位周边3公里内的特色餐饮、民宿酒店、商品

集市等配套设施，详细标注200余个乡村旅游点

位的“吃住行游购娱”信息，形成图文并茂的深

度旅游攻略，让游客只需按图索骥，即可获取

“一村一景一特色”的游玩指南。

触摸乡土脉搏，解码乡村多元魅力

“原来辣白菜的腌制要经过12道工序，每片

白菜叶都要均匀涂抹酱料！”在桦甸晓光朝鲜族

民俗村内，小学生们正围坐在炕桌前，学习辣白

菜的制作，体验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

这是吉林市“乡村研学季”系列活动的一

幕，通过创新“旅游+研学”模式，10余场沉浸

式乡村研学活动已吸引超2000名中小学生走

进田间地头、非遗工坊，在实践中触摸乡土文

化脉搏。

自“村游江城”品牌创建以来，吉林市坚

持将自然生态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探寻其

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先后打造桦甸晓光朝

鲜族民俗村、永吉伊勒门民族风情村等特色

村落，建设食用菌文化展览馆、王家街村乡村

记忆博物馆等乡村文化地标，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或艺术形式创新展示乡村文化，让历史

渊源可触可感，成为承载自然探索、文化传承

的生动课堂。

丰富活动载体，开启不重样的“乡村狂欢”

“好球！”2024年 8月，吉林市北大湖滑雪

度假区草坪广场上欢呼声震天，第三届“大东

山水・夏野秋梦”草坪文化节暨首届村BA篮球

赛县市区决赛火热启幕，来自全市的9支乡村

篮球队展开7场激烈对决，超3000名村民与游

客齐聚雪山脚下，在绿草坪与银雪道交织的独

特场域中，共同见证这场“体育+文旅”的乡村

盛宴。这次活动，将篮球竞技与非遗体验、民

俗表演、特色美食相结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

宿单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这场融合体育竞技与民俗体验的乡村盛

会，正是吉林市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打卡”向

“深度体验”转型的生动注脚。

去年以来，吉林市依托雾凇冰雪节、开江鱼

美食节等特色时令节庆，精心策划并打造了一

系列精彩纷呈、亮点频出的活动内容，从活力四

射、激情澎湃的村BA篮球赛，到魅力尽显、绚丽

多姿的“村花”大赛，再到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

村游推介现场展示会，各类特色活动犹如繁花

竞放，争奇斗艳，营造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

点”的乡村狂欢盛宴氛围，不仅为游客带来了丰

富多样、独一无二的深度体验，更以创新形式让

传统村落焕发现代生机，成为市民游客“常来常

新”的热门打卡地。

多渠道引流发力，全域营销激活乡村流量

“这三道粱白酒，我们只有窖藏5年或7年

后才灌装出售。”“亮甲山的煎饼可以试吃，大家

快来品尝！”“这是我们黄松甸镇双山村的黑木

耳，贼爽脆！”

去年以来，吉林市“乡村干部喊您来‘村

游’”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来自各县（市、区）的驻

村第一书记纷纷搭建代言农产品小集市，化身

“家乡农产品推荐官”，现场叫卖土鸡蛋、干豆

腐、大榛子等农家好物，游客不仅能现场品尝，

还可扫码直连村里的电商平台，实现“田间到舌

尖”的直供体验。“没想到在旅游路上还能买到

正宗农家货，既新鲜又实惠！”来自长春的游客

李女士提着刚买的山货笑着说。

截至目前，通过对接吉林市内各大旅行社、

城市社区、域内大学等渠道，吉林市先后组织开

展了“乡村干部喊您来‘村游’”活动25批次、带

动近3万名游客直接参与旅游和消费。

线下“书记代言”聚人气，线上数字赋能拓

渠道。吉林市在依托驻村书记“摆摊”展销激

活农旅消费的同时，同步推进“村游”江城智慧

平台建设。目前，开发的“村游”江城小程序已

逐渐成为市民乡村游的首选平台。该小程序

内设电子地图、村游攻略、乡村直通车等8大模

块，动态更新旅游资讯200余条，为游客提供

“四季可游、一键即达”的智慧化服务，至今已

累计服务超5万人次。如今，乡村旅游的烟火

气与科技感在吉林市交相辉映，数字赋能正持

续为“村游江城”品牌强势引流，助力其影响力

不断提升。

据了解，吉林市今年继续紧扣“大东山水迎

天下”主题，以全域旅游理念统筹生态、文化、农

业资源，深化“旅游+”融合，推动乡村旅游从单

一景点向“景村一体、主客共享”格局升级，进一

步扩大“村游江城”品牌影响力，让乡村旅游成

为拉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真

正让江城乡村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诗和远方。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任胜章摄）

“村游江城”缘何火爆
——吉林市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助力乡村振兴走笔

本报记者 任胜章

5月，集安市清河镇天桥村迎来一年中的最

美时节。赏花、文化体验、红色遗址打卡……这个

季节，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多彩天桥，见证党建引

领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天桥村位于集安市北部，地处长白山南麓，距

集安市区43.6公里，紧邻五女峰，青山环绕，碧水

潺潺。近年来，在党建引领下，天桥村以文旅融合

推动乡村振兴，坚持用高质量党建带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夯实发展根基。天桥村坚持以党

建为核心，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

核心抓手，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联动机制，

探索出了“小冰麦+荞麦”两茬轮作模式。在村党

支部的带领下，党员干部与村民代表共同制定了

《天桥村文旅发展规划》，推动天桥村“林—参—

药”复合经营与生态旅游实现深度融合。

产业创新，激活“麦田经济”。天桥村依托优

越的自然风光，以点成线、以线带面，成功打造了

麦田生态观光、麦田收割体验、麦田迷宫互动等

“体验式、沉浸式”田园综合体项目。发挥组织优

势，鼓励村民投资开办农家乐，以村民自家种植的

大叶芹等山野菜为亮点，开设生态采摘项目，使

“麦田+”经济与特色农业联为一体，真正让“方寸

地”变成了“聚宝盆”。

机制赋能，强化发展保障。天桥村依托集安

市“党建强边、产业富边”战略支撑，构建起了市、

镇、村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并通过打造“红

帆领航”特色党建品牌，进一步推动了村级集体经

济提质增效。同时，聚焦天桥村农村文旅产业发

展，先后开设了天桥村核心区麦田景观农田土壤

改良、村级道路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项目，推

动天桥村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农文旅综合体。

天桥村的“华丽转身”，见证着“点上突破、带

域联动”的乡村振兴新实践。未来，天桥村将继续

围绕“吃住行游娱”全产业链资源优化配置，逐步

实现“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乡

村振兴新图景。

多彩天桥村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王迪 记者王伟）日前，在舒

兰市莲花乡莲花村红菇娘种植基地，农

户们正在田间细心栽种秧苗，铺展出一

条特色产业致富路。

红菇娘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富含多

种营养物质，具有种植成本低、管理难度

小、采摘周期长等优势，产量可观、价格

稳定。莲花村采用“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由舒兰市宝莲实业有限公司提

供托底保障，统一供应抗病性强、产量稳

定的优质种苗，并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待

果实成熟后，以不低于3.5元每斤的保

护价收购，实现统一供苗、统一种植、统

一标准收购的订单化链条。

据了解，2025年全村共种植红菇娘

30亩，预计产值实现22万元，带动30户、

57名脱贫户增收。同时，为村民提供30

余个就业岗位，人均增收约2000元。

作为全市面积最小的乡镇，莲花乡

确立“小乡镇要有大作为”的工作目标，

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土地，培育集体经济

项目，通过加大政策扶持、资金引导和技

术支持的力度，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

莲花村里的“致富果”

“五一”期间吉林市地方企业推出的特色餐饮很受欢迎。

“五一”假期品类丰富、一站式购物的商贸大集成为吉林市节日休闲新亮点。

本报讯（宋加音 记者毕玮琳）近日，东丰

县杨木林镇以“打造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生态

宜居乡村”为目标，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通过党建引领、精准施策、长效管

理等举措，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颜值”

显著提升。

在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杨木林镇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将人居环境整治与主题党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全体机关

干部积极响应号召，对小街里沿线卫生进行集

中清理；村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清理房

前屋后垃圾，整治乱堆乱放现象。党员干部们

用实际行动作表率，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

环境整治中来。同时，杨木林镇还通过微信视

频号、发放公开信等形式，广泛宣传人居环境

整治的重要意义，营造出人人参与、共建共享

的浓厚氛围。

为攻克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盲

点”问题，杨木林镇坚持精准施策，从细节处入

手，真抓实干。采取“人工+机械”的作业模式，

对镇村主干道、河道沟渠、房前屋后以及生活和

建筑垃圾等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已累计

清扫道路425余条，清理卫生死角565余处，清

运垃圾800余吨，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为确保整治成果持续巩固，杨木林镇建立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坚持整治与巩固并重。将

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和农业农村

办公室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督工作，做到问题早

发现、早处理。通过实施责任清单制度，明确各

区域责任人，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并要求限

时整改，让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

度，实现长效化、精细化管理。

杨木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行动上持续发力抓

治理，在机制上不断完善促长效，以责任落实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镇高质

量绿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整治显成效“颜值”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