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杨和 记者王耀辉）坐倚长白，

俯望松辽。知北村、海龙湖、东北不夜城等

地人气爆棚、点亮东北；摩崖石刻、小杨古

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等历

史景观传承历史记忆、赓续精神血脉；梅河

大冷面、英兰锅包肉、郝四姐手工煎饼等非

遗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尽享味蕾盛宴……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文旅部门紧紧围

绕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目标定

位，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市文旅市

场保持火热态势，其中“全域旅游+非遗美

食”业态成为“生力军”，为文旅发展提供了

新动能。

近年来，梅河口坚持“无中生有，有中

生新”，打造了一批地标式旅游新项目，海

龙湖、东北不夜城、梅小野星光花海、知北

村、五奎山旅游度假区等拔地而起，成功创

建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获评“最美中国

旅游城市”荣誉称号。东北不夜城景区获

评“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知北村成

功入选“2024年冰雪文化十佳案例”，获得

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等荣誉称号。

2025年，梅河口市积极探索文旅新模

式、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推出融合古老与

现代、传统与时尚的旅游产品，促进非遗与

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

高质量发展之路。

完善五奎山旅游度假区项目、东北不

夜城一期、梅河新区10万吨啤酒梦工厂，

积极推动桃花源项目（东北不夜城二期）、

天宝国际颐养冰雪旅游城、磨盘湖生态旅

游度假区和五奎山冰雪旅游小镇项目建设

步伐，旅游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花样产品聚人气。梅河口以节造势，

以势聚客，举办音乐节、啤酒节、美食节、泼

水节、烟花秀、丰收节等，让游客在梅河口

体验快乐、品尝美味的同时，真正把“到梅

河过节”变成为时尚，形成“一季一主题，月

月有节庆”的欢腾景象。

汇八方食材，品一城烟火！梅河口通

过以节造势，搭建平台，将当地文旅部门评

选出来的非遗美食推介给域内外游客，梅

河大冷面、英兰锅包肉、宋氏酸辣粉、郝四

姐手工煎饼、康大营黏豆包等颇具东北风

味的特色美食，组成了一幅声色十足、活力

满满的盛宴图。

“作为当地的非遗美食品牌之一，我们

希望来梅河口旅游的游客不仅能感受到文

明城的魅力和梅河人民的热情，还能感受

到美食带来的快乐。”梅河口朝鲜族冷面加

工技艺非遗传承人张翀表示，希望借助这

些活动的影响力，把家乡的非遗美食更好

地推介出去。

春来、夏至、秋分、冬临，每个季节的梅

河之美都值得去体味，每一道特色的非遗

美食都值得去品尝。未来，梅河口将通过

推进旅游与非遗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上实现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张充满想

象力的旅游地图上，继续绘就高质量发展

的新格局、新篇章。

全域旅游+非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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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2025年适老化改造“焕新”实施细则》公布
最高补贴2000元

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
公开通报2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本报6月1日讯（记者华泰来）今天，一汽-大

众发布2025年5月销量数据，成绩亮眼，共实现整

车销售128303辆。其中，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比增

长1.5个百分点，彰显了其在汽车市场的深厚底蕴

和强劲实力。

从各品牌具体表现来看，大众品牌销售73001

辆，同比增长2.8%，稳步前行；奥迪品牌销售46000

辆（含进口车），1-5月在国产豪华燃油车市场份额

排名第一，尽显豪华本色；捷达品牌销售9302辆，

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比增长0.2个百分点，持续开拓

市场。

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汽车市场，一汽-大众坚

持“油电混共进”战略，通过电动化攻坚提速与智能

化制造升级，持续夯实体系化竞争优势。在不断提

升产品硬实力的同时，一汽-大众也十分注重客户

生态运营。自5月初开展的第五届“521家年华”系

列活动，将企业与客户紧密相连，让技术革新与客

户体验同频共振。5月17日-18日，第十一届员工

家属开放日在五大基地同步开启，吸引超10万名员

工家属、客户及合作伙伴参与。活动以“家文化”为

核心，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如三品牌客户参观体

验、全新商品技术品鉴等，展现了企业在电动化与

智能化领域的重大突破。同时，三品牌还为客户准

备了一系列暖心关爱活动和福利优惠，诚意满满。

面对行业的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浪潮，一汽-大众

积极推进数字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5月19日，与华

为云携手，在佛山分公司为全国首个“云上”分布式汽

车工厂揭牌。通过创新的分布式一朵云架构，实现异

地工厂与总部数据全面融合，助力企业数智化发展，

也为中国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示范。

在商品创新方面，一汽-大众同样成果显著。

5月31日开幕的2025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车展上，

一汽奥迪携10款重磅车型亮相。全新PPC豪华燃

油平台首发车型奥迪A5L，以及奥迪Q7等众多车

型齐聚展台，展现强大实力。同时，豪华智能电动

旗舰 SUV——一汽奥迪 Q6L e-tron 家族开启预

售。作为“奥迪+华为第一车”，它融合德国精工与

中国智慧，为智能电动时代的豪华商品树立全新

标杆，引领豪华电动3.0新纪元。

一汽-大众5月实现整车销售128303辆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

解决好、统筹好春耕相关工作，既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活力，也为全省粮食

安全打牢坚实屏障。

放眼耕种一线，各地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

力，一块块农田的春播正加紧落实到位。

广袤田畴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正

徐徐展开。

人勤春早农事忙。走进梨树县林海镇

大田里，四台新型多功能免耕播种机有序

往返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

一系列播种工序一气呵成。

“合作社种植玉米200多公顷，全部采

用秸秆覆盖‘梨树模式’，秸秆粉碎烂了之

后地不干，通透性好，抗倒性强，防病虫草

害，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梨树县侬鑫

家庭农场负责人韩文双望着垄间腐烂的秸

秆，脚踩松软的黑土地高兴地对记者说。

以秸秆还田、免耕少耕为主的保护性

耕作模式，是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助力粮

食稳产增产的主推技术，与之相配套的农

业机械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从播种深度的

精准控制，到播量的科学设定，再到用肥量

的合理调配，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做到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率。

“现在生产的第七代多功能智能精量

播种机，采用电驱电控方案，对于排种排肥

更加准确，还能实时上传数据，让农民坐在

家里就能了解机具工作状态。”四平市亿圣

农业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苗永强说。

为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

护好、利用好，今年，我省将持续深入实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完善3个万亩级、30

个千亩级示范基地建设，力争推广保护性

耕作4000万亩以上。

从雨养农业的“靠天吃饭”到规模化种

植、科学化管理，科技创新给我省农业高效

发展增添内生动力。

在乾安县大遐智能化水肥管理控制室

里，玉米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分，还有

氮、磷、钾等养分，通过电脑科学配比后，只

需一个按钮，水与肥就以最恰当的比例，在

最适宜的时间，流淌到作物的根系周围，为

每一株作物搭建起专属的“营养输送通道”。

“通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玉米种植密度大幅度增加，达到8万

株以上，产量较普通种植能提高30%以上。”乾安县大遐农业公司总经

理刘启雷自豪地说。

稳耕有底气，智耕有能力。今年，我省将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新模

式、新机制，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新增

100万亩，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在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稻田地里，伴随着螺旋

桨的嗡鸣声，一架无人机悬停在育苗盘上方，机械爪精准地抓取秧苗运

输袋，通过低空盘旋精准地将秧盘“空投”到指定位置。

“合作社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通过采用无人机运苗，不仅节省了

人力物力，还能减少稻苗搬运折损，保持稻苗的鲜嫩和活力。”合作社工

作人员高兴地对记者说。

从十年九不收的“碱疙瘩”，到如今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第一大县，镇

赉县凭借“盐碱地改良+规模化+科技化”的独特发展路径成功逆袭。今

年，镇赉县水稻机械化综合水平达100%，计划水稻种植面积155.9万

亩。

与此同时，黑土地上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化身“智慧春耕引路人”。

他们用数据代替锄头，以实验室为战场，改良抗病粮种、精准防控病虫

害……从晨露未晞到星垂四野，用执着的坚守，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更

好的“吉林粮”。

5月，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工作人员深入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对

农户们今年种植的水稻新品种面对面进行病害的防治指导。

“每年这段时间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要对农户进行一个病

害的跟踪指导，并对以前的菌种进行扩繁。”植保所研究员李莉说。

水稻干尖线虫病，是一种肉眼难以辨识的“隐形杀手”，一旦暴发将

导致水稻大面积减产。李莉团队发起水稻干尖线虫病检测技术的研

究，白天穿梭于田间采集样本，夜晚在实验室对上万组数据反复验证。

全省制种基地1194份种子的检测报告，成为阻止病虫害扩散的关键依

据，成功为稻田筑起一道“科技防线”。

从“量足”向“质优”、从“保供”向“赋能”转型，年初以来，我省制定

《2025年粮食增产工作施工图》，起草《吉林省2025年扩种大豆油料工

作方案》，优选全省粮油主导品种90个、主推技术43项，优化补贴政策

落实机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黑土地上，春耕的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丰收的期盼，每一次科技的

深耕都孕育着农业的变革。随着春耕生产的全面推进，吉林现代农业

正以蓬勃之姿绘就“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壮美画卷，当好国家粮食稳

产保供“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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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春雨染绿色，草长莺飞花满城。

今春，越来越多的人解锁了一种新

的打开方式：跟随次第开放的群芳，走花

路、赏美景、悟真情，感受花开吉林的别

样意趣。

在“万紫千红”的热闹背后，吉林又

该如何变“风景”为“场景”，留住万千“寻

花客”？

出门看花
吉林风景无限好

吉林有花！

当我们用赏花的方式打开吉林，就会

发现，今年的吉林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架势——

刚在吉大打卡如云似霞的杏花，伊通

河畔的桃红樱粉就在朋友圈刷屏；刚看完

延边漫山遍野的金达莱，就发现白城的丁

香、山杏“偷偷”开了花；刚给松花江畔的连

翘拍了照，就听闻长白山的杜鹃已经热烈

绽放……从东部山区到西部平原，从公园

景区到街头巷尾，吉林大地花团锦簇、繁花

似锦。

“在城市绿地中，连翘在4月初开始

绽放，桃、杏、李、榆叶梅、海棠、丁香、珍珠

绣线菊等木本花卉在4月到 6月陆续开

放。”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陈丽飞教授

介绍，此时城市绿地就像花的海洋，各类

花卉一路盛开直到10月。百花齐放，也

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

能——“赏花游”。

在“五一”假期，吉林的百花狠狠“圈

粉”：

5月1日至5日，2025金达莱文化旅游

季活动举办期间，和龙市共接待游客47.7

万人次，同比增长15.58%；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13%。

在“百年丁香”的加持下，伪满皇宫博

物院在“五一”假期前三天就接待游客

7.7万人次，“五一”假期游客接待量同比

增长33%。

原定于 5月 5日结束的长春百花园

花朝文化节，因游客对繁花的不舍，延期

至5月 12日落幕。“受气候和环境影响，

我省植物的花期与南方地区相比存在显

著不同。吉林省许多花卉在夏季盛开，

而南方地区由于气候温暖，花卉的盛开

时间往往更早。”除此之外，陈丽飞教授

介绍，“冰凌花、大苞萱草、猪牙花等耐寒

植物，可以视为吉林的特色植物，兴安杜

鹃、东北杓兰等是吉林省长白山区分布

的珍稀濒危植物，只有在特定的分布区

才容易见到。”

不论是想错峰赏花，还是寻找珍贵的

特色植物，抑或是单单为“颜值”而来，吉

林，都能满足你。

融花于景
拓展赏花新模式

当人们在吉林赏花，到底在欣赏什么？

也许是一种“吉式美学”——在“百

年丁香”的掩映下，伪满皇宫的青砖黛瓦

更显动人。建筑的古朴、庄重与自然的

柔美、灵动相互映衬，演绎出别样的情景

美学；

也许是一份精神气质——人们在初春

的野外寻找破冰而出的冰凌花，也是在寻

找一种不畏严寒、拥抱春天的“精气神”；

也许是一种人文底蕴——到吉林大学

览杏，至长春财经学院赏梅，在白城师范学

院轻嗅丁香，最终是为了感受高校积淀的

文化厚度；

也许是一种民族风韵——当延边金达

莱盛放如花海，慕名而来的游人也想透过

朵朵鲜花，触摸朝鲜族的独特文化。

……

寻花赏花，赏的是吉林的大好风光，实

则是为了领略吉林这片土地的万千气象。

当我们将这些内容写入吉林文旅产业发展

的大课题时，不禁自问：如何将这些蕴含万

千气象的“风景”变成“历史可亲近、故事可

参与、风物可体验、生活可共享”的旅游场

景，让“赏花游”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

又一有力支撑？

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将花卉景观与地

理特征、历史文脉深度融合，通过文化基因

解码形成独特IP，吉林积极解锁“赏花游”

的“新花样”：

4月20日，在吉林大学第十届杏花文

化节开幕式上，“杏花妆DIY”“AI智合成

像”等以杏花为底色的活动，巧妙地将游客

从“看景人”变为“景中人”。吉林大学工学

学科创建70周年历程展、大学生文艺展

演、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展、工学校友企业

科技创新展、杏花文化互动体验、学生社团

活动等八个主题区域的开放活动，更让8

万人次游客“零距离”感知这座高等学府的

人文气度。

5月1日，在长春莲花山百年梨园举办

的吉林省第三届汉服花朝游园会暨长春莲

花山梨园汉服文化季活动上，十二花神形

象大使选拔赛、汉服巡游、国风非遗市集等

系列活动，不仅展示了梨园的秀美风光，也

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上传统文化。与百年

梨园遥相呼应，在延边和龙，2025金达莱

文化旅游季通过民俗非遗、农旅融合、潮流

体验、亲子研学等八大主题20项活动，打

造了一场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旅融

合、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通过历史赋能、文化赋能、民俗赋能和

科技赋能，吉林正探索将赏心悦目的风景，

变成故事性强、体验感深、参与度高、独具

特色的文旅场景。

以花为媒
解锁文旅新场景

不缺百花齐放的景致，也有融花于景

的新意，但正如业内人士所说，吉林的“赏

花游”仍处于起步阶段，将“赏花游”打造成

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流量密码，还需要我

们有更多的思考。以花为媒，吉林还能创

造出多少文旅场景？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精选推出32

条“花期乡遇”主题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吉林·“雪后阳春 踏青赏花”入列

其中。

沿着这条线路行进，途经梅河口、集

安、长白山、延吉等地，不仅能形成“赏花+

访古+探秘+休闲”的多重体验，还能感受到

吉林省东部生态与人文资源密集的独特魅

力。无独有偶，入选“五一踏青赏花旅游路

线”的“吉花盛放白山松水春初到”赏花线

路，也将集安高句丽古迹、辽源鴜鹭湖国家

湿地公园、四平二龙湖、长春净月潭、吉林

松花湖、松原查干湖和白城向海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等吉林各地文旅的“掌上明珠”串

联起来。

当“顶流”牵手“顶流”，让“资源”叠加

“资源”，通过“知名景区景点”与“赏花新

贵”的强强联手，提升“赏花游”的产品供给

能力，丰富旅游场景，是吉林解锁文旅新场

景的思路之一。 （下转第三版）
压题图片：长春裕华园盛开的杏花。

冯建男 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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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吉林大地

繁花似锦。从长白山的高山杜鹃到

松花江畔的杏花，从城市公园的樱花

到乡村田野的油菜花，各色花朵竞相

绽放，为吉林的山川大地披上了绚丽

的外衣。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

是吉林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

照。“赏花游”作为近年来兴起的热门

旅游项目，在吉林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态势，吸引了大量游客纷至沓来，带

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深入探

究吉林“赏花游”背后的流量密码，剖

析其产业图谱，本报特推出“花开吉

林”系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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