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市州·通化
Email:thjzz@163.com 电话：（0435）3213346 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编辑 耿世红 实习生 于苗苗

本报讯（管思语 记者李铭)近年来，辉南县

立足生态资源优势，以“精准规划、链条培育、示

范引领”为抓手，推动生态水产养殖产业向特色

化、规模化、标准化加速转型，为辉南县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初夏时节，辉南县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内一

派繁忙景象,澳洲蓝龙虾苗种在恒温车间内茁

壮成长，冷水鱼繁育池中北方花鳅成群游弋。

科学谋划，打造特色产业链条，辉南县将生

态水产养殖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先后赴浙

江、新疆等国内养殖强省“取经”，并邀请专家团

队实地“把脉”，精准锁定“稻虾共生”“澳洲蓝龙

虾”“冷水鱼”三大特色产业链条。通过整合政

策、技术、资金资源，成功引进澳洲龙虾工厂化

养殖、生态河蚌育珠等8个重点项目，今年计划

新增稻虾综合种养基地500亩、冷水鱼标准化

养殖车间2个，预计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带动

就业超200人。

创新机制，夯实三链产业基础，首创“政府

搭台+企业运营+合作社联动”模式，投资建成

3000平方米澳洲蓝龙虾智能化繁育车间、9000

平方米标准大棚，苗种本地化供应能力提升至

50%，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同步构建冷水鱼

产业体系，建成6座标准化繁育车间，北方花

鳅、柳根鱼等特色品种预计年产量20余吨。同

时，启动小龙虾养殖设施升级工程，新建40个

高标准养殖池，预计年繁育苗种3000万尾。

示范推广，激发三链融合活力。通过总结

稻虾共作技术规范、冷水鱼越冬管理等20余项

实操经验，累计开展现场教学、技术推广活动23

场，吸引省内多地的300余名农业从业者前来

参观学习，推动澳洲蓝龙虾养殖技术在我省中

东部地区快速普及，加快形成“一县突破、多域

联动”产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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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通化市文旅市场以“展民俗、庆六

一、创活动、赏文博”为主线，打造“花”样业态、“粽”

情民俗、“新”式活动、“品”鉴文博等节日产品新体

系，传统技艺、特色民俗“搬出来”，特色活动、新式

度假“火起来”，网红经济、南北游客“引进来”，实现

假日文化传播和市场消费同频共振。

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2025年端午假

期，通化市接待国内游客46.82万人次，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3.67亿元。

“花”样业态，“粽”享文旅盛宴

端午假期，通化老城·龙兴里以“造境、游景、看

戏、粽香”为元素，对食、玩、游三大业态再度升级，

景区营造沉浸式、互动式的端午节俗体验新场景，

主城门打造巨型龙舟，开展民俗杂技演绎、东北二

人转、梦幻泡泡秀、NPC互动“屈原爷爷讲故事”、亲

子达人秀等系列活动50余场次，为市民、游客带来

别具一格的新体验。

同时，将童趣与传统结合，通化老城·龙兴里打

造“卡通龙舟赛”“粽子人偶”“粽子精灵”等形象，开

展“奇幻童话大巡游”“屈原童话冒险”、迪士尼经典

动画串烧等系列儿童剧目，让游客感受民俗和童真

的双重魅力。

端午假日期间，通化老城·龙兴里累计接待游

客近7.5万人次。

全域携手联动、供给丰富，二道江区溶洞景区

以“品美酒、探溶洞、享田园”为主题，打造全新网红

打卡地，新增高山滑草、高空吊桥、美食打卡等业

态，开展滑草比赛、心愿打卡等活动。集安市在大

吉他广场开展“崂山啤酒狂欢之夜”，融合灯光秀、

歌舞表演、烟幕秀等形式，结合《梦萦高句丽》主题

演出，吸引游客约7万人次参与。辉南县在人民公

园举办“‘粽’享端午·梦幻游园会”活动，签到许愿

祈福、旱地龙舟体验、美景打卡拼图等系列活动引

得游人如织。柳河县推出“端午出游，沉浸体验”

系列活动，罗通山、云岭、三仙夹成为热门出

游景区，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通化县举

办“粽香有你 欢庆端午”系列活动，开

展端午祈福、包粽子比赛、漆扇制

作、射五毒等活动，精彩纷呈。

据统计，端午假期，高句丽

文物古迹景区接待游客、营业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43.5%、34%；鸭

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5%、

64.4%；吉林龙湾景区旅游人数

同比增长44.9%；柳河罗通山景

区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23.1%。

推动“体旅融合”纵深发展，以

“竞技”带动“经济”，6月1日至2日，通化

市轮滑邀请赛暨通化市东北三省青少年速

度轮滑邀请赛在该市冰雪竞训基地举办，吸引

东北三省参赛选手及陪同人员2000余人，激发假日

文旅市场活力。

“品”鉴文博，感受民俗文化

当端午节遇上儿童节，假日欢乐也翻倍。

悠赏民俗之韵，通化市群众艺术馆、图书馆、美

术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不打烊”，推出端午主题

展览、文艺展演、习俗大赏、互动体验等30场次，举

办“绘彩蛋 迎端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

展、满族民俗图片展、书画端午作品展等系列活动，

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文博体验。

据统计，全市文化场馆累计接待游客2.7万余

人次。集安市博物馆连续两日接待游客同比分别

增长108.2%、117.6%。

“新”式活动，悦游山水之乐

夏韵渐浓，通化各地围绕登山观日、篝火烧烤、

果蔬采摘、边境自驾、民俗体验等特色项目，打造端

午“漫步山城·乐享清凉”“亲子童话·欢度六一”“最

美边境·畅游鸭绿江”等系列精品线路20余条，推

出近郊山水游、轻奢露营游、红色文化游、欢乐童趣

游等多元旅行方式。

佟佳江旅游度假区丰富假日消费业态，打造

“游园+游船+露营+烧烤”假日产品体系，假日期间

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通化县大荒沟文旅小

镇开启首届音乐美食节，以“音为梦响，食韵兴林”

为主题，融入美食、音乐、红色等元素。集安羊鱼石

露营基地全新升级，帐篷天幕、水上乐园、特色美食

等户外消费场景火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6.6%。

早市夜市寻觅烟火气，集安早市累计迎客2.5

万人次，成交额达70万元。通化县夜市人气爆棚，

设有美食区、休闲娱乐区和日用百货区等摊位超

300个，假日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营

业收入160万元。

新秧插满田 静待“稻花香”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农田染新绿，水稻插秧忙。连日来，通化市水稻

插秧全面进入高峰期，运秧、抛秧、插秧……广袤田

野间，机器轰鸣声与农人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幅

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来到柳河县姜家店朝鲜族乡，柳河国信社稷尚

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水稻种植基地内，机耕手们

驾驶着水稻插秧机往返作业。伴随着插秧机的隆隆

声响，嫩绿秧苗从苗盘依次滑落，快速整齐地在田里

铺展开来，为沃野披上了一袭绿色的“新装”。

“目前，我们有10台插秧机同时进行作业，一天

能插秧400多亩地。”柳河国信社稷尚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部技术员李佳欣介绍。

据了解，柳河国信社稷尚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共有水稻种植基地3500亩。今年，该基地采用

水稻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种植了300亩地膜水稻，

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杂草生长，还可以节水增温，实

现增收。

“使用生物降解地膜，好处是可以杜绝使用农药

除草。生物降解地膜在60天左右会自动分解，既不

会对耕地产生污染，还能够增加地温，使水稻提前成

熟，预计中秋节之前大米就能够提前成熟、上市。”柳

河国信社稷尚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发

说。

按下农忙“加速键”，在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阡

陌纵横的水田间，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精准地将一

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地插入肥沃的泥土中。边角地

头上，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攥着嫩绿的秧苗，右手飞

快地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泥中，查漏补缺。

“今年秧苗生长得非常好，我们预计种植700亩

水稻，现在3台高速插秧机、3台手扶插秧机、2台运

苗车、10余名村民同时作业，一天能插120多亩田。”

通化县达林水稻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蔡克林告诉记

者，插秧结束后，将通过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进行田

间管理，保证水稻生长。

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提高水稻种植

效率和质量，通化市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指导，利用现

场培训、入户指导、线上培训等方式，做好培训和指

导服务，重点为农户讲解水稻插秧技术知识，促进水

稻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今年，全市水稻计划种植面

积66.9万亩，目前，水稻插秧工作已接近尾声。

通化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本报讯（张铁军 记者李铭）6月3日，通化市召开

2025年度第二场生态环保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

年度通化市环境质量状况。

聚焦生态强省和生态强市中心任务，通化市按照

“治、控、建、兴”的总体思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进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

动生态环境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升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

据了解，2024 年，鸭绿江、浑江、辉发河 3 个重

点流域 13 个国控断面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全部达到Ⅱ类，未出现劣Ⅴ类水

体；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58 天，优良天数

比率 97.8%，环境空气质量创历史最好水平；土壤

环境质量稳定，7 户在产土壤环境监管企业完成

自行监测工作，4 个超标关闭搬迁企业地块落实

污染管控措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

保障。

直播带岗让就业服务“触屏可及”
冷冰 本报记者 李铭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本场直播重点向大

家介绍我市14户重点企业带来的113个岗位，请您

锁定直播间……”在通化市就业服务局抖音直播间

里，主播小夏正在为直播暖场。

近年来，通化市以打造“家门口”的便捷就业服

务为着力点，将就业服务融入网络直播，搭建起就业

服务的“云端桥梁”，帮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快

速对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能，推动就业服务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

创新就业服务工作方式，通化市人社局组建了

一支由10余名年轻干部组成的直播团队，除常规岗

位推介外，还通过“入企探岗”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让

求职人员了解企业情况。同时，邀请本单位公职律

师及职业指导师等走进直播间开展“就业+”服务，实

现“直播带岗+法治宣传”“直播带岗+职业指导”“直

播带岗+政策宣讲”等多场景运用。

丰富服务内容，通化市人社局还与通化市总

工会、市妇联、通化零工市场等单位协同发力，开

展“职工权益保障”“妇女就业特殊保护”“零工专

场招聘”等系列直播活动，邀请用工方做客直播间

即时与网友实现远程互动，让就业服务有热度、有

流量。

“传统线下招聘会筹备周期长、成本高，不能满

足供需双方随时出现的招聘求职需求，更不利于吸

引外地求职者来通化就业，直播带岗这一招聘模式

统统解决了这些问题，好处可是太多了。”通化市就

业服务局工作人员齐晓峰感慨道。

当前，在通化市各类现场招聘活动中，直播带岗

已成为标配，“线下+线上”的融合招聘模式，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就业服务“云端”对接。

通化市创新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孙金秋 记者李铭）深入开展“培树新风

尚 文明月月行”城市文明建设活动，通化市在5月紧扣

文明旅游宣传月主题，将宣传引导、文明劝导、实践深

化、监督管理多维贯穿旅游全程，以创新举措提升游客

体验，为文旅市场注入持久文明活力，持续擦亮城市文

明底色。

宣传引导多维覆盖，文明理念入心见行。“通化文

旅”微信公众号及时转发国家文旅部出游安全提示，通

化市博物馆发布《文明旅游倡议书》，倡导绿色出游理

念。同时，通化老城·龙兴里、佟佳江旅游度假区及文

化场馆电子屏高频次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文明

旅游内容，线上线下齐发力，促进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

心。

劝导服务扎根一线，精准化解不文明行为。各地

文明办联合共青团、教育等部门，广泛发动文明实践

力量，向游客提供旅游讲解、信息咨询、交通引导、秩

序维护、特殊群体帮扶等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以

实际行动助力游客在通拥有美好旅行体验，活动期间

累计服务游客10万余人次。通化市群众艺术馆、市博

物馆及文物管理所积极组织人员力量，针对乱扔垃

圾、攀折花木、触摸文物等行为，在馆内及自安山城遗

址公园开展动态巡查与柔性劝导。通化市博物馆创

新设置“文明参观宣传角”，结合主题挂牌与趣味盖章

打卡活动，引导游客特别是中小学生自觉爱护展品、

遵守参观秩序。

主题实践精彩纷呈，文明滋养融入日常。举办“文

明旅游伴我行”系列活动。通化市群众艺术馆展播非

遗剪纸与满族文化纪录片。通化市图书馆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与换书活动。通化老城·龙兴里戏台文艺演

出与文化馆长廊展示，立体呈现通化红色历史与民俗

魅力。开展“多彩的五月”诵读会，以诗歌弘扬劳动精

神与文化自信。同时，“健康吉林·乐动冰雪”赛事及体

育场馆志愿服务完善“15分钟健身圈”。

监管护航市场秩序，文明安全双保障。聚焦A级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A级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博物场馆、

重点文保单位等重点难点部位，持续开展文明旅游、安

全生产等方面督导检查，累计派出检查人员119人次，

检查文旅经营单位101家次，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

有序运行。聚焦游客“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充分盘

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在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新建多处

免费临时停车场，新增车位1000余个，有效满足游客停

车出行需求。

精心绘就文明旅游新画卷，以文明新风尚涵养城

市气质，今年5月以来，通化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1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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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老城通化老城··龙兴里开展沉浸式龙兴里开展沉浸式、、

互动式演绎活动互动式演绎活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鑫孙鑫 摄摄

在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高速插秧机穿梭水田中。本报记者 孙鑫 摄

▲乡村拾趣，通化县兴林镇

音乐美食节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李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