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美食、音乐节三者相遇能擦出怎样的文旅火花？

6月2日，在通化县兴林镇大荒沟村文旅小镇，首届“音为梦

响，食韵兴林”音乐美食节活力启幕，融合山野风光、火热音乐、

地道美食等元素的乡村文旅嘉年华，乐动田园、味享自然，引来

八方来客。

红色热土追忆峥嵘岁月，研学营地畅享自然野趣，趣味游戏

响起欢声笑语，音乐狂欢活力嗨翻夏日……活动当天，—场多维

度的文旅盛宴，让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与

狂欢。

跟着印章打卡地图漫步兴林镇，这片镌刻着东北抗联英

勇史诗的红色热土，如今正以崭新的姿态讲述着穿越时空的

动人故事。

走进“河里抗联老家”，红色话剧《血沃兴林》激昂演绎、

引人垂泪，大型实景沙盘还原杨靖宇将军以及抗联战士的足

迹，抗联主题画卷将一幕幕红色历史定格在笔墨之间。

“今天来到这里，让我对通化的红色历史有了更深的了

解，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这种身临其境的红色教育，比书

本上的文字更有力量。”游客刘淑坤感触颇深。

乡村拾趣，通化县兴林镇研学营地经过精心打造、开门

迎客。

营地划分为四大主题区域，在儿童乐园区，各类户外游乐设

施集锻炼、游览、玩乐于一体，让孩子们尽情释放天性；萌宠乐园

区通过喂养、观察，开启孩子们认识自然的奇妙之旅；帐篷营地

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野之趣；军事研学区则通过模拟射击等

项目，让青少年在实操体验中锻炼身心。

下午2时，兴林镇研学营地变为露天音乐殿堂，实力歌手轮

番献唱，将现场的气氛瞬间点燃。

音乐盛宴之外，位于集市大院内的美食体验区同样人气爆

棚。特长定制烤串炉上，嗞嗞作响的羊肉串散发着诱人香气；特

别设置的人参鸡汤专区，选用通化优质人参和散养土鸡精心熬

制，免费为游客提供暖心又养生的美味体验。

来到兴林镇大荒沟文旅小镇，食在山野、乐在自然的文旅融

合乡村美食音乐节让游客直言不虚此行。

“今天特地带孩子来的，不仅了解了红色历史、领略了风土

人情，还有这么丰富的活动，生态自然与人文之乐让端午节假期

增彩不少。”乡村微度假让游客王雷一家直呼惬意。

据了解，近年来，通化县兴林镇大荒沟村立足资源禀赋，变

“村庄”为“景区”，“文化”为“研学基地”，开展乡村旅游，推动农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此次活动既是对地域特色文化的生动展示，更是以文旅融

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全新尝试。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了

解兴林、爱上兴林。在此也欢迎全市人民走进兴林，感受兴林的

魅力与活力。”通化县兴林镇党委书记刘泽说。

聆听美乐看风光
——通化县兴林镇乡村拾趣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 实习生姜雨佳）聚焦生态环境保

护，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记者在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了解

到，2024年，辽源持续聚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服务高质

量发展“两条主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改善态势，环境安

全形势基本稳定。

过去一年，辽源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稳中向好，细颗粒

物浓度持续下降，PM2.5年均浓度降至27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10%，其他环境空气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均稳定达到二级

标准。有效监测天数为364天，其中，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28

天，比例达89.6%，重污染天数仅1天，同比减少4天。

水环境质量治理同样成效显著，辽源市共6个地表水国

控断面中，5 个水质均值达到Ⅲ类，优良水体比例为

83.3%。其中，二十方地村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西孟桥断面

水质类别为Ⅳ类，无劣Ⅴ类地表水水体，城市黑臭水体彻底

消除。全市4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杨木水库、东丰县仁

合水库、东丰县六道沟水库、东辽县聚龙潭水库水质全部达

到Ⅲ类水体标准，达标率达到100%。

据了解，为守护好绿水青山，辽源市各部门多管齐下，开

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行动。在水环境治理上，辽源市生

态环境局以“水质稳定达标、稳步改善、稳中提升”为重点，建

立起严密的监测监管网络，每月对20个监测点位开展常态化

水质监测；对427个入河排污口实行半月一次的常态化巡查，

出现违规偷排、超排等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查处；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采取“四不两直”、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项检查等方

式加强对涉水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监管，确保污水处理厂稳

定运行、达标排放；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和河道内工程施工

监管，定期组织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歼灭战”，严格

审批河道内实施的工程项目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染。

与此同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也毫不松懈，持续完善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加强对道

路划线、沥青铺设等露天作业涉VOCs原辅料管理、秸秆禁烧

和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土壤与农村环境治理同样成果丰

硕，辽源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重点建设用地

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农村黑臭水体得到整治，农村污水

治理覆盖面不断扩大，新增完成治理（管控）行政村99个,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2.4%。

聚焦主线 协同推进

辽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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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是农田的基本生命线，也是点燃农民撂荒复耕热

情的关键。日前，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一条水渠的贯通，就

让全乡676个低洼地块、6.6万亩耕地，从“旱不能灌溉、涝

不能排水”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克服

一切困难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伯都乡党委和政府，也受到

了农民的交口称赞。

在伯都乡河西村的一片洼地上，村民刘海峰正在田里

“绞地”，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虽然晚了几天，但没耽误

啥。如果不是沟渠通了有地儿排水，这块地估计还得一些

日子才能种上。”

“我们河西村就有300多公顷低洼地受益了，这水渠真

是修到了村民的心坎儿上。”河西村治保主任张立平在一旁

由衷地说道。

村民口中的水渠，就是伯都乡境内农田网络间的行洪

排涝沟渠——马场沟子。一直以来，马场沟子在农田排涝、

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由

于天气干旱等各种原因，导致其截面阻断、水路不通，马场

沟子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我们一直有复通水渠的想法，也

做了很多调研，但由于资金等原因迟迟未能开工，去年的汛

情让我们认识到这件事必须提上日程了。”宁江区伯都乡党

委副书记、乡长张尧说。

2024年汛期降雨量较大，导致伯都乡多块低洼地块内

涝。痛定思痛，乡党委和政府决定马上开始整治马场沟子，

彻底解决百姓种地难题。从7月份开始，乡里陆续组织力

量对马场沟子进行踏查。因尚未完成秋收，工作人员常常

在苞米地里穿行数十分钟才能到达沟渠沿线。直至10月

末，经过4轮详细踏查，终于摸清了全长33公里排涝沟的自

然条件和周边情况。随后，乡党委先后五次召开专题会议，

预判各种问题，明确解决措施，部署后期管护工作，形成了

最终的实施方案。

多年废弃致使沟渠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渠段被填平

开垦种地，有的渠段被承包用作养鱼池，还有的地段涉及到

油田井场、国营农场……工作繁杂又艰难。“我们要一家一

家地做工作，给农民讲解沟渠对于整个乡排涝防旱的重要

作用，与涉事单位沟通协调解决办法，每天都从早忙到晚。”

乡水管站站长胡井文说。

准备工作做完，施工正式开始。因沟渠分布在农田网

络之间，乡党委决定从今年2月10日起全面启动马场沟子

疏通整治工作。“选在冬季施工，虽然增加了工作推进的难

度，但最大限度减少了施工给农户带来的影响，也让农户在

春耕季能及时种上地。”张尧说。

到记者采访时，水沟的疏通工作基本结束，只剩一

些收尾工作。胡井文驱车带我们到修好的重点段转了

转。在无人机的飞行轨迹里，一条沟渠蜿蜒流转，像一

条白色的带子镶嵌在黑土地上，为这片土地传递着勃勃

生机。

据张尧介绍，在整治过程中，他们还创新方式方法，与

河长制联动，建立乡村两级沟渠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将沟

渠分为8个管护责任段，由村级巡河员进行定期巡察和管

护，防止出现乱堆、乱放、乱排现象，实施常态化管理，发挥

长效作用，为沿线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谋划，通过建设标准化抗

旱排涝沟渠、排灌站等，彻底解决可能发生的干旱和内涝问

题，将天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降到最低，为粮食安全做出

伯都乡的贡献。”张尧说。

马场沟子疏通整治后，今年伯都乡就有将近1500公

顷耕地通过排水后及时种上了地，保障了农民收益最大

化。水渠复通，村民也用各种方式表达着感激和喜悦之

情，他们在村里微信群里发图片、视频，展示自家土地种好

的成果。

认真对待民心，定会深得民心。伯都乡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当好百姓身边的“贴心人”“守护者”，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让一条沟渠转化为一条纽带，连接起党心和民心。

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为民办实事疏通马场沟子——

万亩洼地现生机万亩洼地现生机
本报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

假期，白城市委宣传部

在辽吉历史文化街区举

办的白城端午游园会活

动，吸引了3万多人次参

与。市民在热情互动中

尽享浓浓的节日氛围，

同时也让这条街区火爆

“出圈”。

白城市以辽吉省委

旧址和辽北省政府办公

旧址为核心，对沿街建

筑外立面、主道路、人行

道、围墙、路灯、文化小

品等进行精心改造。青

砖石路的街区生动再现

了 20 世纪 40 年代白城

的历史文化风情。“黄包

车、吹糖人”等互动式雕

塑，为街区点缀了年代

感。该街区于2023年 12

月 12 日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成为了一处热门打

卡地。

本次活动中，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

演出吸引市民积极参

与，大家沉浸其中，乐在

其中。现场打造的非

遗、文创、食品和饮料等

多元消费场景，为白城特

色商品的展示与推介搭

建了优质平台，充分彰显

出文化拉动消费的强劲

动能。

“这条街平时就保持

得非常干净，这次活动为

街区增添了烟火气。有

人气，整个街区就有了活

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市民纷纷表

达着对文化活动的热切期待。在短视频平台上，

许多身处天南海北的白城人，在航拍辽吉历史文

化街区夜景、端午游园会活动的视频下留言，字里

行间满是对家乡的思念与祝福。

“这是白城？看来我真是离开家乡太久了，完

全认不出来了。”

“白城，我的家乡，我的根之所在。”

“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心中满是怀

念。”

“这是原来的白城铁路文化宫一带，是我从小

玩到大的地方。”

“希望能将这里打造成白城的旅游街。”

“祝愿白城越来越好。”

“爱你，我的家乡！”

……

漫步在包罗万象、充满欢声笑语的辽吉历史

文化街区，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欢声笑语在每一

个角落回荡。不禁让人想到，最具诗意的生活，莫

过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而烟火气，亦是人世间最

绵长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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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6月 4日，国

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野山

参鉴定服务部入驻通化快大人参产

业园，权威质检不仅让道地野山参

有了“身份证”，更为参农、参商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以精准服务赋能、

标准引领发展，推动人参产业规范

化、品牌化发展。

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是集种

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及中小企

业孵化为一体的人参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集群，入驻商户700余户。

“我家有 1500 亩参地，以前送

检需要到外面，路程远容易造成损

耗，还得排队、住宿。”参农王刚兴

奋地说，“如今家门口就有了质检服

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据了解，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是我国唯一一所拥有国

家计量认证、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证、国家行政审查认可的

“三合一”检验机构，主要承担参茸

产品的质量检验、鉴定与对外技术

服务工作。

“服务部主要进行野山参真伪

鉴别和等级划分，还可以进行理化

分析检测。我们将服务前置，每个

月定期为参户提供质检服务，严格

按照鉴定管理规定进行检验。对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出具鉴定证书。”

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

主任武伦鹏介绍说。

服务部揭牌设立当天，参户们

早早来到现场，等待质检。

“我们主要通过芦、丁、体、纹、

须五个部位特征，鉴定是否符合

《GBT18765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一等参的标准要求。你看这棵野山

参，芦碗堆积紧密自然，丁的大小

不超过主体的50%，环纹明显，分裆

灵活，须条清疏，符合一等参质量

标准。”武伦鹏和质检人员忙碌地

为参户进行质检鉴定。

通过质检鉴定，王刚兴奋难掩:“咱们通化县出好参，

做了质检，参龄、品质更有说服力，市场更认可，也能卖上

好价钱。”

服务部的设立，是通化县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质检服务下沉到市场一线，不仅方便了参农，还

提升了通化人参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野山参“一参一检

一码”，让品质看得见、信得过。

“引进来不是强制送检，而是让市场自主选择，用权威

赢得信任。此次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引入国家级质检服

务入驻产业园，进一步完善了园区功能，为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副总经理吕绍

锋说道。

从长途奔波到就近质检，从“凭经验”到“看报告”，野

山参鉴定服务部的设立让参户得便利、消费者更放心、市

场更认可，推动道地品质的野山参卖出好价格，进一步促

进通化人参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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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