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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地之上，三条特色农业产业链活力奔涌。延

吉市人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深加工流水线持续运

转，敦化市大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大豆播种面积超70

万亩，龙井市延边黄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现代化养

殖场充满生机。三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如强劲引

擎，驱动延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

程。

在延吉市，人参产业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以依兰镇、

朝阳川镇、三道湾镇为核心的标准化种植区，与吉林延吉

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内8万平方公里的深加工集聚基地

紧密联动，着力引进知名人参深加工企业，促进产业集聚

发展。在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企业创新成为推动产

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延边檀君药业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走进延边檀君药业的生产车间，科技感十足。历经

十几道工序，由长白山五年生、六年生红参“变身”为红参

浸膏、饮品等热销产品。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红参蜜

片装袋，一片繁忙。

董事长助理李青林拿起一袋红参蜜片，眼中满是自

豪：“长白山足龄红参是原料，产品得严守食品、药品双重

标准。”作为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檀君药业

建有标准化种植基地，依托1000平方米检测实验室精研

产品，既深耕国内，也积极开拓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像檀君药业这样的企业，为延吉市人参产业园注入

了强大活力。目前，该产业园已有24户人参深加工企业

入驻，它们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2023年8月开业

的延边鹏程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了产业链。园区内标

准化种植、人参深加工、贸易物流和配套服务4大功能板

块协同运作，创新采用“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

的合作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利润返还、入股分红等机制，

带动众多农民增收致富，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升。如

今，园区已辐射带动全州人参种植面积1.76万亩，年加工

能力约1万吨，成为引领延边人参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核

心动力。

目光转向敦化市，大豆产业的崛起是国家“镰刀弯”

种植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彩写照。敦化

市大力实施的“米改豆”试点项目成绩斐然，2024年园区

大豆播种面积达70.86万亩，产量11.68万吨。在江南

镇、大桥乡等乡镇建设的56258公顷标准化种植基地，与

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内加速构建的加工产业平台深度融

合。园区汇聚了15家大豆加工企业和222个新型经营

主体，形成了完善的加工体系。投资7.6亿元建成的仓

储物流中心，拥有10万吨仓容，带动农产品冷链流通率

超70%，粮豆综合收储能力达61万吨，为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位于龙井市的延边黄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则彰

显出畜牧产业的强大发展势能。覆盖老头沟镇、智新

镇、东盛涌镇3个乡镇46个行政村，总面积达177.6万亩

的园区内，“一核引领、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已然形

成。依托延边畜牧开发集团、龙井市牧乐牧业有限公司

等龙头企业，产业园在创建期总投资达44.53亿元，大量

投入带来显著成效：截至2024年末，全市肉牛发展数达

69502头，同比增长14.26%；年屠宰加工能力跃升至10

万头。

目前，延边州已成功构建国家、省、州三级联动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体系，总数达26个。延边黄牛、人参、大豆

三大国家级产业园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高地，更是延边探

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的生动范例。它们以强劲引擎，持续

为这片黑土地注入现代化活力，照亮了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振兴之路。

本报讯（记者相文雅 张琰）近年来，珲春市聚焦妇女实际需求、立足妇联职能，在

深化改革、服务发展、家庭建设、维权服务等领域深耕细作，稳步推进妇女儿童和家庭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为帮助广大妇女创业就业赋能，增强市场就业竞争力，日前，珲春市海东街道妇联

开展保健按摩师技能培训活动。培训中，保健按摩老师采取一对一练习、手把手指导

的教学模式，对仪容仪表规范、按摩穴位基本力度的把控以及颈椎、肩部等重点部位按

摩手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学员们积极互动、讨论交流，初步

掌握了按摩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今后从事保健按摩工作打下基础。

珲春市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为妇女创业就业、乡村振兴等提供全方位支持。2024

年以来，举办中（西）式面点、网络营销技能、“巧姐”手工编织等培训5期，助力200名妇

女创业就业。依托市级“妇女之家”资源，在乡镇（街道）、村（社区）打造巾帼共富手工

坊驿站，长期稳定开展义乌商品城、外贸出口“订单式”手工制作，为1100多名灵活就

业妇女创收500余万元。线上线下开展“巾帼送岗”招聘活动，“巾帼优品”推荐活动，

服务女企创业发展，带动广大妇女就近就业。争取国、省、州妇女创业等资金24.1万

元，各类帮扶、助学、爱心物资45.67万元，合计69.77万元。依托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培树省级“巾话筒”乡村旅游代言人、州级乡村工匠各1名。发放图们江小额贷款440

万元，扶持203户农村妇女实现自主创业。走进边境村开展助农助边送种植技术和手

工培训，210名妇女受益。

同时，珲春市始终将家庭建设和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24年

以来，成功推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五好家庭”等4名优秀女性作为全省妇女代

表，2名先进个人荣获省级“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培树市级“巾帼建功标兵”等优秀

典型45人，“巾帼文明岗”等先进集体29个。培树省州市级“最美家庭”53户，省州亲子

阅读示范基地4个。打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10个、妇女儿童共享直播间1个，常

态化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好家风宣讲等活动87期，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携手

多部门开展“籽籽同心亲子游”“童心探秘中医”“丰收文化节”吉家和美扬新风等系列

活动，6500多户家庭踊跃参加，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落地落实。

在维权服务方面，珲春市联动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联席机制、

困难妇女司法救助机制，全覆盖建立婚调室，组建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咨询团队。开展

普法宣传70余次，接待来访、12338维权热线47件，有效解决47件。分类分层开展重

点人群走访排查、关爱帮扶，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和困境儿童活动173次，拓

展农村、低保及特困供养妇女免费“两癌”检查。全年累计帮扶妇女儿童1569人，发放

慰问金及物品共计75.83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雨）近年来，汪清县以数字技

术为引擎，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通过智

慧政务、电商服务、数字创新等多领域的探索实

践，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打造

了一个高效、便捷、创新的营商环境新高地。

汪清县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智慧政务

建设成为了一张亮丽的名片。依托“e窗通”系

统，全县实现了企业开办业务的全程无纸化办

理，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

腿”。过去，企业需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大量纸

质材料，如今，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申请人只需在

网上提交资料，各部门即可在线联审联办，办理

时间从原来的平均一周压缩至1个工作日，办事

效率大幅提升。“一网通办”的模式，不仅节省了

企业的时间成本，更减少了办事流程中的繁琐环

节，让企业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中。

智慧政务的高效协同，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

透明的政务服务环境，成为汪清县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支撑。

汪清县积极布局电子商务，为企业发展开辟

了广阔空间。依托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全县

搭建了淘宝、京东、邮乐购等线上购物和售物平

台，形成了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

体系。同时，服务中心还为农产品经营户提供统

一的货源组织、收购、订单处理、产品包装、包裹

寄递等增值服务，让农民和企业能够享受到一站

式电商解决方案。数字技术的赋能，让汪清县的

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4年，全县电子商务交

易额突破42.87亿元，同比增长12.65%。这一成

绩的背后，是汪清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拓展市场的生动实践。通过电商服务的升级，

汪清县的企业不仅能够将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还能借助数字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强市场竞

争力。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体现在政务服务和市

场拓展上，更体现在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

务支持上。汪清县气象局依托吉林省乡村振兴

气象服务专项项目建设，研发了移动端“汪清智

慧多媒体平台”。该平台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应

用，实现了多要素汇聚分析，为企业提供了精准

的气象服务。以木耳产业为例，汪清县利用气象

灾害普查成果和木耳生育期指标，结合中国气象

局数值产品，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气象服务产

品。通过“汪清智慧多媒体平台”，企业能够实时

获取精准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减少

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气

象服务，成为汪清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创新举

措。

汪清县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后，汪清县将继续以数字赋能营

商环境为引领，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市场

环境公平化、企业服务精准化，打造更加优质、高

效的营商环境。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

多企业投资兴业，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张敬源）今年以来，和龙市以河湖

长制为抓手，聚焦责任落实、协同治理、专项整治与

长效管护，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持续擦亮水环

境生态底色。

近日，和龙市文化街道文慧社区组织辖区团员

青年、志愿者开展“河道清理 青春护河”社区青春行

动，对辖区河道及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活

动现场，团员青年们身穿志愿服，手持垃圾袋、夹子、

扫帚等清洁工具，沿着海兰河河道沿岸清理垃圾。

此次活动，共清理河道周边垃圾20余袋，清理长度

约1000延长米，有效改善了河道及周边环境卫生状

况。参与活动的团员青年纷纷表示，通过亲身参与

河道清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今后，将继续积极投身环保志愿活动，为建设美

丽家园贡献力量。

为切实提升河湖整体面貌，和龙市扎实开展清

河行动。组织专业力量，调配充足设备，对河道垃圾

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1574人

次、车辆233台次，清理河道垃圾730立方米，清理河

道976公里。同时，加强对河道周边企业和居民的

监管，严厉打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排乱放、乱扔垃

圾、种植高秆农作物、放牧等违法行为。

3月22日，和龙市水利局举行2025年“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水利局工作人

员通过悬挂条幅、设置咨询台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

传水法律法规、水资源管理等内容，工作人员热情地

为群众解答疑问，为群众介绍日常生活中的节水小

窍门。水政水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仪垂坤说：“近年

来，和龙市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时间节

点，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张贴倡议书、制作宣传展板、

设立警示牌等多渠道宣传河长制工作相关政策，增

强公众对河湖保护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围绕构建完善的河湖管护格局，科学构建河湖

长制工作责任体系。针对辖区内57条河流，精准配

备152名河湖长，健全《和龙市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

度》等河湖长制工作配套制度，明确各级河湖长的巡

查频次与管护职责，确保河湖管理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开展。河湖长们通过定期巡查，及时发现河道漂

浮物清理不及时、非法排污等问题，并第一时间协调

解决，实现河湖管理责任到人、监管无死角，为河湖

生态保护筑牢责任防线。

推行“河湖长+河湖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协

作机制，多部门联动，加大联合巡河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等水事违法案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让破

坏水环境的违法行为无所遁形，为河湖生态安全筑

牢法治屏障。

和龙市着眼于河湖生态保护的长远发展，建立

“定点保洁+动态巡查”工作模式。配备395名河道

保洁员负责日常清洁，85名巡河员进行动态巡查监

管，实现河湖岸线环境常态化维护。通过明确保洁

区域与巡查路线，加强区域日常清洁和动态巡查力

度，确保河湖日常清洁全域覆盖，防止问题反弹，持

续巩固河湖治理成果，让河湖生态环境始终保持良

好状态。

延边：现代农业园区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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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走深走实

珲春市不断加强
校园素质教育建设，
精心打造涵盖艺术、
体育、文化等领域的
学生社团课，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图为珲
春市第一幼儿园开展
社团活动，展现新时
代少年儿童精神风
貌。

郎鹏 摄

日前，“健康
吉林 爽动盛夏”

“吉祥敦化 身心
归处”敦化市首届
文化旅游体育活
动暨第二届全域
露营活动在中成
朝鲜族生态村启
幕。此次活动以
构建多元文旅体
验体系为核心，推
出露营消夏避暑
主题线路，全方位
呈现夏日文旅盛
宴。

敦化市委宣

传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