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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美、村庄美、生活美”一直是延边州奋

力实现的美好愿景。放眼延边大地，乡村基础

设施日臻完善，乡村环境越来越好，基层治理卓

有成效，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边民安居乐业，边

关稳固安宁，悄然绘就出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

乡村画卷。

近年来，延边州聚焦边境地区发展，持续加

大投入，多举措完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体系，全

力打造安全稳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

边疆，为边境地区民生保障筑牢坚实基础。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农村厕所改造

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记者

走进珲春市密江乡密江村村民金玉顺家，面积不

大的屋子里，被老两口拾掇得既干净又温馨。

说起农村厕所改造，健谈的金玉顺高兴地

说：“自从改成室内卫生间，小孙子过年都愿意在

老家多留几天了。”

密江村驻村第一书记于会永介绍，过去的密

江村，家家户户用室外旱厕，生活污水随处倒。

在开展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工程中，密江村在冻土

层以下铺设了连通全村的污水管网，可将村内包

括厕所污水在内的生活污水全部收集，并集中处

理，有效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

密江村的厕所改造进入快车道，得益于2024

年我省推进的“百村示范”工程。“百村示范”重点

支持边境村开展污水管网和水冲厕所建设，珲春

市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铺设覆盖全村的污水主

管道，还把管网修到家家户户的院中。

村卫生室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是农村居

民看病就医的第一站。在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

卫生室，连接大医院的网络诊疗设备正规律地闪

烁着工作指示灯，随时为村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我们虽是边境村，但一点也不‘边远’。”水

南村党支部书记金虎国介绍，该村卫生室与吉

大二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延边中

医院等医院合作，开展远程健康诊疗和市镇两

级健康巡诊，让村民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

不出县”。

近年来，延边州不断夯实边境民生保障基

础，瞄准边境地区发展薄弱环节，全力构建完善

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提升边境地区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延边州大力实施“双水”工程，以农村供水和

污水处理为重点，累计投入5.5亿元，全州93个

边境村实施“双水”工程建设，污水管网覆盖率

从24.5%提升至94.9%。稳步推进边境村水厕改

造工作，因地制宜实施管网式和单户式水厕改

造，实现边境村水厕“愿改尽改”，切实提升边境

村宜居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边境村水厕改

造5791户，完成率48.3%。边境医疗实现普惠升

级，边境村卫生室全面完成标准化建设，基层医

疗机构完成率、村卫生室覆盖率、村医覆盖率均

为100%。今年，延边州投入98万元在珲春市、图

们市、龙井市、和龙市、安图县边境村卫生室开

展中医阁建设，为边民提供“简、便、验、廉”的中

医药服务。

与此同时，延边州加大通信设施建设，目前

已累计完成国家电信普遍服务建设边境通信网

络覆盖项目7批次，在全州边境沿线建成332座

通信基站，实现边境村“双千兆”网络通达、4G网

络和光纤网络覆盖率100%。加大和龙市、龙井

市、图们市、珲春市4个边境县（市）电网投资力

度，为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记者王雨）近年来，延边州聚焦脱

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核心目标，打出发展产业、

促进就业、强化帮扶的组合拳，通过庭院经济

“铺路子”、就业帮扶“搭台子”、政策保障“兜底

子”，让脱贫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幸福底色

愈发鲜亮。

延边州通过“片区联动、利益联结、模式联

创”的发展思路，积极引导农户投身种植、养殖、

加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创新推广飞地庭院、

“庭院+”等特色模式。今年以来，全州大力鼓励

脱贫群众、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发展庭院经

济，截至目前，庭院经济规模已达2.1万亩，昔

日的“巴掌地”变成了脱贫群众的“致富园”。

日前，汪清县各乡镇、村屯及包保帮扶单位

同步联动、同向发力，推动小庭院从“方寸地”向

“聚宝盆”升级，让庭院经济成为农民增收新引

擎。汪清县春阳镇政府为全镇有意愿养殖鸡雏

的脱贫户每户发放了10只鸡雏。“去年领了10只

鸡雏，年底卖了1000多元。今年政府又发放鸡

雏，我又领了10只，养大了又能卖个好价钱。”春

阳镇幸福村村民张树联高兴地说。近年来，春

阳镇积极引导群众发展庭院经济，已连续3年

为脱贫户发放鸡雏，为推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延边州持续推广以工代赈模式，

采用“发放劳务报酬+设置公益岗位+提供就业

技能培训+实现资产收益分红”的多元方式，今

年已吸纳407名脱贫人口实现就近就业。在公

益岗位设置上，坚持“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

领补、有序退岗”原则，不断巩固脱贫人口乡村

公益性岗位规模，新开发寄递物流岗153个、助

残岗42个。同时，依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规

模，推动帮扶车间扩容增量，目前全州共创建

152个就业帮扶车间，让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稳定增收。

此外，延边州着力优化小额信贷服务，深入

摸排脱贫群众贷款需求，精准对接贷款政策。

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小额信贷1.06亿元，确

保有贷款意愿且符合条件的脱贫群众“应贷尽

贷”；积极引导37家经营主体与脱贫群众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收益分红、吸纳就业等方式

助力增收；推进消费帮扶，组织党政机关、定点

单位、企业等积极参与，帮扶产品销售总额达到

3613万元。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龙市西城镇

积极发挥“小额信贷”金融政策关键支撑作用，

全面摸排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有贷款需求

的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

优化申贷流程，建立快速审批通道。依托金融

活水，支持农户发展蔬菜种植，引进优良品种，

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助力肉牛养殖产业升级，推

动标准化圈舍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截至目前，

全镇累计投放产业发展贷款30万元，待审核家

庭10户，惠及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6户，有效缓

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资金使用合规率达100%，

未发生逾期还款现象，真正实现“贷得到、用得

好、还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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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就 宜 居 新 画 卷
——延边州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幸福升级”进行时

本报记者 张琰 代黎黎

独具韵味的伽倻琴艺术、典雅活泼的朝鲜族长鼓舞、

细腻深沉的洞萧演奏……在延边州这片充满民族风情的

沃土上，孕育出众多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带

着独特的地域烙印，承载着延边人民的传统生活习俗。

近年来，延边州坚持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从突出民族特色入手，强化

责任，注重实效，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在位于图们市的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内，馆内分布着朝鲜族民间舞蹈、传统乐器制作技艺、传

统音乐、传统文学故事、民间体育和游戏、民族礼仪、饮食

文化、服饰文化等多个板块。丰富的展品、具有年代感的

图片、细致详尽的介绍，既有鲜明的朝鲜族民俗特色，又

处处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清晰脉络。

当你漫步在这里，如同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

展品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每一个场景都洋溢着民族

文化的气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该馆频繁开展丰

富多样的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活动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提高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延边州依托区域特色，多措并举打造生态文化阵

地。建设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安图长白

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等展馆，宣传展示阵地不断

加强。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基地和传习

所（展示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传承

和利用，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1个；省级传承基地7个、传习所11个；州级传承基地

37个、传习所（展示点）22个；州级传承体验基地12个。

培育汪清象帽舞之乡、珲春洞箫之乡、图们长鼓舞之乡、

龙井伽倻琴之乡等特色文化乡镇，以及“非遗”街区、“非

遗”工坊等。

6月21日，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气氛，“中国朝鲜族花甲礼”民俗活动在这里举

行。“朝鲜族花甲礼”是朝鲜族重要的人生礼仪，由生日祝

寿和尊重老人的风俗演变而来，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活动现场，伴随着悠扬悦耳的朝鲜族民乐声，12位

老人身着亮丽的朝鲜族服饰缓步入场，在丰盛的花甲

寿宴大桌旁就座。子女、亲戚等晚辈依次向老人们敬

献寿酒、磕头叩拜，表达衷心祝福和感恩之情。整场活

动展现了朝鲜族传统礼仪文化的丰富内涵，让广大市

民和游客近距离了解和感受了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独特魅力。

延边州强化载体，构筑文化传承创新平台。全力打

造“一市一品”节庆活动品牌，搭建全民共享平台，延吉朝

鲜族端午民俗文化旅游节、和龙金达莱文化旅游节等已

成为品牌文化活动。扎实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产生活，朝鲜族象帽

舞、伽倻琴艺术、朝鲜族奚琴艺术、盘索里、满族剪纸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深入到中小学校园，通过建

立传承基地，广泛开展传习活动，积极培养后备人才，使

优秀的民族文化有传承、有弘扬。积极开展宣传展示活

动，在重大节庆和旅游旺季，组织朝鲜族象帽舞、朝鲜族

长鼓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展示展演活动，为

广大群众提供互动体验平台，让民族文化根植于群众之

中。推进非遗进景区景点，积极推进朝鲜族服饰、朝鲜族

传统米糕制作技艺、朝鲜族马格力酒酿造技艺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敦化中成

朝鲜族民俗村等热门景区景点，搭建互动平台，为广大游

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

截至目前，全州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1项——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国

家级名录项目19项，省级名录项目90项，州级名录项目

185项。

非 遗 之 花 耀 边 疆
——延边州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本报记者 张伟国 相文雅

本报讯（记者张敬源）近年来，龙井市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构建“社

会治理+政治引领+法治保障+民族融合”四维联动体系，通过系统

推进平安建设现代化，探索形成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有效

路径。

今年2月，梨园街道居民通过“梨小二”反映其邻居家饲养的

延边黄牛因不明原因死亡，害怕引发疫病问题。“梨小二”受理后，

第一时间派出网格员，成功说服其邻居将死牛交给执法人员，随

后由执法人员对死牛完成无害化掩埋处理。

这是龙井市探索完善“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龙井市建立了以信访局为枢纽，向街道、社区辐射的矛盾

源头化解示范阵地，依托“梨小二”打造了“群众点单、街道派单、

社区接单、部门领单”网上闭环管理服务新模式。

“我们充分发挥街道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做实多部

门联动、高水平运转、实体化运行，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同

时，最大程度减少群众等待时间，有效提升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能

力。”信访局副局长雒佳说。

龙井市组织20余名县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解决民生难题，推

动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8%。创新“星级网格员”“平安美

团”“平安环卫”等群防群治机制，依托全市104个综治中心及“海

兰江e站”综治民声平台，实现群众诉求“码上办”，构建起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组建1900人“双语义务服务纵队”，对

重点人群开展“敲门行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三调联动”机制，年均化解矛盾纠纷1180件，连续两年被《长安》

杂志推广。

同时，龙井市还将平安建设纳入党委“一把手”工程，建立由

市委书记、市长牵头负责，市委政法委统筹协调，70个成员单位协

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

理，通过织密风险防控网络、贯通法治实施路径、拓宽服务群众渠

道三维“靶向”发力，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

理”转变、从“单一管控”向“多元共治”升级，为全市发展筑牢安全

屏障。

法治保障为营商环境保驾护航。全市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

商环境”理念，开展平安企业创建行动，建设景区法治文化长廊，

年均组织普法活动110场次。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建立“九

类案件”联查机制，整改行业乱象20余个，清收挽损8.1亿元；开

展成品油、烟草市场专项整治，督促企业补缴税金445万元，查获

涉案货值500余万元。严格执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制度，为

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龙井市获评全省县（市、区）级法治

化营商环境满意度第一名。

民族融合绘就团结画卷。龙井市在平安边境中创建的

“3334”矛盾调处模式和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

142.5公里边境线连续多年“零发案”。组建双语调解小分队，

开展“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系列活动，设立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站，年均举办警民联谊活动40余场，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推行双语法官巡回审判、双语导诉服务等举措，保障各

族群众平等享受法治服务。平安边境建设经验被有关部门向

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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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
2025 首届“友谊杯”中
俄足球邀请赛在珲春市
体育场激情开赛。比赛为
期 4 天，分为少年组和青年
组两个组别，来自中国和俄
罗斯的17支参赛队伍将展开
激烈角逐。此次比赛不仅是
珲春市打造独具特色的“一
市一品”体育品牌赛事，更
是促进中俄体育文化交
流、推动足球运动发展的
重要契机。

郎鹏 摄

位于龙井市的延边金跃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内，大屏幕上持

续播放各个直播间卖货的火爆场
面，货柜上各种特色产品琳琅满
目。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开展20余
场助农直播，助农销售近200万元，
为龙井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力。图为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张敬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