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长春市九台区马鞍山村的氿遇山居

民宿群到珲春防川村帝王蟹的暂养池，从

延边博物馆的“触魔墙”到光东村稻田上空

的缆车……

沃土之上，山水之间，一条跨越千里的

调研路线，勾勒出吉林大地农文旅融合的

蓬勃韵律，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诠释。

一条东行之路 两种奋斗图景

凌晨4点，珲春市防川村的帝王蟹暂

养车间已灯火通明。182个水池氤氲着白

雾，俄罗斯远洋捕捞船运来的帝王蟹在恒

温海水中挥舞巨螯。这些生猛海产暂养净

化后，将被发往北京、上海的高端餐桌。工

作人员擦拭着雾气蒸腾的镜片说道：“暂养

技术的突破让帝王蟹存活率提升30%，‘珲

字号’冰海鲜品牌正在打响。”除了帝王蟹，

在“一眼望三国”的防川村，时时歌舞翩跹、

鼓点激越，生态与文化和谐互动，让这个曾

经的边陲小村，成功转型为旅游名村。同

时，作为吉林省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通

道，如今珲春已成为俄罗斯帝王蟹进入中

国的“黄金通道”。

在距此千里之外的长春市九台区马鞍

山村，氿遇山居民宿群的飞檐在晨雾中若

隐若现。村党总支书记赵世龙站在由闲置

农房改造的民宿前介绍：“闲房变客房、农

民变老板、无业变就业——这就是我们的

‘三变’密码。”村民刁秀云推开民宿木窗，

晨光洒向氿遇山居的青瓦白墙。这位曾经

的农妇如今身着整洁制服，正为城市游客

准备乡村特色早餐。

一条东行之路，两种奋斗图景，共同编

织着吉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叙事。

黑土地上的科技破壁

当“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永吉

县卓远农业植物工厂时，震撼在无声中蔓

延。智能温室里，番茄藤蔓沿垂直吊蔓系

统攀至6米高空，滴灌系统精准输送营养

液，传感器实时监测着2000多项环境参

数。隔壁温泉水产养殖区循环系统汩汩作

响，“三只虾”和“三条鱼”在恒温环境中悠

然游弋，构建起“养殖+观光+垂钓”的融合

链条。“无土栽培实现全年无休生产，年产

能600吨。”董事长李崇冬指向全自动生产

线。这座科技集成度很高的植物工厂，将

传统农业彻底重构为工业化流程。

科技赋能悄然重塑农业基因。走进汪

清县桃源小木耳生产基地，智能AGV叉车

穿梭于三级菌包车间，高温灭菌柜精确控

制121℃杀菌温度。总经理高旷轻抚黝黑

的木耳：“露天地培变成立体工厂，土地利

用率提升5倍，品质更纯净。”30余项专利

支撑的智能生产体系，让木耳杂菌率趋近

于零。“每袋菌包从拌料到培养全流程数字

化。”副总经理孙森点击控制屏，参数曲线

跃然眼前。

三产融合的乘数效应

松花湖度假区的彩虹滑道在7月阳光

下分外耀眼。总经理赵兰菊见证着这里从

“雪场冬眠”到四季沸腾的蜕变：“冬季雪道

变夏季越野跑道，50条雪道衍生出20余种

山地玩法。”“上青山”系列IP激活沉睡资

源：花海露营派对周末人流逾3000人，凯

乐石越野赛吸引5000名跑者奔赴林间。

冰雪圣地向全季度假区的华丽转身，2023

年夏，58%游客来自长春，撬动周边民宿收

入2.1亿元——如今已成长春都市圈跃动

的“中央花园”。

融合的魔力在光东村更为具象。十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踏过的田埂旁，如今架起

观光缆车。光东村党支部书记金宪在稻浪

间细数变迁：“‘吗西达’大米品牌溢价超

30%，稻田小火车、朝鲜族民宿等业态更让

村集体收入十年增长13倍。”就在这里，45

间朝鲜族特色民宿与171公顷有机稻田相

映成趣，一二三产的界限在此消融。

文化在创新中奔涌

延边博物馆的“触魔墙”前，孩子们指

尖轻触屏幕，渤海国时期的“卢城之稻”三

维模型徐徐旋转。副馆长许家强凝视着数

字化展陈：“让文物开口说话，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才有生命力。”据了解，今年，

红领巾讲解员们已在这里累计服务观众

60万人次，文化认同开始在童声的讲述中

生根发芽。

沿着文化的脉络一路向前，珲春东北

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则将文化交融推向更

高维度。在4.5万平方米的国际商品城

内，韩国美妆与俄罗斯巧克力同柜陈列，

网红直播间里中俄主播接力推介商品。

“智能云仓日均发单两万件，贸易额从

2018年4300万元跃至去年66.5亿元。”产

业园负责人语气中透着自豪。当跨境商

品沿着“珲春-扎鲁比诺-宁波”航线销往

全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数字贸易引来

多方瞩目。

向东！新质生产力的地理表达

从长春马鞍山村的共享民宿到珲春防

川村的帝王蟹暂养池，这条1000多里的东

行路线，恰是新质生产力在吉林的生动落

点：在卓远农业的物联网大棚里，传感器替

代了农人的经验；在汪清木耳的智能车间，

算法优化着千年种植技艺；在松花湖的山

地赛道，冰雪资源裂变出四季动能；在珲春

跨境电商的云仓中，地理边界被数字通道

消弭。

当防川村实现24小时供水管网全覆

盖，当光东村农民年收入站上2.4万元新

高，新质生产力不再是抽象概念。它具象

为村民手机里的民宿订单，工厂控制屏上

的数据流，以及帝王蟹暂养池蒸腾的蓬勃

热气。

向东，1000 里！一场科技引领的变

革正在这片黑土地上热情奔涌，农文旅

深度融合，正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在

吉林大地上书写着一例例新质生产力的

鲜活样本。

向东，1000里！从长春马鞍山村一路

向东，抵近珲春国门，在稻田、民宿和绿水

青山之间，在植物工厂、博物馆与边寨之

间，采访团的记者们触摸吉林农文旅融合

背后新质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此时突然发

现，这条东行之路的尽头，正是传统农业大

省破界突围的壮阔未来。

向 东 ，1000 里 ！
——我省农文旅融合发展背后的新质生产力探秘

本报记者 任胜章 闫虹瑾

活力中国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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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切实遏制餐饮浪费现象，

连日来，梅河口市组织多家单位开展“文明餐桌”专项行动，通过全方位

的宣传教育、严格规范的管理措施以及丰富多样的创新活动，引导市

民、师生以及干部职工积极践行节约理念，在全社会掀起一股“文明用

餐、杜绝浪费”的文明新风尚。

在梅河口市政府机关食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珍惜粮食，杜绝

浪费”等宣传标语和海报格外醒目，每到用餐时间，食堂电子显示屏还

会滚动播放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公益广告与宣传图片，倡导干部职工

从自身做起，践行文明用餐理念。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食堂根据每日用

餐人数精准采购食材，建立食材采购与使用台账，详细记录食材采购

量、使用量及剩余量，实时分析调整采购计划，有效减少浪费。

为了让文明餐桌理念深入人心，梅河口市场监管局在全市各餐饮

场所入口、用餐区域张贴“厉行节约”“拒食野味”等主题海报，摆放桌

牌，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并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倡导“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文明理念。梅河口市场监管局还召开对网络餐饮第三

方平台反餐饮浪费部署会，要求网络第三方平台进行订餐反浪费提示，

倡导入网平台推行“小份菜”“半份菜”“明示菜品重量”等，既满足顾客

的多样化用餐需求，又减少食物浪费。

梅河口市教育局充分利用校园阵地，组织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在梅河口市育才中学，校园广播每日定时播报

节约粮食的提醒；主题班会让学生们深入探讨餐饮浪费的危害；手抄报

比赛中，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展示了学生们对节约理念的理解。“光盘小

明星”评选活动更是激发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将理念转化为

行动，让“光盘行动”成为校园日常。各个学校还通过家长群、家长会等

渠道，将节约理念传递到每个家庭，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践行“光盘行

动”，实现家校共育，让文明用餐的理念在家庭中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各学校加强食堂管理，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

培训，推行“光盘行动”，鼓励师生适量取餐，对“光盘”的师生给予表

扬。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各学校食堂的剩菜剩饭量明显减少，节约

粮食效果较为显著。

从校园里“光盘小明星”的灿烂笑脸，到餐厅中“半份菜”选项的贴

心设计，梅河口市“文明餐桌”专项行动在全社会构建起“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的文明共识，将文明用餐理念深植于市民心中。

倡 导 节 约 新 风 尚
——梅河口市开展“文明餐桌”行动记事

本报记者 于悦

培树新风尚 文明月月行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何泽溟）今天，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气象部门预计

7月24日至26日，吉林省中西部有一次明

显降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和东部、长春、四

平、吉林中北部、延边西北部有大到暴雨，

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过程降水量为

40至 8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100毫米以

上，个别单点雨量可达160毫米左右，最大

小时雨强可达40至70毫米。

受其影响，饮马河、伊通河、东辽河、拉

林河、松花江吉林段丰满以下等流域的中

小河流有接近警戒水位洪水的气象风险，

农安、长春市辖区、长岭、双辽、德惠、榆树、

舒兰、九台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渍涝气

象风险较高，舒兰和吉林市郊区有山洪气

象风险。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

案》相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吉林省防指决

定于7月24日15时启动省防汛四级应急

响应。

请有关地区和单位密切关注雨情、水

情、工情、险情发展，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

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风险隐患排查、人员

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

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流域洪水等防御

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各地要提前

调试好应急通信设备，及时报送险情、灾情

信息。

我 省 启 动 防 汛 四 级 应 急 响 应

在吉林这片充满活力的黑土地上，

新电商正以破土新芽般的蓬勃之势迅猛

生长。

电商行业先锋企业扎根吉林，在电商

人才孵化、创业指导的沃土上精耕细作，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

能。创新创业的种子在这里扎根、发芽，绽

放出带动就业的绚烂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召开前夕，记

者奔赴多地，探寻这些先锋企业在新电商

领域书写的精彩篇章。

作为吉林省重点培育的电商孵化器型

企业，吉林瑞雅国际贸易集团凭借“健康+

数字”双螺旋战略，构建起覆盖电商全链路

的服务生态，在新电商产业孵化领域交出

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自2014年创立以来，

瑞雅国际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从供应

链到物流服务，全方位为客户扫清电商链

路中的障碍。

走进瑞雅集团的内容与直播运营区，

仿佛置身于一个热闹非凡的创意工厂。数

百名专业人才在这里各展所长，编导们构

思着精妙的脚本，剪辑师们将一个个镜头

拼接成流畅的故事，摄影师们捕捉着每一

个精彩瞬间，直播间运营团队掌控着直播

的节奏，为客户提供从短视频制作到直播

全流程的贴心辅导……近年来，该集团与

通化人参、辽源袜业等产业带的成功嫁接，

为客户架起了一座通往优质货源的桥梁。

作为快手在东北三省的唯一核心服务商，

瑞雅国际通过核心业务成功培育出一批颇

具竞争力的电商主体，助力本地企业打通

线上渠道，让吉林的地方特色产品走出家

乡，走向全国，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

活力。

目前该集团已成功培育出30余家年

销售额超千万的电商主体，带动超2000人

就业。

除了这类先锋企业，吉林省其他地区

的电商园区也亮点纷呈，各有千秋。位于

辽源市的龙山区数字电商产业园区，由龙

山区政府批准成立，吉林省壹纪元文化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运营主体。其推

出的主播达人“造梦”计划项目，就像一双

神奇的翅膀，助力参与者实现梦想。曾经

只是普通上班族的小李，通过这个计划的培育，如今已成为小有名气的

网络直播达人，收入翻了几番。该园区秉持“互联网+N”概念，服务多个

行业，有效解决了农民增收、残疾人就业、大学生就业实训、低收入家庭

增收等社会问题，为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吉林两新党建长白山红色孵化基地，由省市区三级组织部门共同

推动建设，选址白山市浑江区，总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这里创新

打造的永不落幕的“红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集结了白山市200

多个类别2000多种名优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发力，培

训电商人才3386人次，组织“红大V”直播带货160余场，助企销售16万

单、销售额4200余万元，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双赢互促”。

智通众合创客园（延边青年创业园电商分园）于2020年4月创立，

由多方合作共建，旨在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重点服务青年初

创企业。5000平方米的综合办公运营和物流仓储空间里，划分出多个

功能区，设施完备。在这里，青年创业者们怀揣梦想，在注册登记、孵化

场地、贷款融资、创业培训等全方位支持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创业

梦。刚毕业的大学生王心力，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创业的方向，如今他的

电商小店已步入正轨，生意蒸蒸日上。

如今，吉林省新电商产业孵化已结出丰硕成果，正以蓬勃的生机与

活力，推动着吉林新电商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为地方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书写着精彩的篇章。相信未来，吉林省新电商产业必将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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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丰满区加快培育优

势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一

乡一特”“一村一品”，带动乡村

产业振兴。在二道乡，张家村

蓝莓基地种植规模已达数万平

方米，年产量可观，不仅让荒山

结出“致富果”，更带动周边村

民灵活就业增收。

张景峰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李抑嫱）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全省广大

新闻工作者增强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使命

担当和行动自觉，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

闻舆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天，由省

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十二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长春举

行，来自省直和市县新闻单位的11名优秀

选手，带着他们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鲜活

故事登上舞台，分享他们在采访一线的经

历与感受，真情讲述吉林振兴发展征程中

的奋斗足迹、动人篇章与时代强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英雄故事在白

山黑水间传颂。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方

媛以《寻兵》为题，讲述了七旬老人孙艳

华、胡堂林用20年的时间寻访老兵的故

事。她说：“采访时，老人家里堆叠的厚

厚笔记本和墙上老兵的手模印记，都让

我深受触动。今后将继续秉持初心，用

镜头记录感动、用文字传递力量，以新时

代新闻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讲好更多

吉林故事。”

好记者扎根热土，好故事直抵人心。

比赛现场，吉林日报社记者毕雪结合亲身

经历与深切感悟，以《跨越血缘的生命托

举》为题带来了精彩演讲。“很荣幸参与此

次比赛。我讲述的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

故事，希望通过分享，让更多人了解这份善

举，主动加入这股温暖的力量中。”她表示，

未来会继续以手中的笔和镜头，去发现、记

录、传播这些微光，让平凡里的伟大被更多

人看见、被长久传颂。

“老万镜头下的无数动人画面，总在激

励着我：记录时代、传递价值，才是我们跋

涉前行的真正动能。唯有坚守初心，方能

步履不停走向远方……”生态是吉林的优

势，绿色是吉林的底色。在中国吉林网记

者郑涵予的讲述中，67岁长白山摄影师老

万的故事，正是这份优势与底色的生动注

脚。这份力量始终鞭策着她深耕新闻事

业，为吉林的绿色生态故事注入更持久的

传播活力。

触摸时代脉搏，感受振兴发展。公主

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伊雯以《从“第一

犁”到“智慧田”》为题，聚焦中国第一代拖

拉机与智慧农业的无人农机，通过两个人

物的故事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迭代，讲

述了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的巨大变化。她

说：“我会继续扎根基层，采写出更多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把青春热

血融入乡土，用妙笔书写波澜壮阔的时

代。”

在选手们的精彩讲述中，现场观众被

一个个新闻故事所打动，掌声此起彼伏。

评委们也对选手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大家的演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和专业素养。

经过激烈角逐，11名参赛选手分别获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5人将代表吉

林省赴京参加全国选拔赛。据悉，我省“好

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已连续举办十二

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

牌活动，激励着广大新闻工作者走进田间

地头、深入新闻一线，在增强“四力”的实践

中，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新闻作品，为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

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吉林省第十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举行

数智新时代 电商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