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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湿润，置身
鹿神之情广场

中，由 66 个鹿字
组成，整体高 9.5 米

的鹿乡镇新徽标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古韵悠长的鹿乡

小镇，焕发勃勃生机。
近年来，在长春市双阳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鹿乡镇积极
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以梅花鹿
产业发展为基础，以特色小镇建设
为主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重
点，突出重要节点打造和实施村屯
提标，用实干刷新了乡村颜值，用
匠心增添了小镇韵味，有效推动了
特色小镇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全面
展示了中国梅花鹿特色产业小镇
的特色内涵和品牌效应。

科学规划，彰显特色。按照高
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建设中国梅
花鹿特色产业小镇的要求，以鹿乡
镇“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

“一谷、一廊、一港”空间发展格局
及鹿乡特色小镇整体解决方案为
统领，充分考虑鹿文化、地域文化、
自然生态等资源优势，结合镇、村
的地理地貌、自然景观、民俗文化
等资源，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
见，委托中庆设计、吉林科龙编制
了鹿乡特色小镇提升改造工程初
步设计方案，突出乡村特色，挖掘
村庄个性，对主镇区进行了差异性
和特色化规划设计，切实发挥了规
划的前瞻性、统筹性、科学性，为推
动特色小镇高水平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细化分工，全员参与。按照全
区关于高标准打造全省实施乡村
振兴现场会经由线路的部署要求，
鹿乡镇围绕“一线打造，两路绿化，
三街改造，四点创意，五屯示范，多
点提升”的总体思路，成立由了党
政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
组长，各站办所负责人、相关村党
组织书记为成员的鹿乡特色小镇

提升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制定了实施方案与考核奖惩制
度；以街路为基本单元，明确责任
片区，分管领导为片区第一责任
人，各站办所长、村党组织书记为
直接责任人，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镇村
屯”三级治理提升体系，切实形成
工作合力。

专项整治，助力攻坚。按照全
区“七清、七拆、七建”总体要求，强
力推进重点工作落实。组建了以
城建、公安、行政执法等为主的清
障强拆队，重点开展以镇区为主的
出店经营、乱搭乱建专项整治，清
理废弃建筑和残垣断壁，拆除违章
建筑。以引领村、示范村为重点，
以奢鹿路、大刘公路、双伊公路、西
部外环路、各村屯道路为线条，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农村改厕及粪污
专项治理工程，为鹿乡特色小镇净
起来、绿起来、美起来提供了引领
样板。

突出重点，打造精品。按照
“让乡村更像乡村，保持乡村风貌”
基本原则，坚持产城人文深度融
合，注重鹿文化符号植入、艺术传
承、品牌打造，有效克服施工周期
短、工程量大、涉及面广等难题，累
计投入 1.6 亿元实施了鹿乡大街、
盘古大街外立面和路面改造、神鹿
桥和仙路桥改扩建、沿线村屯打
造、神鹿桥广场建设、绿化美化亮
化提升等重点工程建设，把鹿文化
融入到楼体立面、广场绿地、地标
建筑等每一个细节，特别是高质量
完成了国内最先进、最专业、规模
最大的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建
设并对外开放，切实以文化之魂赋
予梅花鹿产业更多内涵，为特色小
镇建设注入了“活水源”，鹿乡已经
成为闻者向往、来者依恋、居者自
豪的幸福家园。

创新机制，规范管理。鹿乡镇
以双阳区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为契机，在

“1+3+X”基层治理模式推广应用
过程中，通过在“X”中明确“三长管
事”和“三员监督”的工作新模式，

特别是今年率先建立了乡村治理
数字化平台，以农民手机、数字农
业云平台为信息渠道，实现了镇村
屯工作全覆盖、联系全天候、管理
无死角、服务零距离，为基层全面
实现数字化治理、现代化管理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通过乡镇机构改
革，区镇关系有效理顺，配套改革
持续跟进，基本建立起机构设置合
理、管理扁平高效、人员配备精干、
运行机制灵活的镇级行政管理体
制，切实推动了特色小镇的发展活
力。

创建特色小镇是时代所需、民
心所向、责任所在。下一步，鹿乡
镇将着力做优规划、做强产业、做
美环境、做实民生，推动“魅力鹿
乡”建设再上新台阶。

力争到2025年，全镇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鹿茸总
量、鹿茸单产量、鹿茸优质品率均
创历年新高，梅花鹿存栏数达到25
万只，产值突破60亿元。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和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生
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
等，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镇地
区生产总值力年均增长9%；财政收
入年均增长12%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综合实力
在各乡镇（街）中排名进一步提升。

发展方式明显转变。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加快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5%
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力争达到30%以上，
服务业比重力争达到35%，农产品
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 3:
1。经济开放度进一步提高，新增
中国驰名商标1件。

空间布局趋于优化。基本实
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
城镇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全镇农业空间比例保持在
50%以上，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0%以上。

生态环境更加良好。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完成省市下达指标，森林覆盖率达
到33.8%，林木绿化率达到40%，生
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100%以上，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
上；主要河流、湖泊常年水质达到
Ⅲ类标准，基本农田土壤达到绿色
农产品生产标准。

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城镇和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
于全区75%以上，人均收入超过全
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
制在 2 倍以下，脱贫攻坚成果不断
巩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
以内。

公共服务持续完善。政府在
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民生领域
的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基本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健全，政府职
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

在功能布局上，按照全省“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长春建设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廊、一脉、
一带、四城”的发展格局，以及鹿乡
镇位于省现代农业产业园、长春城
市副中心、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三核
心区，依托产业、交通、区位基础优
势，鹿乡镇将以梅花鹿产业发展为
基础，以特色小镇建设为主线，按
照“南生态康养、中规模养殖、北产
业集群”的思路进行总体功能布
局，着力打造“一镇、三区”，构建

“一谷、一廊、一港”的城镇空间结
构。

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和梅
花鹿被正式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目录”以及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
在双阳区召开，梅花鹿产业发展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来新一
轮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的多重机
遇。鹿乡镇将用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开放胸怀，抢抓百年机遇，建设
百年工程，打造百年小镇，实现百
年梦想，完成百亿产值，让鹿乡在
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推
动双阳率先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

“鹿鸣春晓”谱新篇
——双阳鹿乡“中国梅花鹿特色产业小镇”建设纪实

□刘阳 王威莹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孔香梅

九月时节，秋风送爽。走进长春市
双阳区鹿乡镇,楼体立面、广场绿地、地
标建筑等每一处细节都与鹿文化巧妙
融合，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双阳梅花
鹿博物馆。这座坐落于鹿乡镇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西侧的博物馆，建筑风格与
鹿文化、地域文化、萨满文化等有机融
合，成为具有 300 多年养鹿历史的“中
国梅花鹿之乡”——鹿乡镇的特色符
号。

探鹿之旅
走进博物馆，白鹿雕塑映入眼帘，

它是根据2015年鹿乡镇梅花鹿诞下的
白鹿为原型制作的。鹿千年为苍鹿，又
五百年为白鹿，自古以来白鹿都是祥瑞
之兆。同时，一面由梅花鹿、驼鹿、水
鹿、马鹿等鹿角组成的百鹿角墙，传达
了人们向往美好的愿望，同时也表达了
双阳对人民的吉祥祝福。

通过多媒体演示，鹿类动物的起源
与进化、鹿形态与鹿角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一生动呈现，梅花鹿在上新世晚期就
出现于我国华北地区，距今也有300多
万年的历史。而为人熟知的东北梅花
鹿，经过国家鉴定为四个品种，一个品
系，分别是双阳梅花鹿、东丰梅花鹿、敖
东梅花鹿、四平梅花鹿和长白山梅花鹿
品系。相比较其他品种，双阳梅花鹿以
优美的外貌特征、优异的生产性能、稳
定的遗传基因和良好的育种价值闻名
中外。

一鹿相伴
从远古时期开始，鹿类动物就与人

类相依相伴。鹿不仅是人类的狩猎对
象，也是人们的崇拜图腾。而且自古以
来鹿都是吉祥、幸福和长寿的象征。可
以说从衣食住行到信仰崇拜，鹿与我们
都是一路相伴。

用鹿角制作的锛柄、斧柄、铲等生
产工具，鄂温克人用鹿皮建的帐篷，鹿
方鼎，不同民族的鹿角萨满神帽，都说
明鹿作为人类的生活伴侣同时，在原始
时期与祭祀占卜也息息相关。中国从
商周时期就开始养鹿，是世界上养鹿最
早的国家。艮岳苑囿模型复原了北宋
皇家园林艮岳，园内极尽奢华圈养了各
种奇珍异兽，鹿与鹤的数量就达到上千
只。鹿是吉祥、美丽、健康、长寿的象
征，鹿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
头之一。

神州鹿苑
从清皇室修建的五大围场的分布

示图上看，双阳属于吉林围场的范围。
历代清帝都喜欢在吉林围场射猎，《清
实录》曾记载清太宗皇太极先后进行
16次围猎，仅在吉林围场就有5次。在
皇宫内也有大量梅花鹿图案的器物，涵
盖丝织品、玉器、书画等，多媒体所展示
的图片都是故宫博物院与鹿相关的文
物，其中乾隆御用鹿角椅最具代表性。

梅花鹿浑身是宝，无论是入药还是
制作菜肴都是上乘之品，据史料记载，
在清朝皇宫中大量使用鹿茸，皇室成员
热衷喝鹿血、吃鹿胎。

梅花鹿身上最珍贵的当属鹿茸，汉
代医药著作曾记载鹿茸有“益气强志、
止痛安胎、久服轻身延年”的功效。现
代科学则进一步证明鹿茸中含有多种
微量元素。鹿茸的成长需要五到六个
月的时间。通过鹿茸的分叉数可以将
鹿茸分为二道杠和三道杠，因为二道杠
的营养更集中所以其质量也是最好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赵氏煮炸鹿茸的

场景还原了使鹿茸更加稳定便于储存
和食用的过程。赵氏煮炸鹿茸发迹于
光绪年间的赵喜东，如今赵氏煮炸鹿茸
已经传承到第四代，并于 2011 年被评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中所展
示的实物也都是老物件。

双阳区养鹿的历史非常悠久，雍正
初年，就曾有人捕获驯养，历经数年繁
衍成群，地点就在如今的盘古屯。这也
开启了双阳的人工驯养梅花鹿历史。
双阳所盛产的鹿茸，也成为晚清时期东
北闻名海内外的药房——“世一堂”的
重要药材原料。

鹿乡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双阳区和鹿乡镇的

梅花鹿产业得以发展。以十一届三中
全会为时间节点，国营五大鹿场的经营
模式逐渐向个体养鹿发展转变。1949
年县人民政府在长岭区陈家屯建立起
第一个国营鹿场，之后又分别建立了4
个国营鹿场，国营鹿场的诞生推动了双
阳区鹿产业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鹿乡镇的个体养鹿发展粗具规模，“一
万元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养鹿奔的
是七位数”成为鹿乡镇农户的生动写
照。养鹿大王刘长生就是其中的鲜明
代表。刚开始养鹿的刘长生困难重重，
历经数年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下了
数万余字的养鹿笔记，在自己养鹿的同
时还帮助不少乡亲共同致富。他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出了一个优秀共产
党员的带头作用。如今很多农户都已
经走向了致富的道路，镇里梅花鹿养殖
数量达到 14 万只，占双阳区的一半以
上。全镇社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63
亿元。

鹿出双阳
双阳梅花鹿是全世界人工培育的

第一个梅花鹿品种，驰名中外，是双阳
的骄傲。而且，双阳梅花鹿产业现在位
居全国各县（区）首位，是全国最大的鹿
产品集散地。

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副双阳梅花
鹿高产鹿茸，具有“梅花鹿单产量的世
界之最”之称，同时也成为中国双阳梅
花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采茸过程也
吸收了现代科技的成果。原来的“吊圈
采茸”即将鹿驱赶进吊圈，用绳子套住
鹿的后腰，将鹿后驱提起，抓住鹿头固
定，然后采茸。现在，参照现代手术流
程，采茸时先为鹿注射麻醉剂，待采茸
完成止血后，再注射清醒剂，一分钟左
右，鹿便清醒可以活动了。

鹿业辉煌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各级政府给

予了政策、发展规划、资金、技术等各个
方面的支持，带领双阳鹿业列车走上了
快速发展的高速路。

以前，梅花鹿被列为野生动物的时
候，饲养和经营需要办理很繁琐的相关
手续。自从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梅
花鹿被明确为特种畜禽之后，手续简化
让想养鹿的人更加便利的就可以参与
进来。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双阳区也
成立了鹿业协会、青年鹿业协会。这些
组织在双阳鹿业的发展中起着协调、促
进的作用。双阳鹿业随着双阳梅花鹿
的成功培育名气远扬，吸引了国内外大
量消费者来双阳购买鹿茸。双阳鹿业
的发展也逐渐向着深加工的方向迈进。

1995 年，双阳被授予“梅花鹿之
乡”的荣誉称号，这是全国首批百家特

产之乡中惟一的梅花鹿之乡。同年，双
阳区鹿业开发总公司生产的“双鹿”牌
鹿胎胶囊打入了国际市场，并且获得国
际博览会金奖。自此各大企业一同努
力，实现了生产现代化。从较为初级的
鹿茸酒、鹿血酒到深加工的口服液等，
涵括了梅花鹿初级原料、医药、保健食
品、护肤品、服饰、工艺品等6大类130
多个品种，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东南
亚各国及港、澳、台地区，深受消费者青
睐。

鹿程新篇
双阳梅花鹿的培育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中韩合作的中韩动物科研
院、鹿业研发中心等专门的梅花鹿科研
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同时，也引起了专
家学者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些
成果为双阳梅花鹿的生物学解读和鹿
产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科学基础。博物馆内还特地为双阳
梅花鹿产品销售设立了直播间，这也成
为“我为双阳代言”的最好诠释。

为了更好地展示鹿文化，让更多人
真切地感受到鹿乡镇作为“中国梅花鹿
第一乡”的魅力，现在的鹿乡镇生产与
文化齐头并进，深入加强鹿文化的旅游
资源开发，现在鹿乡有梅花鹿节、采茸
节、农民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具有代
表性的节庆活动。

站在鹿乡镇的规划沙盘前，我们看
到了鹿乡镇奋发朝阳的未来规划。鹿
乡镇凭借鹿产业踏上了一条科技之路、
腾飞之路，未来也将会秉承科技创新的
理念，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更加优质
的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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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身体分解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