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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奏响“一谷一城”幸福曲
——浑江区三道沟镇二道沟村发展北五味子纪实

□ 王力立 赵孝方 本报记者 郭小宇

金秋九月，硕果累累。
走进白山市浑江区三道

沟镇二道沟村，映入眼帘的
是满眼的北五味子，红彤彤
的北五味子点缀在绿叶间，
分外显眼。

在“一谷一城”的建设
中，二道沟人以北五味子种
植为发展之“矛”，走出一条
富村裕民之路。

五味俱全的幸福山村

二道沟村辖两个村民小
组，103 户 307 人。在全面推
进“一谷一城”的铿锵建设过
程中，全村 1100 亩耕地全部
种植了北五味子，土地种植
五味子的饱和度100%。本村
的土地不够用，有村民到外
村寻租土地种植北五味子。
三年下来，二道沟村北五味
子销售收入 2000 万元左右，
人均 6 万余元，富了一方百
姓。

富起来的二道沟村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几乎家家都
盖起了新房，涌现出了多个

“美丽庭院”和“干净人家”。
他们积极实践绿色生态理
论，投资近千万元，不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如今的二道
沟村是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标兵村、省美丽库区移民
村、省“百村引领、千村示范”
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由50余名村民自发成立
的二道沟村秧歌队在市区内
都小有名气，先后承接了白
山中天冰雪旅游节、白山市
民文化节等演出任务。中央
广播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
组专程录播过二道沟村，著
名摄影家王文斓“浑江印象”
摄影也专程到二道沟村采
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乡村振兴二十字战略方
针，在二道沟村得到了有效
实践。

富起来的二道沟村人，

按捺不住即将丰收的喜悦，
脸上也是红彤彤的，仿佛饮
了陈年的佳酿。北五味子种
植，成就了二道沟村首富村
的光荣称号。

五味杂陈的发展步履

二道沟村因穷而变、又
因富而进。凡是二道沟人，
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一个组
织、说到一个人——二道沟
村党支部和省级劳模、二道
沟村党支部书记王祥。

原来的二道沟村人均
1.7亩薄地，种植玉米大豆只
能解决温饱问题，村民出行、
上学、就医都是大难题。被
二道沟村村民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的王祥，针对全村人多
地少的现状，考虑发展高附
加值的经济项目，他瞄上了
北五味子项目。计划一提
出，许多人都半信半疑。“五
味子都是在山上长的，地里
能种出来吗？”党员大会上，
王祥力排众议，“走，咱们去
看看别的地方是咋种的，别
人能种，咱们为啥不能种？”
说走就走，他带领村民坐船
沿鸭绿江直达集安青石五味
子种植基地去考察。

针对种植五味子，一年
育苗期没收入的问题，王祥
为村民算了一笔账，“种玉
米，也就卖个块八毛一斤，除
去种子、化肥、农药，一年也
就收入三四千元。咱们地
少，一年能挣一万元算是好
的了。种五味子，打上桩子
拉上铁线，头一年育苗，第二
年结好了就能有千斤，第三
四年进入盛果期，好的能有
1500 到 3000 斤，一年咋也比
种玉米强。而且种上了就是
管理的事，比种大田轻松。”
第一年，村民种五味子的并
不多，王祥就带领党员开始
种植，还专门划出了五味子
种植“保护区”，防止玉米农
药危害。典型慢慢发挥了作

用，最终形成了“滚雪球”效
应。

在“一谷一城”建设中，
二道沟村坚决秉承生态环
保理念，效益面前，村民更
看 重 的 是 自 己 的 长 远 利
益。施肥使用有机肥和农
家肥。通过逐渐改良耕地
土壤结构，活化土壤养分，
改善植物营养环境，努力提
高五味子质量。

五味和调的发展期望

和调适宜，最为难事。
干群和调，日有长久。

村民们富裕起来了，脸
上露出的笑容，让二道沟村
领导班子更有干劲。考虑到
五味子市场价格不稳定，村
民土地有限，不能局限于五
味子种植，必须利用好村里
自然条件，发展二道沟村，建
设二道沟村。

经济富裕了，思想上更
要追求境界。二道沟村如
今大力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大力宣扬、发动百姓兴办农
家乐，形成产业规模，冬捕
江鱼、河鱼、放爬犁。夏有
垂钓、采摘山野菜等系列农
家风味特色的产业机构，依
靠现有的山水做文章，招揽
大批游客，让其享受农家特
有的风味及情趣，为游客提
供 家 庭 全 日 游 ，河 边 烧 烤
带，鸭绿江风景游，登山观
望抗联遗址等系列旅游项
目，发挥二道沟村独有的地
理优势。打造宣传开发于
一 体 的 产 业 规 模 ，挖 掘 潜
力、利用优势、提供一条龙
服务，吃、住、玩、赏尽收眼
底，亲自体验独一无二的感
受。

如今在二道沟村徜徉
在新修建的水上长廊，带来
别样的旅游体验，蓝天白云
下，清洁的街路两边盛开的
鲜花，正张开手臂欢迎各地
游客的到来。

游客体验采摘乐趣

工人收获五味子五味子

采购商现场验货 外地客商装车忙外地客商装车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