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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

海兰江畔绘桃源
□ 吉林日报记者 栾哲 赵广欣 杨悦 邹鹏亮

走进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曾经的“贫
困村”已难觅踪影。

在这里，新农村气息扑面而来。一边
是古色古香的庭院、错落有致的瓦房，一边
是潮范儿十足的咖啡厅、精致典雅的博物
馆……朝鲜族传统特色和现代化元素相得
益彰，无处不在的蓬勃向上力量深深感染着
我们。

穿过色彩缤纷的风车长廊，拜谒中国朝
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吟诵石头上镌刻
的英雄诗篇，重温那段血与火的红色记忆。
当年，这位革命诗人，以诗为武器奔向远方，
踏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路。

这里还有100多年前由朝鲜族进步人士
在延边地区创办的以“学校”命名的新式民
族教育组织——明东学校，在延边地区近代
教育史和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发展史上有着
重要历史地位。

明东村得天独厚的朝鲜族文化、民俗和
地域优势，从第一书记韩宝宁驻村的第一天
起，就深深地打动了他。

5年来，韩宝宁与村干部一同规划的红
色旅游之路，圆了明东村百姓的致富之梦。

名人故居游、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旅
游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朝鲜
族教育第一村”名声越叫越响，曾经的“穷乡
僻壤”“废旧遗址”，成了“聚宝盆”。

“聚宝”不是目的，“脱贫只是万里长征
第一步，一定要让百姓有稳稳的幸福。”韩宝
宁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3年内建设21栋特
色民居，预计10年内可以为村集体增收210
万元。

因红色旅游“火”起来的明东村是龙井
市60余个行政村近几年发展的缩影。

地处延边州东南部，长白山东麓的龙井
市，于 2002 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36个，贫困人口
3745 名。18 年过去了，36 个贫困村出列、
3580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龙井市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教育之乡”
“歌舞之乡”“文化之乡”“足球之乡”的美
誉。尽管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但脱贫攻坚的
使命还远未完成，巩固提升依然任重道远。
对此，龙井市将巩固提升与乡村振兴紧密衔
接，抓好当前，顾及长远。

枝茂花红的生态脱贫样板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走进龙井市白金乡勇新村，绿色的生态

环境与舒适的人居环境相得益彰。“我们村
实际居住人口只有100多人，绝大部分年龄
都是60多岁，年龄最小的都已经56岁了，根
据这样的现状，我们决定重点发展对人力要
求相对较低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勇新村驻
村第一书记迟国庆说，希望通过旅游等项
目，将这里打造成“生态脱贫样板村”。

新修的路灯点亮了村庄，平坦的柏油路
连通了城市，新建的文化露营广场丰富了生
活，怡人的青山绿水和颇具特色的乡村博物
馆招来了游客。

在勇新村乡村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龙井市第一书记代言产品专区”，这里
展示的产品有300余种，“我们和龙井市的一
些重点企业合作，这样能带动我们村的庭院
经济，老百姓生产的辣椒面等一些基础原料
都将不愁销路，并避免了中间流通等环节。”
迟国庆说。

乡村博物馆内还展示了许多药酒，成了
吸引游客的“药引子”。迟国庆说：“这些药
酒主要结合了朝鲜族的饮食文化和酒文化，
是村民结合山上的一些中药材进行调配的，
是我们博物馆健康养生的一种特色。”

除此之外，经过木雕手工艺品和老式收
音机等物件点缀，乡村博物馆更显文化沉
淀。

勇新村已历尽百年沧桑，至今还保持着
传统健康的饮食和起居习惯，文化积淀十分
深厚。2019年启动乡村博物馆改造升级工
作。以乡村博物馆为依托，延伸发展建设文
化和旅游商品开发工作室、科普基地、特色
民宿等特色产业项目。推动村企合作，结合
乡村博物馆、旅游商品开发工作室、民俗风
味餐厅、乡村数字电影院等产业项目，联动
发展民俗观光、健康养生、民餐民宿、生态采
摘，全方位打造“绿色庭院经济+文旅融合产
业”的复合型产业链发展模式，用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绿色
发展理念。

“现在的日子太好了，过去舍不得花钱，
现在想吃啥就买啥，钱够花了。”在乡村博物
馆斜对面，74岁的全学云盘腿坐在自家院门
前，谈起现在的日子，乐得合不拢嘴。

清泉溪流环境优雅，村民敦厚善良和谐
相处，世代遵循朝鲜族传统“和”文化理念，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处处融合着淳厚
的“乡愁”味道。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勇新村
争取各项投资1100余万元用于加强村基础
设施建设。2019年，勇新村实现村集体经济
收入52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由
2015年的2766元增加到2019年的12292元，
村民的腰包渐渐鼓起来了，日子也越来越好
了。

“吃住行游购娱”样样不落

琵岩山顶，放眼东望，海兰江静静流淌，
江畔稻田飘香——好一派“海兰江畔稻花
香”的盛景。

七彩滑道、玻璃吊桥、悬崖秋千、高空滑
索……琵岩山风景区内，一个个新晋的“网
红”打卡地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往。

而在琵岩山脚下，琵岩山风景区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项目——龙井市琵岩山蝴蝶谷

生态园成为广大游客下山后的又一观光路
线。

百花丛中观蝶舞，采摘之路遇芳鲜。步
入生态园，仿佛进入了“小南国”，满室绽放
的花朵和飞翔嬉戏的蝴蝶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不仅有柑橘凤蝶、达摩凤蝶、红锯蛱蝶
等近20种蝴蝶供人观赏捕捉、制作标本，还
有梅花鹿、小松鼠与游客亲密接触，以及果
蔬采摘等游乐项目。

龙井市充分利用琵岩山的独特风光优
势，以“旅游+”“生态+”“扶贫+”模式，推进
农业与旅游扶贫产业深度融合。该项目为
2018 年东西协作重点项目，投入扶贫资金
2565.5 万元，其中宁波帮扶资金 2190 万元，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375.5万元。

项目建设大棚21栋，总建筑面积17461
平方米，室外道路共计27600平方米。每年
产生效益可带动智新镇476户702名贫困群
众实现稳定增收，确保贫困群众逐步致富。

地处海兰江畔的龙井山川秀美，生态良
好，景色宜人，物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75.8%，是我省东部一颗璀璨的明珠，堪称休
闲旅游的度假胜地。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龙井三大支柱产业
之一，发展速度突飞猛进。该市依托地域、
民俗、生态优势，打造红色、自驾、民俗、观
光、采摘、娱乐互动等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
路，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旅游接待
承载能力，有效改变了龙井产业项目同质化
的现状，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特色美食、特色民风、特色村貌，原生态
的自然美景，成为了当地的金字招牌。龙井
市整合专项扶贫资金1.3亿元，推出了琵岩
山风景区等 36 个乡村旅游脱贫项目；65 支
驻村工作队开发出农夫节、辣白菜节、松茸
采摘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全力打造美丽乡
村新样板。

2019 年，全市接待游客 320.16 万人次，
同比增长38%；旅游收入达到8.85亿元，同比
增长 36.15%，全域旅游已在龙井市铺展开
来。

数字化 精准脱贫的好帮手

“我们市长是这个微信群的群主，你看，
各个乡镇的负责人都在群里面。”龙井市扶
贫办副主任黄志全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他
们的扶贫工作群。

“像这样的微信群，我们在全市一共建
立了10个，都是由市长任群主，分别对应全
市总体工作，以及扶贫产业项目和7个乡镇
的具体工作，一方面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
报，确保政令畅通。另一方面交流经验做
法，对于各乡镇的典型经验，由市长审核后
在全市推广。”

数字化建设建立起来的信息交流、贫困
户信息比对共享等机制，成为龙井市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法宝。

在黄志全的演示下，我们看到，通过龙
井市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能随时掌握全市
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

基本概况、数据分析、帮扶力量、政策宣
传、帮扶成效、东西协作、行业扶贫、扶贫项
目、特色亮点、督查通报……在大数据平台
上划分出10个板块。

“市级和 7 个乡镇、65 个行政村脱贫攻
坚作战指挥室，配备了74台触摸式数据查询
设备，做到信息共享无死角。”黄志全介绍
说，残疾人是否都享受到了残疾人帮扶政
策？义务教育阶段是否还有学生辍学？危
房改造是否实现全覆盖？这样具体的问题
在平台上都会得到相应的答案。全市贫困
人口和脱贫人口的对象分布、致贫原因、脱
贫成效，乃至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生活条
件等情况一目了然，全面的数据分析为精准
脱贫提供详实统计数据，保证脱贫措施能够
精准到户。

传统文化与资源的积淀和整合，现代大
数据信息管理的精准和高效，龙井市的脱贫
攻坚战有章法、有创意，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龙井人
民正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
新龙井的目标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