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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态立市、产业强市、特色兴市，白山市江
源区以“一谷一城”建设为契机，立足长白山立体资
源宝库优势，实施政策资金引导，今年财政列支900
万元，对农业结构调整经营主体进行奖补，着力打造
长白山特色资源仿生繁养产业群。

大力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根据白山市委、市政府关于“一谷一城”工作要
求，江源区制定出台了《白山市江源区建设“一谷一
城”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振兴的实施意见》，围绕“三河
两线一水源”重点区域进行调整，确定了在重点区域
内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无论面积大小每亩补贴200
元，在重点区域外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50亩以上根
据不同品种给予每亩300元不等补贴。文件明确了
生物有机肥补贴、“三品一标”认定的补贴。通过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在村显著位置悬挂横幅标语，宣传
推进“一谷一城”的政策和重要意义。逐块逐户进行
研究落实。目前已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2.2万亩，
新增特色经济作物 1.68 万亩，主要品种有蓝莓、草
莓、沙棘等小浆果，苏子、党参、人参、还魂草等中药
材，黑木耳、榆黄蘑等食用菌，苏子、向日葵等特色经
济作物。

同时，以“一谷一城”建设为契机，打造一系列有
特色的绿色基地：以西川村为重点，打造“西川里”综
合休闲度假旅游项目，整合各方面资源，盘活存量，
有效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和西川水库的现有资源，有
机整合，综合打造集观光农业、休闲采摘、户外写生、
综合培训、民宿接待、食品加工等于一体的综合休闲

度假旅游项目。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300余亩，累
计投资100余万元，项目已完成前期各项论证，前期
征地工作、土地平整已完成，已种植马铃薯120亩，
紫白菜、紫甘蓝正在栽种中。去年落户西川村的中
草药种植项目目前已完成了一期的土地平整和苗木
栽种，主要种植还魂草 400 余亩，二期计划拓展到
1000亩。去年开工的宝山村中草药种植基地已种植
还魂草200亩，党参140亩，培育红松苗195万株，计
划今年扩展到500亩。众品源农业有限公司与利民
村村委会达成合作，流转耕地540亩种植甜玉米，位
置在华能电厂西侧和后侧 300 亩，利民村五社 240
亩，众品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先停止使用化学肥
料，购买有机农肥（牛粪）5000立方米，已投放到耕地
中进行土壤改良，减少农药化肥残留成分。并调节
PH值，将土壤调节到利于植物生长的状态。协力村
12亩果蔬采摘园基地，位于协力村五社前台子10栋
闲置大棚，目前已种植苹果树500棵、桃树400棵、李
子树300棵、葡萄300棵、大樱桃400棵、杏树20棵、
石榴50棵、无花果50棵，并利用种植果树下面的耕
地空间种植各类无公害蔬菜，打造绿色种植采摘基
地。后葫芦村种植百合515亩、棒槌砬子村红小豆
种植56亩、小东岔村党参、百合种植133亩、大阳岔
村紫苏、红小豆种植53亩。

农药化肥“双减半”成效突出

开展农药化肥监管工作，江源区各村都设立了
农药化肥监管员，建立了农药化肥使用台账。督导
农资经营者对农药、化肥销售和使用建立登记制和

实名制，坚决杜绝国家禁用的 42 种农药在全区出
现，并加大对25种限用农药监管力度，对全区省级
农业管理部门发证的8家限用农药经营门店进行常
态化监督指导，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杜绝无证经营等
违法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农资生
产经营秩序，以户为单位进行建档备案，做到进出有
登记、使用有记录、农药瓶全部回收。农药施用量比
去年减少了 52.68%，化肥施用量比去年减少了
51.05%。

此外，充分利用宣传手段加以宣传发动。在全
区人多密集区和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店门前悬挂
宣传条幅和发放宣传单。通过微信、网络等宣传平
台及时将全区农业绿色发展新政策、新动态及宣传
出去，让农民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农业绿色发展新政
策。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小组会议广泛宣传政
策，确保各种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
一系列宣传，在全区营造了农业绿色发展良好氛
围。

传导压力，层层落实任务

江源区根据市里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将总任
务层层分解到各镇街。为激发区域内农民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的积极主动性，出台文件，进村入户指导各
镇街宣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方向。为形成
规模性特色作物种植，协调推进农民土地集体流转，
统一由村委会经营管理事宜。目前已流转土地3000
余亩，主要品种为苏子、沙棘、蓝莓、窝瓜、紫白菜、紫
薯、返魂草、百合、水果玉米等。

结合现阶段情况，江源区将进一步鼓励农民发
展长白山食品、药品繁养种植，打造长白山特色小浆
果集散中心、长白山特色山野菜集散中心，以种植业
结构调整为开端，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
大力发展全区的棚膜经济，目前有温室1270栋，利
用率约为百分之七十，区农业局计划对全区温室进
行整体规划、设计，争取统一的种植方式将长白山山
野菜或长白山小浆果引入到温室中，形成产业集群，
使耕地、林地、温室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培育壮
大软枣猕猴桃成熟的种植模式及长白山特色小浆果
种植优势，带动农民发展庭院经济，按照“庭变院、院
变园、园变社、社升企”的建设思路，扶持一批有潜力
的农户，培育一批新型经营主体。鼓励社会工商资
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
体加入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鼓励村集中流转土
地、林地，将资产变股份。积极和社会资本对接，组
建公司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向长白山特色种植方向
延伸。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建设农产品质量监测中
心，提高食品特别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农
产品竞争力，保障社会公众的健康，为“一谷一城”建
设增添保驾护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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