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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
势者必有所成。

近年来，集安市认真贯
彻落实我省“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依托良好的生
态、文化资源和特色产业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形成
了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
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
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振兴
发展态势，对外知名度、美誉
度不断提升。

人参、冰葡萄酒等特产，
是集安人引以为傲的旅游“名
片”。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造就出全国唯一以地域
江河命名的葡萄产地——鸭
绿江河谷，并成为中国人参主
产区之一。

来到位于河谷腹地的鸭
江谷酒庄，300亩开阔的葡萄
园郁郁葱葱，风光旖旎。打造
多元化特色旅游，这里已成为
集优质酿酒葡萄种植、高端葡
萄酒加工与销售、葡萄酒酿造
技术研发、葡萄酒文化旅游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我们年产高中档‘北冰
红’冰葡萄酒 3万瓶。庄园内
还可以开展葡萄采摘、冰葡萄
酒品鉴、篝火晚会、野外露营
等多种特色娱乐活动。每年
一度的‘冰酒节’，吸引了国内
外众多游客前来品鉴观光。”
集安市鸭江谷酒庄有限公司
有关人员介绍说。

依托特产、旅游资源优

势，集安市以优质人参和鸭绿
江河谷山葡萄为支柱产业，在
增强地方产业实力的同时，为
旅游业提供农业观光、休闲体
验等配套服务，丰富旅游商
品，增加旅游收入。

不久前，总投资 2.4亿元
的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
群—化妆品人参精深加工产
业联合体项目完成施工，6条
化妆品生产线即将全面投入
生产。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着力打造集安人参化妆品
品牌，拓展人参产业链深度，
生产的化妆品利用人参的根、
茎叶、花、果等原料分别提炼
人参原液和人参精油，已研发
7个品牌580余款人参系类化
妆品，做到了人参全株开发。

益盛汉参产业园、清河
人参小镇、鸭绿江河谷山葡
萄产业带、特色水果观光采
摘园……如今，以项目打造乡
村旅游新引擎，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正不断壮大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释放旅游资源潜力。

2021 年，集安市人参精
深加工产值占人参加工产值
的 65%，精深加工产值达到
27.7亿元。山葡萄原酒加工
转化率达到85%，年产值达到
1.4亿元。清河人参交易市场
年交易额达到35亿元。

着力打响乡旅特色品牌，
集安市还打造一批集农业观
光、采摘、体验、度假于一体的

休闲农业示范点，拓展人参文
化体验游，开发人参产业园观
光游项目，打响新开河“国
参”、益盛“汉参”品牌知名度。

在提升乡旅精品线路上，
集安市建设多个集休闲、观
光、餐饮、体验等于一体的乡
村生态旅游点，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在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
乡村民宿特色鲜明，备受游客
青睐，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
的增长点。目前全村有各类
民宿 85户，其中农家乐 8户、
精品民宿 12间、写生大院 15
户、普通民宿50户。

“以前咱钱湾村的平房 2
万没人买。现在，几十万没人
卖。我们老两口一年就能挣
6 万多。”钱湾村“老姜农家
院”70 多岁的老板姜贵成高
兴又自豪。

住乡村民宿、吃当地特色
美食；春赏花、夏消暑、秋采
摘、冬赏雪……念起乡村旅游
这本“致富经”，钱湾村发展

“天地”广阔。
在钱湾村夹皮沟，发展乡

村旅游后，村里还大力发展水
果产业，修了路、发展了电商，
带领村民搞起了赏花节、采摘
节，开发了果干、果脯、水果煎
饼等产品。

如今，集安市“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创造的蝶
变，正逐渐描绘出一幅乡村振
兴的新美画卷。

集安市：

“特色产业+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 吉林日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近年来，扶余市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
力发展肉牛养殖、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等举措，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让农村美起来、农业强起
来、农民富起来。

支部引领有方向
走进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黏

豆包加工厂，只见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对豆包进行装袋、封箱。这个总投资
700 万元、村集体分红占比 60%、合
作社和入社社员占比 40%的黏豆包
加工厂投产1年多来，已在全国40个
城市设立实体销售代售网点，全年销
售黏豆包100多万公斤，让农民有了

更多的分红收入。
“村集体、合作社和农民共同经

营、成本分红”的运作模式，实现了村
集体富裕、村民腰包鼓起来。

近两年来，扶余市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决策部署和松原市委关于推行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要求，积极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逐步形成以点
带面、串点成线的新格局，着力打造
本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样板村。

扶余市切实发挥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专班作用，对样板村开展常
态化督查指导，帮助合作社做好建
章立制、成立机构、登记注册、规范
运营、按股分红等工作，确保合作社
规范组建、快速运营、稳步发展，确
保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经得起推
敲。同时，积极发挥党组织的资源
优势、政治优势，帮助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拓市场、树品牌、增效益，不
断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快
速发展。

养牛发家有盼头
“现在这个养牛项目非常好，比

种地挣的还多，一头母牛的草料和疫
苗花销在 5000元左右，产下一头小
母牛能赚 1万多元。”弓棚子镇双胜
村泽峰养殖种植合作社饲养员刘庭
志高兴地给记者算着养牛收益账。

从合作社建立之初，双胜村村党
支部书记马泽峰就下决心带领大家
干出个样儿来。在市里和镇里的大
力支持下，合作社除了社员自筹的一
部分资金外，凭借优惠的政策贷款，
购买回优质母牛后，就充分利用当地
玉米秸秆和花生秧多的资源优势，采
取白天放牧晚上添喂玉米面等精料
方式进行饲养。

“我入股3万元买了1头牛，一年
产下 1头牛犊，去掉成本能挣 1万元
左右。我现在非常愿意投资入股，也
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会有更大的收
益。”社员单广华说。

在扶余市，像双胜村这样靠养牛

强村富民的村子还有很多。这是扶
余市积极落实全省做大做强肉牛产
业发展系列决策部署，坚持走“基地
化建设、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路
线，着力发展肉牛产业的结果。到
2021年末，扶余市肉牛饲养量已达
到13.9万头，其中存栏7.8万头，出栏
6.1万头。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
肉牛存栏7.7万头，出栏2万头，存栏
50头以上肉牛养殖场达到74户。

为持续推进肉牛产业发展，扶余
市成立了肉牛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扶余市肉牛产业发展实
施方案》和《扶余市“十四五”期间做
大做强肉牛产业十四条政策措施》，
利用农牧民补助奖励资金，对 2021
年度新改（扩）建肉牛规模养殖场给
予支持，推动肉牛养殖大项目建设，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产业振兴有奔头
产业兴，乡村富。扶余市紧紧抓

住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农畜产品加

工、生态纸业、生产资料、建筑建材、
玻璃制品、商贸物流、旅游、新能源八
大产业集群，编制专项产业发展规
划，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积极落
实落细产业链“链长制”，加快推动陶
赖昭镇山鹰纸业“双百万”吨造纸制
浆项目、燕龙基城市矿产基地项目建
成投产，鼓励玻璃制品、建筑建材等
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支持鲁花、
丰硕达等企业扩大产能，推动四大肥
企开发生物肥、有机肥等项目，不断
拉长产业链条，加快形成各具特色的
百亿级、50亿级、十亿级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服务产业。加快推进
乡村特色旅游业发展，规划建设北江
旅游带，打造大金碑景区旅游精品
村、下岱吉水文化小镇和锡伯族民俗
文化产业园等节点项目；持续推进特
色小镇建设，加快打造陶赖昭红色小
镇、永平平安文化小镇。繁荣发展商
贸物流业，推进吉浙三井子杂粮杂豆
产业园一期投入运营，打造东北最大
的冷链仓储基地。

深入实施电商产业发展攻坚行
动。积极推动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
县建设，打造集公共服务、直播平台、
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按照改造一批、新建一批
的思路，将原有菜鸟物流网点升级成
为电子商务服务站，实现383个行政
村全覆盖。

扶余：村强民富产业兴
□ 吉林日报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

说起临江市邱家岗村，
来过这里的游客不免会想起
那色彩斑斓的百亩花田、肥
而不腻的生态山猪扣肉、别
具特色的主题民宿，还有那
令孩子们流连忘返的七彩滑
道……在这里，占地万余平方
米的生态园，正在以崭新的姿
态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

如今，邱家岗生态旅游中
心区建设已粗具规模，真正成
为临江市沿鸭绿江边境游的
节点景区，更是临江市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缩影。

早在 2012 年，临江市被
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临江市立足区位
资源优势，实施“一带双环”
发展战略，整合资源、优化布
局，全面谋划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产业带，做大做强区
域特色产业。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提质。临江市将特色
村屯纳入乡村休闲旅游度假
村建设之中。以政府为主
导，结合村民自治和招商引
资等，引进旅游开发公司参
与度假村的项目开发、管理
和经营，以建设“生态园中的
度假胜地”为亮点，对森林、
高山、河流等自然资源进行
合理开发利用，建设了龙头
山、邱家岗、老三队温泉旅游
等多元化综合性休闲旅游度
假区，打造省内外知名的乡
村旅游和户外娱乐中心。

绿色生态农业、休闲观
光农业、园艺化农业，构建具
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景
观。临江市围绕参、蛙、菌、
药、菜、牧、果七大特色产业，
结合4条农特产品经济带，重
点发展中药材、蔬菜、瓜果主
导产业，大力发展寒地草莓、
蓝莓等具有长白山特征的生
态效益型特色农业。在四道
沟镇坡口村，建设桃李、有机

稻米、沙棘果、蓝莓、大榛子、
猕猴桃6个绿色示范基地，每
年七八月进入采摘期，省内
外游客齐聚坡口，体验鸭绿
江畔生态采摘带来的别样乐
趣。

“一村一品”“多村一品”
“一镇一业”“多镇一业”，各
扬其长、各美其美。持续完
善六道沟龙岗坚果基地、桦
树西南岔中药材基地等14个
农业产业千亩示范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无公害食品
生产基地 27个、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 4个。基地总面积达
3.5 万 亩 ，食 品 年 产 量 6 万
吨。人参留存300万平方米、
果树 1.65万亩、林下参 3.4万
亩。

特色文化、民俗文化、红
色教育、田园文化、古朴风
情，合力建设重点示范村。
闻名遐迩的松岭雪村，是中
国传统村落，冬观雪景、春赏
李花，受到了大量游客及摄
影爱好者的青睐。如今，雪
村开办家庭旅馆 75家，在旅
游旺季，日接待游客达 5000
人次。

“10 年前开始接待一些
慕名来这里采风的摄影人，
如今仅家庭旅馆这一块，一
年就有 2万多元收入。”松岭
村民孙兴新高兴地说。天南
海北的游客让村里人找到了
致富的金钥匙，如今村里建
了接待中心，成立了旅游公
司，村子还挂上了摄影家协
会拍摄基地的牌子，连自家
的家庭旅馆都可以通过微信
预订了，旅游服务业越来越
有奔头。

培育民俗文化品牌，推
动 休 闲 农 业 、乡 村 旅 游 发
展。临江市每年择期举办高
山草莓节、桃李节、朝鲜族民
俗节、鸭绿江旅游节，冬泳比
赛、农民书画、艺术灯展等精

彩纷呈，令游客流连忘返。
现如今，临江市建有桦

树镇西大川高山草莓、大栗
子望江村葡萄等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 7个，松岭雪村、老三
队温泉度假村、苇沙河白马
浪渔村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村 12个，四道沟仙人
游等休闲旅游度假山庄 15
个，休闲农业家庭农场70个，
农家乐家庭旅馆 200 余家。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直接从
业人员近 1.3万人，休闲旅游
农业已成为临江市农村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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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在履行征收工作过程中，有下
列房屋登记所有权人的房屋由
相应买受人携带房屋产权证及
房屋买卖协议来办理征收补偿
事宜。为了保证房屋登记所有
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我中心
通知下列房屋登记所有权人在
30 日内来我中心协助无争议
买受人办理征收补偿事宜；如
房屋登记所有权人对买卖协议
有争议，请在30日内向我中心
提出，如未在通知时间内提出
异议，我中心将视下列房屋登
记所有权人对其房屋买卖事宜
无异议，我中心将与买受人签
订征收补偿协议。

产权证姓名：孙文林，产权
证号：辉朝字第 0019542 号。
房屋原地址：朝阳镇兴工街十
委三组。签署协议人：王成富。
特此通知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遗失声明

吉林省东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辽源分公司 法人：孙晓东
法 人 章 （ 编 号
2204091207547）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东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 司 辽 源 分 公 司 编 号
2204091207607 财务专用章丢
失，特此声明。

声明
张占冬遗失十里堡村后八

里屯住宅房屋征收安置梯价补
偿协议（编号HF25）房屋建筑
面积为67.95平方米，证照登记
面积为63平方米，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