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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桦甸市坚持发
展扶贫产业，累计存续产业
项目 49 个，有效形成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扶贫产业体
系，为当地加快乡村振兴发
展奠定重要的产业基础。

盛夏，走进桦甸市平安
吉元同心有机食用菌扶贫
产业基地大棚，看到一排排
菌棒有序摆放在地上，黑木
耳纷纷从菌袋四周的小孔
中探出头来布满菌棒，长势
喜人。

据介绍，2020 年初，桦
甸市积极协调吉元土产与
曾经的省级贫困村桦郊乡
平安村进行产业对接，建设
平安吉元同心有机食用菌
扶贫产业基地。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
基地带动当地农户及困难
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每年
生产香菇、元蘑、滑子蘑等
菌菇类产品 10 余吨，木耳
200 余吨，实现人均增收
3000元左右。

在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过程中，桦甸市当年迈出关
键一步——盘活各乡镇特
色优势，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几年间，各乡镇村屯集
体经济项目遍地开花，让村
民尝到了甜头：金沙镇整合
6个村资源，成立桦甸市榛
果兴农业合作社，集中流转
土地、集中规范化管理，通
过“党建+合作社+农户”模
式，发展千亩榛园产业示范
区 ，栽 植 大 榛 子 5 万 棵 ，

2021 年实现收益 3.4 万元，
2022年预计收益8万元；夹
皮沟镇锦山村探索“三联驱
动”工作法，通过土地流转、
村企联建、损毁土地恢复，
打造2.4公顷标准化采摘示
范园，种植苹果、黄桃等经
济类果树 3660 棵，带动村
民 115 户，占全村总户数
30%，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
收入3万元。

助力扶贫产业发展，桦
甸市在销售渠道上下足了
功夫：设立市级官方旗舰店
电商平台，开展第一书记扶
贫产品代言活动，在域内及
吉林、长春成立3家消费扶
贫展销中心……累计销售
扶贫产品 5000 余万元，实
现利润700余万元，受益贫
困户 2400 多户，户均增收
3000余元。

一项项扶贫产业风生
水起，加速助推当地乡村振
兴发展。光伏发电、有机食
品加工、食用菌种植加工、
肉牛养殖加工、生猪养殖加
工、家禽养殖、果树栽植加
工等 7 个重点扶贫产业集
群正在形成后续长期效
应。据统计，2021年，49个
扶贫产业项目共计实现收
益756.46万元，比上一年度
增加127.39万元，同比增长
20%；当年收益用于脱贫人
口分红及奖励补助 602.86
万 元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加
184.0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4%。

桦甸扶贫产业有效拉动乡村振兴
□ 王天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夏木繁荫，登上吉林第一高峰
南楼山一览群山百态，远眺百里之
外；绿野仙踪，深入红石国家森林
公园山野密境，感受山涧清源淙淙
径流；依山傍水，前往白山湖、红石
湖、松花湖，见“三湖联珠”烟渺万
里层云，体验四季垂钓之乐和湖珍
美味……

她是林海、是水乡、是游园、是
矿都，松花江水系环绕，原始森林
繁茂，四面青山巍峨，林间蛙鸣清
幽，水岸鸟语花香。她，就是大美
桦甸。

近年来，桦甸市坚定不移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之路，着力构建“1321”产业体系，强
化招商引资，项目拉动，在 6521 平
方公里大地上绘制了一幅生生不
息的生态画卷。

生态禀赋
绿水青山孕育文化之魂

8月，辉发水韵、白桦掩映。桦
甸满城尽待下旬“白桦之约”第 17
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启幕。今年将
重点推出长白山下最美驿站风景
线、湖辉乡村振兴风景线、“一江三
湖”自然山水风景线 3 条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将桦甸秀美的山水风光
和历史人文有机结合，为游客提供

“宿在民居、乐在林间、游在山水”
的极致体验。

处巍巍长白山北麓，居浩浩
松花江上游。桦甸，一座集“森
林旅游资源、水域旅游资源、历
史文化旅游资源”于一体的生态
型旅游城市，传承了深厚的历史
文化。

她是一座森林氧吧，森林旅
游资源富足。有 50 多种珍贵树
种，400 多种野生植物，森林覆盖
率 66.13%,占幅员面积的 70.7%，
被评为“省级绿化标准县”和“省
级森林城市”。她还是闻名中外
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
鹿茸主要产地，是吉林省内唯一
拥有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肇
大鸡山国家森林公园和红石国
家森林公园的县级城市。

她是一座水乡名城，水能资
源东北之最。松花江、辉发河两
大水系连接 251 条中小河流，其
中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三湖
联珠”。白山湖被誉为“长白山
下第一湖”，红石湖为国内最大、
独具特色的雾凇景观带，松花湖
作为我省最大的人工湖。

她是一座文化古城，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这里有因乾隆巡
游驻跸而得名的寿山仙人洞,有
唐代渤海国苏密古城遗址，有杨
靖宇将军战迹地、蒿子湖密营、
柳树河子等红色革命旧址 70 处、
战迹地遗址 28 处，积淀了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

生态惠民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近年来，桦甸市坚持生态文
明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推
进，生态冰雪旅游和避暑休闲旅
游双线发展，以肇大鸡山和红石
两座国家森林自然公园 5A 级景
区创建为引领，推动长白山下最
美驿站风景线、乡村振兴风景线、

“一江三湖”自然山水风景线三线
驱动，实现农、林、牧、渔、文、旅六
业提升。

强化项目带动。桦甸市大力
推动森林慢谷、枫雪部落、名峰生
态度假村等重点项目提档升级，加
快华宇五星级酒店等配套项目建
设，平安滑雪度假区、苏密白桦文
旅综合体、莲花山温泉康养小镇、
肇大鸡山森林公园户外极限运动
基地等文旅项目纷纷签约落地。

发展生态经济。桦甸市依托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以“金
牛牧业”为龙头引领，做强做优畜
牧业，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全国
最大的永盛肉牛交易市场建成开
市，吉农桦牛科技研发中心揭牌成
立，二道甸子镇获批国家级肉牛农
业产业强镇，桦甸肉牛产业园获批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截至 6
月末，桦甸肉牛饲养量达 19.73 万

头，带动 15342 户农户养牛，“桦甸
黄牛”成为一张闪亮的新名片。

五年来，在文旅产业拉动下，
桦甸各业态整体跃升：医药健康、
森林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
产业壮大发展，实现产值 88 亿元，
税收占比达到57%，改变了矿产业
一业独大的经济结构。

生态治理
发展与守护同行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新发展阶段的目标
和方向。”桦甸市大力实施生态兴
市战略，做好绿色、低碳、增值三篇
文章。

改革创新，构建绿色发展体制
机制。做好绿色文章，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蓝天、碧水、
青山、黑土地保卫战，健全以河长
制、湖长制、林长制为重点的全要
素全领域监管格局。做好低碳文
章，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目标。做好增值文章。充
分挖掘绿色生态资源和品牌价
值，以产业化利用、价值化补偿、
市场化交易为重点，持续深入开展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探索与实践。

集中整治，推动“蓝天碧水”工
程见实效。桦甸市加强环境综合

治理，秸秆网格化监管及综合利用
机制不断夯实，秸秆违规露天焚烧
行 为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 2021 年 ，
PM2.5 首次降到 30 微克/立方米，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3.9%。辖
区内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动态保持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100%；集中整治“七边”环境卫
生问题点位 160 万个，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优化提升，创建城市品牌上新
阶。桦甸市坚持“一六百千”工程，
打造内河环辉发湖生态绿带和重
要国省县道的 6 条特色大道，新增
绿化面积 34.44 万平方米，完成道
路绿化、改造提升 2515.6 公里，绿
化江河 705.04 公里。镇区村屯实
现了“精品示范、全域提升”的目
标。荣获“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游
名城”“首批中国最佳品质旅游胜
地”“首批 10 条全国特色森林旅游
路线”等美誉，被 11 个省市确定为
摄影家创作基地。

桦林成海织锦绣，甸野藏金流
芳华。

桦甸将始终秉承“生态旅游新
城”的发展定位，持续做好文化旅
游产业“有中生新、无中生有”两篇
文章，努力走出一条山水与文脉竞
秀、传承与创新同进、优势与活力
共升的振兴发展之路。

桦甸加快“生态旅游新城”建设
□ 王天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