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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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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初秋，天高气爽，在
这收获的季节里，溢香园生态
园里采摘正忙。走进生态园，
果香飘满整个果园，来到果园
的游客撑袋装果，体验着劳动
的快乐，感受着收获的喜悦。

溢香园生态园位于梨树
县霍家店村，占地15公项，共
有 种 植 大 棚 18 个 ，总 投 资
1000 万元，其中丹东 99 牛奶
草莓大棚8个，大连美早大樱
桃大棚 10 个，有引进的蜜汁
葡萄700亩，各种大樱桃40余
种。园内的立体隔离种植技
术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采

用立体种植的采摘场所。园
内温室大棚和室外的大樱桃，
绿色天然无公害，一年四季都
可以进行采摘。

今年以来，溢香园生态园
依托旁边的游乐场，打造更为
多元化的“摘果+旅游”方式，
让有着户外休闲属性的水果
采摘游更加休闲。

游客唐先生在这个周末
带着孩子约了两家朋友一起
来到梨树巴厘岛游乐场游玩
后，他们走进果园，看着孩子
摘着果树上红彤彤的果实时，
他表示：“果园环境比以前好

了许多，心情自然也好。”
深耕产业，兴果富民。溢

香园生态园充分利用独特的
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水果种植
采摘特色产业，用乡村旅游描
绘着乡村振兴的大美蓝图。
近年来，四平市文旅部门积极
培育企业发展，会同各级政府
文旅部门对标《乡村旅游经营
单位服务质量等级评定标
准》。在工作中，他们对企业
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
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提档
升级，力争 2022 年提升为 2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土地孕育着新希望，如
今，生态园的大棚也托起了大
家的致富梦，放眼望去，溢香
园生态园成片整齐的大棚非
常壮观。“作为一种新的生态
旅游方式，我们将抓质量、推
新品、做配套，乡村采摘正在
从单纯的瓜果蔬菜采摘变成
融入吃、喝、玩、乐、购等旅游
元素为一体的采摘体验旅
游。”溢香园负责人王晰莹告
诉记者，今年将继续丰富采摘
品种，延长可采期，打造梨树
第一采摘园，为乡村振兴助
力。

溢香园生态园带热“乡村游”
□ 张宪双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日前，坐落在
海龙湖畔的梅河口市旅游健康驿站迎来首批
入住的长春游客，舒适幽雅、设施齐全的住宿
环境令游客赞不绝口。

近两年，梅河口市委、市政府把文化旅游
业作为全市重点产业进行培育打造，着力做好

“无中生有”文章，海龙湖、东北不夜城、梅小野
星光花海、知北村，一个又一个景观景点“横空
出世”，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特色景观，使这座中
等城市充满了生机活力。同时，积极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
市品位，被评为“最美中国旅游城市”，带动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面对游客激增，一房难求的新情况，梅河
口市充分盘活利用当地优质的医养健康产业
资源，将其改造为旅游健康驿站。建设者仅用
7天时间，就完成了200余间客房的改造，以最
快的速度满足广大游客来梅旅游住宿的需
求。这座驿站也成为省内首家以康养旅游+
医疗旅游为特色的酒店。

梅河口市旅游健康驿站坐落在风景秀丽
的AAAA级旅游景区海龙湖畔，距离东北不夜
城、知北村、梅小野星光花海、现代服务示范区
等景区景点仅2公里。驿站建筑面积1.7万平
方米，共有 200 余间客房，设有标准间、大床
房、家庭房、套间等房型，早餐厅、儿童游艺区，
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环境幽雅，干净卫生。

8月22日19点，首批76名从长春而来的
游客入住旅游健康驿站。酒店干净优美的环
境，周到的服务，让前来入住的游客特别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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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农商银行“一对一”为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去年

以来，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2项，真正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图为银行党群工作部深入

板石镇走访困难户。 李广友/摄

本报讯 马延峰 朱明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为贯彻落
实吉浙对口合作工作座谈
会和省政府指示精神，加快
打造吉浙对口合作“升级
版”，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上台阶，加快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见实效，8
月26日，由省乡村振兴局组
织的全省乡村振兴干部能
力素质提升专题示范培训
班开班。这是我省首次组
织村干部到域外开展乡村

振兴专题学习观摩和能力
素质培训。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韩
阳在开班讲话中强调，要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充分认识做好乡村振兴干
部培训工作的重要性紧迫
性。通过实地考察、现场教
学、集中研讨，学习浙江地
区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方面的先进理念，提
升站位高度、视野广度和思
考深度，增强做好各项工作
的能力水平，更好担负起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职 责 使
命。要聚焦重点工作，针对
性提升能力素质。聚焦脱
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聚焦
乡村建设行动和千村示范
创建、聚焦完善乡村治理体
系来深入思考、联系实际、
看到差距、学到经验，把我
们当前正在开展的重点工
作与浙江乡村的有效做法
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增强
对自身工作的针对性、指导
性、实效性。要注重学以致

用，进一步增强培训实效。
边学边思考，边学习边谋
划，边学习边创新，通过深
入学习思考讨论结合自身
实际，以千村示范工作为抓
手，推动我省的乡村建设行
动，谋划打造自身县域和村
庄全域美，创新举措，借力
打力，发展具有吉林特色的
美丽乡村。

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张云阶主持开班仪式。全
省“千村示范”创建优秀村
党组织书记，各级乡村振兴
部门干部共 45 人将赴浙江
参加为期7天的培训。

全省乡村振兴干部能力素质
提 升 示 范 培 训 班 开 班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8 月 27 日下午，第二十一
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
博览（交易）会闭幕。本届农
博会观展人数达到 68 万人
次 ，线 上 观 展 点 击 量 近
5000 万人次。据不完全统
计 ，展 会 期 间 达 成 经 贸 合
作项目 22 项，意向性签约
金 额 约 175.65 亿 元 ，现 场
交易额 3.3 亿元，展会知名
度、美誉度、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尽
管受疫情影响给招商办展带
来困难，但仍有近 1500 余家
本省及国内一些地区名优特

色农产品企业参展。展会期
间，全省各市（州）、长春各县
（市、区）及开发区集中展示
了现代农业建设成果，吸引
了多家“吉字号”品牌企业参
展参会；四川、辽宁、黑龙江、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应邀参
展；供销特色展“832平台”农
产品专区共组织全国60家企
业、40余类、1200余种产品进
行集中展示展销。

展会期间，成功举办了
百户企业进吉林、供销特色
金 牌 农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会 、

“832 平台”系列农副产品推
广、长春市农业招商引资及
名优农产品推介会等 5 场大

型推介洽谈活动。德惠农民
节、“吉林巧姐”大赛、农民趣
味运动会等活动精彩纷呈、

“农”味十足，展现了健康向
上的农民新面貌。

本届农博会集中展示了
省内外40多家农资企业和农
业科研单位的80余个农作物
优良品种。“吉农云”“吉农
码”“智慧农场”“农博一屏通
览”等数字化平台展示了现
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力提
升的重要作用。来自 232 个
厂家的 5.6 万台农机装备系
列展示了全程机械化、黑土
地保护、智慧农业等三大惠
农机械。聚焦“千万头肉牛

产业”战略布局，围绕打造肉
牛、生猪、肉鸡、梅花鹿等十
大产业集群，组织了 3500 余
头（只）特 色 畜 禽 品 种 展
览。人居环境展的农村新
居、环保住房、生活污水处
理等建设模式，为加快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蓝本
和参考。

据悉，本届农博会闭幕
后，长春农博园室外展区将
于 8 月 31 日起继续向广大
农民和市民开放至 10 月中
旬。同时，长春农博园还将
继续举办第十三届吉林冬
季农业博览会，会期 20 天左
右。

第二十一届长春农博会闭幕
观展人数68万人次 现场交易额达3.3亿元

本报讯 丁晓云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为促进种业科技
自主创新，加快优良品种推
广应用，助力实现我省“千
亿斤粮食”目标，8月26日，
省农业农村厅在松原市举
办吉林省常规稻新品种展
示示范培训班，以现场观摩
的形式，让农民看禾选种，
让管理部门看禾推种，让种
业企业看禾销种。

今年，我省设置省级新
品种展示评价基地10个、面
积 1070 余亩，安排玉米、水
稻、大豆等展示评价品种
756个次。在松粮集团北稻
硅谷种业实验基地、松粮种

业北方粳稻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心项目、红光农场
千米条田展示基地及种子
试验基地，集中展示了吉粳
830、长白 21、松粮 15、松粮
869 等 35 个自主选育品种，
以及F2代展开材料100份、
株行株系材料5000余份、稳
定品系127份。

据介绍，此次新品种展
示示范采取不同的栽培技
术和水肥管理模式，突出品
种增产潜力和配套技术模
式的有机结合，为选育者科
技创新、生产者繁育制种、
经营者科学营销、使用者合
理选择提供借鉴。

我省开展常规稻新品种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