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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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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庭院就是一处风景，
家家户户便串起了美丽乡村。
集安市以建设中国最美边境城
市为主线，按照“九有六无”为
标准，加快推进示范村创建工
作，如诗画、忆乡愁式的美丽乡
村近在眼前，群众美好生活的
愿景正徐徐展开。

开展创建，规划先行。基
于这一认识，集安市科学合理
规划村庄发展，分类编制用好
村庄规划，加快推进各类规划
在村级层面“多规合一”。将
2021 年 11 个示范村和 2022 年
17 个示范村全部纳入当年的
村庄规划编制范围。聘请东北
师范大学地理科学研究院设
计团队编制《集安市重点村规
划——村庄发展方向指引》；委
托中铁二十局对精品村人居环
境提升工程进行具体效果设
计；与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

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制定《集安
市重点村视觉形象系统——行
政村品牌视觉形象标志方案与
设计思路》。截至目前，下套
村、黄柏村、下解放村、太平村、
永泉村、凉水村 6 个精品村屯
完成了各类规划设计。

整合力量强基础。秉持
“多个入口、一个出口”和“一个
漏斗向下”的原则，全面整合财
政、乡村振兴、发改、农业、移
民、水利、环保等各类涉农资
金，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示范村创建，最大限度地
放大资金效用。大力实施道
路、饮水、堤防等基础设施项
目，与中铁集团以EPC 模式合
作实施集安市村镇人居环境提
升工程，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大
幅改善。在边境示范村新建和
改造村内道路、围墙、边沟、入
户门、庭院环境、景观绿化美化、

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工程。
多措并举美庭院。采取农

户出资出劳的方式投入 20%，
市 政 府 补 贴 30% ，镇 村 投 入
50%的方式，由镇村统筹协调，
设计团队高标准设计、施工公
司具体施工，对下解放村、太平
村、永泉村、凉水村4个精品村
533户庭院进行工程化高标准
打造。同时，对农户有意愿并
具备区位优势的，按照本村的
自然禀赋，打造独具特色的乡
村民宿。积极向国家争取农村
污水治理专项资金 8338.31 万
元，建设13个村的13座集中污
水处理设施、62 座污水暂存
池、1365 套日处理 300 立分散
式污水处理。项目的实施，有
效地改善了区域环境，提升了
环境质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
品质。

乡村洁美变景区。以示范

村创建为契机，围绕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建设，将示范村旅
游资源与鸭绿江河谷带景区、
人参和葡萄等特色产业、朝鲜
族风俗特色元素相结合，以点
连线、扩线成面带动发展的方
式，打造“鸭绿江畔，最美边境”
全新文化品牌。下套村定位

“天幕峰”，打造集农耕、研学教
育为一体的体验式乡村旅游品
牌；黄柏村定位“葡韵小镇”，依
托葡萄产业，打造高端乡村旅
游；下解放村定位为“抗美援朝
友谊村”，依托国门景区、城市
结合部，打造红色旅游，建设红
色民宿 150 家；永泉村和凉水
村定位为“朝族风情”，依托永
泉村寨、朝鲜族民俗街，打造朝
鲜族文化乡村旅游；太平村定
位为“康乐太平、生态养生地”，
打造集安西出口乡村旅游服务
区。

关东“小江南”乡村美如画
——集安市高质量推进“千村示范”创建工作

□ 丁宏伟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孙 翠 翠 报
道 近日，中国农学会在
2022 中国农业农村科技
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现
代农业发展论坛上正式
发布35项“2022中国农业
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
新装备”，由省农业科学
院、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选育的
矮秆耐密宜籽粒机收玉
米新品种“吉单 436”入
选。

据了解，“吉单 436”
于 2021 年通过国家审定
（国审玉 20210019），比对
照先玉 335 早熟 1 天，百
粒重 36.7 克，主要优点为
植株矮，穗位较同类品种

低11%左右，耐密抗倒，种
植密度达到 7.5 万株/公
顷。该品种脱水快、宜机
收，顺应市场需求，适宜
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和辽
北部分地区、吉林省中西
部大部分地区、黑龙江省
第一积温带和内蒙古中熟
区作为籽粒机收品种种

植。
据介绍，中国农学会

已经连续5年共遴选和发
布 150 多项“中国农业农
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
装备”，促进“三新”成果
快速转化成生产效能，成
为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
擎。

中国农学会发布35项“2022中国农

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我省玉米新品种“吉单436”入选

本 报 讯 张 宽 报 道
2022 中国体育文化博览
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
会近日开幕。12月22日，
两个博览会的线上平台
传来喜讯，吉林市争创的

“吉林雪乡魅力冰雪游线
路”荣获“中国体育旅游
十佳精品线路”，万科松
花湖度假区荣获“中国体
育旅游十佳精品景区”，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荣获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
区”。

“吉林雪乡魅力冰雪
游线路”重点打造吉林舒
兰二合雪乡的雪景、雪

趣、民俗，线路还涵盖北
大湖滑雪度假区、松花湖
风景名胜区、吉林北山
四季越野滑雪场、雾凇
岛、圣德泉亲水度假花
园。

截至目前，吉林市已
有2个国家级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2 个国家级体育
旅游示范基地、1 个中国
体育旅游十佳精品线路、
1个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
品景区、1 个中国体育旅
游精品景区、1 个中国春
节假期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和 2 个吉林省“一市一
品”精品赛事。

“吉林雪乡魅力冰雪游线路”
荣获“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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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春强 报道 近
日，吉林省特色街区认定结果出炉，
双辽市太平鼓步行街被认定为首批
省级特色街区。

今年以来，双辽市积极探索“文
旅体商”融合发展之路，太平鼓步行
街坚持优化街区布局，提升文化内
涵，完善配套设施，加强运营管理，
探索形成了“花小钱办大事”的“双
辽模式”。开街后，夏季人流峰值达
3 万余人次，解决 160 余人就业，夜
市小吃车每户日均营业额 1500 余
元，真正实现夜间亮起来，消费热起
来，群众乐起来的发展目标。

规划好，突出特色。双辽市重
新规划街区布局，秉持历史文化理
念，立足整体风貌塑造。将“一字
街”提升为“人字街”，改造后东西向

道路长 435 米，南北向道路长 180
米，建设面积11655平方米，全部改
为步行街道。深度挖掘当地特色，
将154面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双
辽太平鼓悬挂于商业街内，中心树
立13.95米高的太平鼓雕塑，形成网
红打卡地，吸引人流，集聚人气。

投资少，成效显著。双辽市坚
持以群众满意为导向，在原有设施
基础上，利用少量资金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在商业步行街建设休闲座
椅、小吃车、花箱等休闲娱乐设施和
道路亮化、排水等基础设施，累计投
入600余万元，在“花小钱”的同时，
破解了步行街路线单一、游玩项目
重叠的“大问题”。

服务优，配套完善。双辽市始
终坚持服务至上的理念，把“商户满

意、群众高兴”作为工作标准，坚持
集中管理、统一运营，加强对步行街
的服务保障，打造赏心悦目的卫生
环境、暖心便捷的服务环境、快乐消
费的市场环境。以“小街烟火、气沁
人心”为主题，实施了道路彩色喷
涂、景观构筑等工程。

活动多，集聚人气。双辽市不
断丰富民间文化氛围，在升级原有
购物区、打造特色饮食区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群众自发文艺演出。以第
九届农民（市民）文化节暨第三届满
蒙文化旅游节为契机，在商业步行
街开展蒙族舞、萨克斯、旗袍走秀、
武术等多形式展演活动。让市民既
能欣赏到精品演出，又能成为百姓
大舞台的主角，赏文化、品美食、观
民俗已成为了夜间消费的新体验。

双辽太平鼓步行街被认定为首批省级特色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