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有“颜值”，产业有活力；
村民钱袋子“鼓”起来，精神生

活“富”起来……
如今，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美

丽画卷正在山城这片广袤田野上徐
徐展开，这也是通化市推进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强特色强特色，，富民产业壮富民产业壮““筋骨筋骨””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
在柳河县姜家店乡后河村，阡陌纵
横的大片稻田，在阳光下泛着金色
的光芒。

人称“大米姐”的吉林省大米姐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家人”管延
丽介绍说，合作社是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龙型经济，线下线上
市场覆盖全国25个省份，年销售大
米1万余吨。合作社2.17万亩的种
植基地分布在周边7个乡镇的13个
村，带动3500名农户。

“由于统一种植的绿色有机稻
米市场价格高，加入合作社的农民
大都增收50%以上。”管延丽坦言。

在转变生产方式全力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同时，通化市坚持走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融合
发展的路子。

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通
化，围绕山葡萄资源，培育特色品种
精深加工，积极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我们与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
所合作，经过3代人、半个世纪精心
培育出的‘北冰红’，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一个压榨出红色汁液、适合酿
造冰红葡萄酒的山葡萄品种。”集安
市文旅局局长贾云飞自豪地说。

据了解，集安鸭绿江河谷山葡
萄被认定为第四批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这是继集安人参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之后，又一个特色产
品获此殊荣。

作为全国最大的山葡萄产区，
集安依托鸭绿江沿线葡萄酒庄和美
丽的湖光山色，积极推动葡萄产业
与旅游业相融合，葡萄酒生产企业
已发展到 20 户、葡萄酒庄 11 家，总
加工能力超5万吨。

山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响当当的
“三产融合”标杆产业。

目前，通化农业产业化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 164 户 ，其中国家
级 9 户 、省 级 47 户 ；农 民 专 业 合
作社 4119 个、家庭农场 2695 家 。
同时，农村电商、“互联网+现代
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也蓬勃兴
起。

三产融合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头活水，激活了通化广袤黑土地。

善治理善治理，，和美乡村蕴和美乡村蕴““内涵内涵””

一条条柏油路平坦整洁，一幅
幅宣传画生动鲜活，村屯街路两侧
花草经风沐雨，开得正艳；文体广场
上，舞者翩翩；农家小院里，笑靥如
花……

在通化市乡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新
风扑面而来。

“村里现在是一年一个样，路修
得平坦，路灯照亮了夜晚村路，也照
亮咱老百姓的心。村里的景色日新
月异，村民心情也跟着越来越好！”
地处偏远山沟里的通化县英额布乡
大倒木村路旁，忙着整理路边枯萎
花草的村民宋连军摇身变成“环卫
工人”，谈起村里的变化，备感幸福。

美丽乡村，是留给人们的美好
记忆。

原来，通化县已在农村推广了
环卫城乡一体市场化运营管护机
制，形成垃圾处理公司化运营。目
前，全县农村实现生活垃圾清扫保
洁和收集处理全覆盖。

如今，像大倒木村这样的美丽
乡村，在通化市比比皆是。

“第一看着舒服，第二卖粮方
便，第三也是咱屯的一景啊！”辉南
镇小通子沟村民孙少臣，指着屯外
集中新建的玉米楼子，憨厚话语中
透露出新时代农民的底气。

原来，村里决定将各家各户的
老旧玉米楼拆掉，统一在屯东建设
得到村民拥护，半个多月的工夫齐
整成片的新玉米楼就建好了。过去
零乱的小院瞬间“华丽转身”为“清
洁庭院”，倒出的空地夏日里已果树
成荫、菜园生机勃勃。

全面整治脏乱差，建立村屯保
洁长效机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改

水改厕任务，村屯环境由“净起来”
向“绿起来”“美起来”转变。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

通化市各地农村还突出党建引
领，不断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德治、
法治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加强农村
文化建设，培育了文明乡风。

促增收促增收，，鼓起农民鼓起农民““钱袋子钱袋子””

农业经营有效益，农业才能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

8 月 31 日临近中午，通化县四
棚乡四棚村村民喻臣正在盘算着明
年扩大贝母种植面积。

“我家今年栽植6亩地贝母，平
均亩产2000斤，由于贝母属两年生，
按现在行情25元一斤算，扣除成本
一年咋也能收入12万多元，比种大
田强多了。”喻臣的“致富账”让他十
分满足。

有先行先试，更有产业引领。
走进辉发城镇蛟河村香菇产业

基地的种植大棚，浓浓的菇香扑面
而来，一个个菌棒整齐排列在架子
上，一朵朵香菇升柄展伞，长势喜
人。

“今年扩建了30栋香菇大棚，年
产量可达 1200 吨，净利润 300 万元
左右。”估算着今年的收获，基地负
责人于瑞平信心满满。

乡村振兴在通化实现了生态
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和谐统一。

“以前俺们老两口守着4亩地，
再打点零工，一年收入5000多元，日
子过得挺紧巴。现在你猜我能挣多
少？6万元！”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
村民姜贵成说起收入对比，自己都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年，钱湾村决定发展乡村旅
游，姜贵成作为村里“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将自家三间房屋腾出
来，里外收拾一新，“老姜农家院”
开业了。

“当时花了2万元收拾房子，没
想到第一年就把本儿挣回来。‘老姜
农家院’火了，大伙一看挣钱，都活
心了，纷纷效仿‘取经’，现在村里已
发展各类民宿85户。”姜贵成如数家
珍地说着，脸上笑开了花。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张立蕴2023年9月2日 星期六农村版 03
蹲点笔记

听听，，山城沃野奏响振兴强音山城沃野奏响振兴强音
———探寻通化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之路—探寻通化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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