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雨 报道 今年
以来，图们市推出边境游、乡
村游、民俗游等花式旅游体
验，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带动
旅游市场热度一路飙升。

1至 9月，图们市接待国
内外游客151万人次，同比增
长 105.2%，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5%。旅游人数、旅游收
入均创历史新高。长安镇泉
碧然山庄营地获评“吉林省
十大消夏潮玩露营地”，国门
生态园入选“吉林省十大消
夏必吃美食榜单”。7项摄影
作品喜获第二届“向往的冬
季在延边”冰雪运动摄影大
赛金奖、铜奖。日光山森林
公园、公信昌、水南村被评为
第二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
卡地。

今年，以培育新业态、推
出新产品、打造新线路为出
发点，图们市新增文旅产品5
项，推出新品线路23条，石岘
镇水南村入选“乡村四时好
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在新产品方面，推出图
们江码头、图们江87街区、公
信昌、1314界碑等具有地域
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新线
路方面，依托“冰雪”和“避
暑”两季资源，陆续推出并逐
步形成了山水图们——休闲
度假游、22度清爽图们——
避暑康养游、此生必驾图们
站——沿边自驾游、吉刻旅

“图”——民俗体验游、迎暖
阳·游图们——边境风光游6
款具有边境特色的“图”字号
新品线路体系。

为进一步提升图们市旅

游美誉度，开展了图们市春
夏旅游专线联动推广、“5·
19”中国旅游日等推介活动，
赴宁波、哈尔滨、长春等地参
加旅游推介活动4次，签订旅
游合作协议、共同宣言 3份，
有力推进 G331 沿边旅游大
通道建设。截至目前，发布
旅游信息、视频 203条，总浏
览量达170万余次，“图们蓝”

“22度的图们”“东疆明珠山
水图们”等话题持续火热。

此外，以“图们江”为品
牌，图们市创新游客消费场
景，延长旅游消费的空间链
和产品链，推出图们江冰雪
嘉年华、图们江美食节、图们
江潮动生活节等系列品牌活
动；以“四季游”为节点，擘画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成
功举办春季烂漫赏花节、夏

季消夏避暑节、秋季丰收音
乐节、冬季传统火炕节等7项
乡村文旅活动，将“流量”变

“留量”，实现旅游人次和旅
游收入的双提升。

结合民族+现代元素，升
级改造图们江码头、图们江
87街区、公信昌、1314界碑等
网红打卡地，提升旅游产品、
服务和环境建设，提高游客
体验。在图们高速路口、高
铁站等位置设立了 4个全域
旅游导视图，在图们江老码
头和了望哨景点设立景点简
介，在图们公路口岸沿线的
显著位置设立引导指示牌，
更好地为游客了解景区以及
引导游客提供便利。日光山
森林公园、公信昌、水南村被
评为“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
地。

图们：做优旅游发展文章

本报讯 朱泽龙 丁思文 记
者 吴连祥 报道 东丰县确立三
产融合、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按
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实施乡村
振兴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园区
建设项目，将“小蘑菇”做成“大
产业”。现在项目建设工程正全
速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东丰
县充分利用食用菌产业发展基
础，合作对接吉林农业大学院士
团队，构建食用菌产业发展体
系，接续做好食用菌这篇大文
章，并通过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塔
吊“挥舞”着长臂，百余名工人正
在进行排水管线安装、通讯及电
力设施迁改等工作，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园区已粗具规
模。

据了解，乡村振兴食用菌三
产融合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是东
丰县2022年谋划实施的新建项
目，总投资 10.45 亿元，总用地

面积 20.7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14.7 万平方米，建设深加工
标准化厂房、冷链仓储中心、
平菇和羊肚菌育菇厂房、食用
菌研发、电商、种质资源中心、
双孢菇发酵槽及其它配套设
施。

项目竣工达产后，将采用
“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发展模式，引进荷兰双孢菇发
酵培育技术，采用三次培养发酵
工艺，确保双孢菇各个生长阶段
精准调控，实现双孢菇工厂化、
智能化、标准化的全年种植。可
实现日产双孢菇 80吨，年产羊
肚菌 200 吨，平菇 300 吨，杏鲍
菇 300 吨，年转化利用秸秆 20
万吨、牛粪 6万吨，预计实现年
产值 10亿元。同时，将充分利
用种植业产生的秸秆和养殖业
产生的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
作为栽培基质和原料资源，通过
生物工程技术进行高效转化，进
而打造“变废为宝、无废生产”的
绿色循环产业。

“小蘑菇”成为大产业
东丰打造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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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8 版）农村中心级中小学全部实现楼房
化，基层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农村文
博图馆达到45个，新建文化小广场225处。

系统化推进基层治理。依托“1+3+X”基层
治理模式系统推进“1331”治理体系建设，全域
推行德治积分制管理，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
工程，乡村振兴凝聚力持续增强。

全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20 万元村达到
78%、超50万元村达到23%，双阳区获评第三批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县区。

高品质构塑城乡融合发展形态
以景区理念建设品质城区。强化新城开

发、老城更新和城市管理，实施了两湖新区综合
开发等40余项重点城建工程，深入开展城市细
节打磨行动，精心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着力建设
中心品质城区。

以示范标准打造美丽乡村。深入实施以奢
岭街为代表的城乡融合型、以曙光村为代表的
农旅融合型、以小石村为代表的景村融合型、以
鹿乡村为代表的“一品村镇”建设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洽全域提升行动，“百村示范”“千村美丽”
村达到48个，累计改造农厕4.9万户，乡镇污水
处理厂、无害化处理站全覆盖。

以交通先行打通融合通道。坚持城乡交通
一体化，积极打造“进城下乡两畅、农业旅游两
旺”城乡交通运输新格局，目前全区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到2468公里，通村、通屯和物流网络覆盖
率均达到100%，串联神鹿峰、马文化博物馆、鹿
乡特色小镇、肚带河花海等景区景点160余个。

乾安县让字镇以盛产“两瓜一椒”闻名，大力发展双膜西

瓜套种葵花、大豆，复种秋白菜、萝卜、芥菜，一地多种增加农

民收入。图为小咸村农民李岩松在双膜西瓜地里套种葵花

喜获丰收。 王殿海/摄

靖宇县景山镇杨岔河
村原名阳岔河村，因位于山
岔的阳面而得名。在“千村
示范”政策助力下，杨岔河
村通过种植五味子，使村庄
环境变美、村民日子变富。

“怎么样，今天是什么
行情啊？”“还一样，最近价
格很稳定。”村民姜大爷正
向刚从道地药材交易中心
返回的村民打听五味子的
市场行情。姜大爷家种植
五味子 10亩，按今年行情，
毛收入在 15 万元。但姜大
爷想晾晒后卖干货还能再
多挣点。

景山镇包村工作组组
长李安生说：“村里像姜大
爷这种情况还不少。今年
是杨岔河村发展五味子产
业见到实效的第三年，种植
户生活水平都有了提升，有

的村民购买了新车，有的村
民购置了烘干机，有的村民
对院落进行整体改造。”

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
刚开始，景山镇机关干部李
安生因头脑灵活、有农村生
产生活经验，被选派到杨岔
河 村 担 任 包 村 工 作 组 组
长。初到杨岔河村，李安生
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
带领村民致富。李安生通
过入户走访了解到，村民都
想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增加土地收益，但就是没有
好的项目。当年，李安生带
领部分村民到辽宁、山东等
地进行考察学习，最终决定
发展五味子种植产业。

村民一开始没有掌握
五味子种植养护技术，先后
出现过药害、霜冻、土
地板结等难题。村干

部根据种植户遇到的具体
问题多方求教，尽可能为百
姓分忧；种植户也主动到其
他种植区的田间地头学习，
回到村里大家一起研究。
历经万难虽辛苦，遍尝五味
终回甘。这一路走来，不但
学习了外地经验技术，还逐
渐摸索出一套适用于杨岔
河村土壤、气候条件下的五
味子种植最佳农药配比及
五味子养护经验，掌握了去
除土地板结特效药和防霜
冻技巧，五味子种植面积也
实现倍增。今年全村五味
子种植户发展到13户，种植
面积超200亩。

如今，杨岔河村除了种
植五味子以外，还通过采取

精耕细作、园田地套种等方
式发展贝母、灰苏子、蓝莓
等特色种植，目前特色种植
户 61 户 ，种 植 面 积 超 730
亩。

与此同时，养殖业也有
了迅猛发展，养牛、猪、鹿农
户 37 户，年存栏 600 余头。
今年村党组织锚定“农旅结
合”产业发展思路，利用生
态资源优势打造“杨岔山水
营地”乡村旅游景点，满足
城市居民周边游需要，村集
体租地发展种植业助力村
集体积累，这两项使村集体
增收5万元。

五味子“照亮”致富路
□ 于汪洋 本报记者 郭小宇

编织袋装土栽地瓜，方
寸庭院创高效。东辽县金州
乡大度村引领带动农民利用
房前屋后空闲地，用编织袋
装砂土栽植红薯获得成功，
种植户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红薯俗称地瓜，内含蛋
白质、果胶、纤维素、维生素
及多种矿物质，被誉为“长寿
食品”。在发展产业、振兴乡
村的进程中，大度村党支部、
村委会在稳定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的同时，积极创新工作
思路，在发展庭院经济上做
文章，通过外出学习考察，引
进了省时、省力、见效快的

“袋栽红薯”项目。
5月中旬，村集体出资购

买红薯秧苗，发放给村民，大
家利用庭院闲置空地，用编
织袋装上砂质土栽植地瓜
苗。

村民温志江今年种了 50
袋红薯，收获 1000多斤。他
介绍说，自己和老伴年纪大
了，在家里又闲不住，弄这个“袋栽红薯”还真不错，
不占啥地方，技术不复杂，编织袋也花不了几个钱，
砂土自己收集就行。村里免费供应秧苗，平时只要
勤快点，浇好水就行，种出的红薯纯绿色、无公害，还
香甜可口。

“袋栽红薯”，家家可干。据了解，这种“短平快”
栽植模式不但节省耕地，节省劳动力，在每年5月中
下旬装土栽秧，10月初收获，有效地利用了农闲时
间。由于所产红薯无公害、口感好，亲戚朋友都没够
分，当地“乡土网红”线上销售供不应求。

“袋栽红薯”技术获得成功后，金州乡决定发挥
该项目无公害、纯绿色和“短平快”的优势，向全乡推
广这项“庭院经济”项目。依托金州乡益健种植专业
合作社，统一种植技术，统一质量管理，统一包装销
售，统一品牌推广，打造绿色无公害红薯品牌。同
时，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平台，加快拓宽农特
产品销售渠道，逐步提高产品知名度，让“袋栽红薯”
端上更多市民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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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四川启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吉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20104MA147KNM11 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
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高军《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丢
失，流水号 0030965，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10026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高友《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丢
失，流水号 030983，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10045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曲宝《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丢
失，流水号 031056，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30016J，权 证 编
号 2207230064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曲哲《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丢
失，流水号 031078，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30044J，权 证 编
号 22072300644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侯艳洁《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0954，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10010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孙占国《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009，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20007J，权 证 编
号 22072300644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王淑英《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139，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40051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齐振福《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211，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60023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刘天奇《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238，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70028J，权 证 编
号 2207230054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曹永启《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222，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70011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周金福《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233，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70023J，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后上

村张秀林《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丢失，流水号 031025，权证代码
220723105210020024J，权 证 编
号 22072300645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玉 山（ 身 份 证 号 ：

220324197202033311） 将 吉
C62486 小型汽车机动车登记
证书、机动车行驶证、车辆号牌
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吉林省大易薪海运输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581MACDE645XR，公 司
公章（编码 2205812554788）、财
务章（编码 2205812554796）、合
同章（编码 2205812554812）遗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