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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暖融融
朱泽龙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春节前一场大雪，气温
骤然下降，如何取暖保暖成
为人们关注的民生热点。
节日期间，记者在东丰县部
分农户家中看到，户用生物
质锅炉的安装使用，让农家
的居室暖意融融，与城里的
暖气楼毫无差别。

走进东丰县二龙山乡
屯基村农民王才的家中，暖
流扑面而来。屋内，王才和

老伴身着单薄衣物，正悠闲
地浇花。2023 年 8 月，王才
安装了农村户用生物质锅
炉，锅炉通过管道，将一股
股暖流，均匀送到每个房
间，彻底改变了用火炕取暖
的状况。

在屯基村，像王才家使
用农村户用生物质锅炉的
人家还有很多。这种小型
锅炉烧的不是煤炭，而是以

生物质颗粒制成的燃料。
据了解，这种生物质颗粒由
废弃的秸秆、玉米芯、木头、
树枝等粉碎压缩而成，具有
火力大、灰粉低、节能环保
等特点，既能充分燃烧，又
能减少空气污染。同时，还
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提前设
置好温度参数，轻松掌控室
内温度。

记者了解到，在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进程中，东丰县积极推
广 清 洁 能 源 取 暖 项 目 。
2022 年以来，全县共投资
2.51 亿元，大力实施农村清
洁能源分户取暖改造项目，
落实扶持政策，农户免费安

装一台户用生物质锅炉，并
获得一吨生物质成型燃料，
贴心的举措吸引着众多农
村群众踊跃安装。

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项目改造工作已全部
结束，全县共有5.59万户农
村家庭完成取暖改造，基本
实现了农村清洁能源取暖
全覆盖。

如今，农村户用生物质
锅炉已经成为东丰县农村
冬日供暖的主要设备。在
寒冷的冬日里，这些新型锅
炉成为村民取暖的可靠保
障，让村民和城市居民一
样，在舒适宜人的环境中温
馨过冬。

本报讯 李祚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近年来，德惠市持
续深化“做大二产、做强三
产、做优一产”的发展定位，
以项目建设为引领，以园区
建设为依托，始终坚持工业
主导、农业优先，全力做好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大文
章 ，全 力 打 造 长 春“ 后 厨
房”，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德惠市以“53221”战略
为引领，努力实现 GDP500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300
亿元以上，规上工业企业
200户以上，打造循环经济、
健康食品2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每年经营主体增加 1 万
户以上的发展目标，推动发
展条件和发展机遇转变成
发展优势和胜势，高质量发
展行进有力。

德惠市委、市政府找准
发展痛点，依托大健康（食
品）产业园，紧紧围绕食品
制造、农副食品加工等相关
行业上项目、育龙头、延链
条、树品牌、拓市场，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了食品工
业更有分量发展。年初以
来，共洽谈农产品加工和食
品加工类项目19个，总投资
30.71亿元，其中新签约项目
5个，总投资5.3亿元。

德惠市始终坚持夯实
农业产业基础，围绕“农”字
做好做活“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畜头肉尾”三大增值文章，重点打造“一
镇一品牌、一村一特色”的德惠金名片，不断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放大农副产品全链条
优势，积淀食品工业的主导地位，“中国食品名
城”越叫越响。米沙子镇、朱城子镇、经济开发
区作为产业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作中持续发
力，持续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加工，加
快打造东北火锅食材供应基地，全力打造长
春的“后厨房”。从项目谋划到企业引进，德
惠市始终以惠及百姓、造福一方的站位做决
策，为新项目、新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在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的基础上，凸显为民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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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延边年货节”启动以来，延边
州年货市场“新”意十足，消费氛
围“热气腾腾”。其中，人参成为
炙手可热的年货商品，标志着年
货消费从单纯的物质满足，转向
对健康生活、品质生活的新追求。

记者在延吉市延边鹏程人
参交易市场看到，从品质上乘的
林下参到主打性价比的精品园
参，从红参蜜片、野山参粉等食
品到人参皂、人参面膜等日用
品，含有“人参”元素的产品种类
繁多，消费者细心挑选，作为伴
手礼赠送亲友。

“近年来，大家对于养生和

保健的意识在逐渐提升。以前，
购买人参的女性消费者居多，从
今年销售情况来看，许多男士也
开始注重健康，通过赠送养生滋
补产品表达对家人的呵护与关
爱。”延边鹏程人参交易市场负
责人李林娜告诉记者，在人参产
品的选择方面，南方游客青睐精
美的礼盒装产品，本地消费者更
加注重实用性和个性化选择。

今年 1 月，延边鹏程人参交
易市场官方商城小程序正式上
线，国检人参、人参制品等系列
产品一目了然，多种购物需求一
站享有。“2024年9月，吉林省启
动‘一参一码’追溯平台，消费者

扫描人参鉴定证书上的二维码，
就能了解人参的产地、等级、参
龄等信息，避免了销售市场鱼龙
混杂、以次充好的现象，市场价
格也更加透明，让消费者能够买
到货真价实的商品。”李林娜说，
规范的检验检测和优质的人参
产品提升了吉林人参的公信力
和市场竞争力，让许多南方消费
者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1
月以来，延边鹏程人参交易市场
的人参制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延吉市西市场作为重要的
人参交易市场之一，年货节期间
同样迎来了销售高峰期。在延

吉市西市场四层C区，经营野山
参、红参、西洋参的商户有几十
家。来自宁波的游客孙女士与
弟弟正在选购人参片，孙女士
说：“我母亲说延吉的人参价格
实惠、品质好，特意嘱咐我买一
些人参产品带回去。”

王春艳经营延边土特产店
铺30余年。她说，自从延吉成为
网红旅游打卡城市，西市场的客
流量不断增加，不少游客慕名而
来购买参茸产品。特别是林下
参深受顾客青睐，成为年货清单
中的首选产品。1 月以来，店里
销售额环比增长近30%，年轻人
成为购买人参产品的主要群体。

本报讯 王锐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日前，柳河县举办高质量发展能力提
升专题培训班，邀请省参茸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授课，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
展进行专题辅导，坚定人参产业发展
信心和决心，凝聚产业发展强大动
力。

作为“中国野山参之乡”，柳河县
认真贯彻落实省、通化市“坚持把发展
立足点放在高质量发展上”“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等部
署要求，立足“好林+好种+好法+好品
牌=好人参”四好体系，聚焦人参产业
实现百亿级发展目标，持续创新和完
善政策措施，加强科技支撑和品牌
建设，进一步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

2025年，柳河县持续扩大种植规
模，计划新种植林下山参2万亩，全县
林下山参种植面积达到7.5万亩；推动

“政企学”联合发展，加强与吉林农业
大学合作，引进和培育优质种源，力争
2025 年实现 2 万亩种源基地建设；构
建人参产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创建人
参产业联盟，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建
立“参警”周巡制度，加强护林护参工
作；加强与中检集团合作，实现“一二
三产+文化”全链条溯源，确保人参产
品质量和安全；以云岭林下山参产品
为依托，拓展林下山参“工厂游”“基
地游”和“研学游”，推动参旅融合发
展，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
一步拓宽人参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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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回 客 ”变“ 回 头 客 ”
——延边人参产品深受南方消费者青睐

杨婷婷 王冰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近日，图们市举办第二届冬钓比赛活动。活动中，各驻村第一书记现

场展销本村有机大米、木耳等农特产品，吸引市民及游客购买。图为农产

品展销现场。 记者 侯春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