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的阳光穿过红松林
的缝隙，照在刘福有布满皱
纹的笑脸上。这名65岁的农
民正在查看赤芍的长势，脚
下的土地松软肥沃。“二十年
前这还是个废矿坑，现在成
了咱村的‘绿色银行’。”他乐
呵呵地说。

在通化县光华镇光华
村，这片占地75.26公顷的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记录着一
个村庄的生态蝶变。2002
年，光华镇有利家庭农场总
经理王培军与光华村签订了
70 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
村里废弃的硅石矿区，本想
带着大家致富，却不想走了
十几年弯路。

“那会儿就想着来钱快，
葡萄、蓝莓、大樱桃挨个试了
个遍。”王培军蹲在地头，掏
出一支烟点上，“最惨的时候
赔进去560万元，差点把家底
都搭上。”回忆起那段日子，

这名东北汉子仍忍不住摇
头。

转机出现在 2020 年春
天。水土保持专家来村里考
察，给王培军指了条明路：

“得先把这片山的‘病’治好，
才能谈挣钱。”在水利部门指
导下，他们开始了一场“生态
手术”，创新采用“矿山遗迹
类壤土层重构技术”，开展系
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水土保持技术员教他们
在山上种红松，林下种赤芍、
百合，形成立体种植。“红松
固土，药材挣钱，这叫‘以短
养长’。”王培军说得头头是
道。

最令人叫绝的是矿坑改
造。水土保持技术员利用坑
里的积水，修了6座过滤池，
用生态沟连成水系。昔日的
危险矿坑，如今成了游人拍
照的“叠水景观”。

如今，走在示范园里，春
有百花夏有荫，秋收松子冬
赏雪。村民于俊成正在药材
地里给游客当向导：“过去不
好意思说自己是这村的，现
在城里人抢着来咱这打卡！”

更让大家高兴的是腰包
鼓了。刘福有给记者算账：
在园区干活一天工资180元，
一年能挣3万多元。像他这
样的村民有几十人，都是五
六十岁的年纪，在家门口就
把钱挣了。

村里的变化也吸引了周
边乡镇，目前这套模式已经

推广到340多公顷土地。
夏日里的示范园，来自

通化市的中学生正在科普长
廊参观。“看到废弃矿山能变
得这么美，我们的‘生态课堂
’很受启发。”学生纷纷表
示。示范园还承担生态教育
功能，去年共接待50多场研
学活动，成为当地重要的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

“我镇作为通化市的水
源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取得显著成就，荣获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省级蓝莓小
镇等称号。近年来，示范园
聚焦林下经济，以红松赤芍
为主导，不仅美化了环境，还
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特别是对务工人员有了
实质性的经济支持。”光华镇
党委委员、副镇长魏世保介
绍。

山风吹过，红松沙沙作
响，仿佛在诉说这个村庄的
绿色传奇。从“靠山吃山”到

“养山致富”，从满目疮痍到
绿水青山，从血本无归到共
同富裕，光华村的实践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

站在示范园最高处远
眺，层林尽染，水光潋滟。王
培军望着这片重获新生的土
地说：“保护好山水真能过上
好日子。”如今，这里被评为
吉林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正在规划申报国家级示
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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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之北，老道山脚下，灯塔镇
新力村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 3.6 平
方公里的盆地间。近年来，村“两
委”带领群众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
农耕向多元产业发展，砖瓦化住房、
硬化街巷、自来水入户……从“涣散
村”蝶变为“好人村”，孕育出230余
名各类人才，更锻造出“勤劳勇敢、
爱国爱民”的精神底色。

乡村文脉薪火传

2016年，新力村党支部换届，张
井春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面对“环
境差、产业弱、人心散”的困局，张井
春认为要改变乡村面貌，必须提振
村民的精气神，以文化自信引领乡

村 振 兴 。 他
决 心 从 新 力
村历史发展的
脉络中，寻找全

村振兴发展的精
神密码，决定撰写

《新力村史》。
编写一部村史，哪有

那么简单？说干就干，张井春
带领班子成员走访村中高龄

老人、历史亲历者或知情人，历时8
个月的走访、记录和综合整理，完成
了《新力村史》原稿。这部村史如同
一面镜子，映照出自然地理的风貌、
人口村落的变迁、经济物产的消长，
更成为传承文明的“活教材”——书
中记载的先辈开荒拓土、艰苦奋斗、
互帮互助、支援国家建设的奋斗历
程以及乡贤人才的先进事迹，让村
民重温了传承在血脉中的纯朴善良
和勤劳勇敢，找到了向新图强，追求
美好生活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
一部村史既展现了家乡的山水和乡
愁，更激发了全村人自立自强、致富
振兴的奋进动力。

家规家训润民心

“孝亲敬长、勤俭持家”“诚信为
本、和睦邻里”……新力村二组的

“家规家训一条街”上，家家户户大
门镌刻的家训如无声的教诲，勾勒
出村落的精神图谱。这条街不仅是
景观，更是新力村“先富脑袋、后富
口袋”发展理念的缩影，村党支部将
分散的家规家训系统梳理，打造“一
户一特色”的文化长廊，让传统美德
融入日常生活。

文化浸润催生文明之花。村里
成立“新力村调解委员会”与“张井
春个人调解室”，年均化解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30余起。“我为群众办
实事”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上门服
务。党员许日新卧床多年，村两委
坚持“送书送课”，让党的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如今的新力村，孕育出2名“中
国好人”、2 名“吉 林 好 人 ”、10 名

“辽源好人”，11 户家庭获评“好家
风之家”，付春江夫妇获得“省级
净美家庭”称号，“文明示范村”

“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纷至沓
来。

产业激活新动能

“村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乡
村振兴根本上要靠产业振兴。村党
支部领办的金穗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成为产业振兴的“金钥匙”。合
作社以“支部主导、农民自愿”为原
则，整合 602 名村民入股，建成 2 栋
茉莉香葡萄暖棚、3栋蔬菜冷棚、510
亩玉米基地，繁育黄牛 70 头。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7.8万元，人
均分红960元。

产业发展背后是党组织的坚强
引领。党支部推行“村企+合作社+
家庭联产承包户+社会资金”模式，
将分散农户“抱团”发展；开展“五星
级党支部”“六好党支部”创建，通过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筑牢红色
堡垒；每年培养年轻党员，为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村民王大爷感慨：

“入社后不仅年底能分红，农闲时
还能在暖棚打工，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

生态治理绘新景

漫步新力村，“美丽庭院”“干净
人家”创建让家家户户窗明几净。
干净的街道、整齐的院落、环保厕
所、成排的树木映入眼帘，整洁的村
容村貌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得益
彰。村党支部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整
治，紧抓“千村示范”项目，不断改善
基础设施，让“比学赶超”蔚然成风。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张
井春的话掷地有声。新力村以村史
为魂、以文化为脉、以产业为基，走
出了一条“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的特色之路。当历史与现实在新力
村交汇，从《新力村史》里的先辈足
迹，到家规家训街的文明新风，再到
合作社里的丰收图景，新力村的故
事证明：唯有守住文化根脉，激活内
生动力，才能让乡村振兴的大树枝
繁叶茂。正如老道山的松柏，历经
风雨仍向着朝阳生长，新力村正以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蓬勃生机，
书写着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时代答
卷。

文明浸润乡土 共绘发展新篇
——探寻辽源市新力村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的“文化密码”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吉
林市公安局驻四方村第一书
记齐翔宇始终将民生福祉放
在首位，多措并举提升村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齐翔宇精准帮扶 51 户
106名脱贫人口，创新设置17
个公益岗位（含年增收 9000
元的邮政岗），并建立全市首
个“就业帮扶车间”，确保体弱
劳动力户均增收 7000 余元，

织牢防返贫保障网。积极
拓展农产品销路，严控品
质，利用展销会、单位“以买
代帮”（累计采购超 200 万
元）及“北国江城百村优品”
直播间等平台，助销农副产品
价值 160 余万元。协调区医
院每年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
体检并个性化指导，落实“雨
露计划”资助学子。大力改善
人居环境，引入专业环卫、设

立卫生监督岗、打造多功能文
化广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协调 120 万元将穿村而过的
两条土质河道加固为石砌护
坡，彻底消除洪水隐患，四方
村成功获评首批省级示范创
建村。

心系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近日，省供销合作社把握
吉浙两省对口合作机会，在
浙江金华举办 2025 吉 林 省

“ 土 特 产 ”系 列 推 介 活 动
（金华站）期间，带领 10 多
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到金华
市政府机关食堂销售土特
产，产品包括吉林大米、长

白 山 人 参 、延 边 特 色 美 食
等，特别是长白山人参、通
化冰葡萄酒等产品大受欢
迎，现场销售火爆；多家企
业与金华市政府机关服务
中心达成意向性合作，吉林
省土特产系列产品得到认
可和好评。

通过开展吉林省农产品

进机关展销活动，充分发挥
吉浙两地资源和平台优势，
进一步推动两省对口合作，
促进产销对接，实现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 ，助力“吉字
号”供销特色农产品“北品
南下、南品北上”，实现吉林
省土特产进千家万户，上百
姓餐桌，进群众口袋。

“吉字号”供销特色农产品
走进金华市政府机关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通
榆县兴隆山镇孙才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理事长孙才
的带领下，以科技赋能黑土地
保护，实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
收双赢。

合作社承接林茂村 147
公顷土地保护性耕作任务，创
新采用“条耕滴灌+精准调
控”模式：通过条耕保留 30%
秸秆覆盖减少风蚀水蚀；配套
滴灌系统实现水肥精准调控，

较传统漫灌节水40%，肥
料 利 用 率 提 升 30% 。
2024 年示范田玉米单产
较上年提升 2200－2500
斤/公顷，实现“节水、节
肥、增产、护土”四重效益。通
过设置新旧模式对比田，直观
展示技术优势，有效带动技术
推广。

目前，合作社种植面积达
2205亩，年总产值稳定在200
万元左右。通过“合作社+农

户”模式，已带动60户农户参
与，今年吸纳 75 户脱贫户。
针对脱贫户创新建立“产业扶
持基金”，垫付种苗肥料成本，
对接企业签订保底价收购协
议，构建“土地流转租金+务
工报酬+种植分红”三重保
障，助力脱贫户稳定增收。

科技赋能助“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