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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刚敏 报道 图们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图们江流域环
境，以开发生态旅游和创建生态文明
城市为重要基本点，进一步与河长制
工作相结合，以高效的环境整治，全
力把图们江建设成为“生态旅游、文
化旅游、休闲旅游”多模块生态旅游
胜地。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河湖面貌焕
然一新。先后对图们江沿河排污口
进行规范化整治工作、兴建农村分散
式废水处理站等，避免面源污染对图
们江水环境造成影响。通过系列举
措，强化企业排污日常监管和巡查，
强化图们江干流水污染治理，持续改
进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修建生态
防护林网，将自然生态环境与城市有
机融合。

发展江河旅游链条，打造民族特

色品牌。生命之江，希望之门，图们
市一直以来深入挖掘弘扬图们江文
化内涵，打造“图们江畔第一城”旅游
品牌，提高延边知名度和美誉度。以
朝鲜族文化为背景，以图们江之美为
依托，图们江广场占地7.1万平方米，
分为主入口广场、中心集会广场、江
堤观景广场、健身休闲广场、儿童娱
乐区、休闲绿地6个功能区，集游憩，
观光，聚会于一体的综合广场。攀登
国家3A级风景日光山森林公园风景
区，远眺江河美景；游览图们江凉水
断桥。图们江文化旅游链使群众的
认可感和幸福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全面开展宣传工作，树立江河文
化形象。为了更好地对图们江及图
们江文化旅游链进行推广宣传，弘扬
朝鲜族文化，中央级媒体及省级媒体
多方面进行了报道。短视频的热度，

更是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图们江
文化，感受朝鲜民族传统和风俗。

图们江将人文与旅游为一体，通
过特色文化拉动生态旅游经济的发
展，精心策划公益跑、赛竹排、烟花
秀、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文旅活
动。2022 年，共接待游客 103 万人
次，旅游拉动经济收入2.3亿元。

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保护一河清
水，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美好目标。推进河湖水系实现
治污、增绿、清淤、减排、净水，点带面
推动高质量常态化水环境治理，高标
准建设美丽幸福河湖，持续加强河湖
治理与管护，打造亲水文化，进一步
强化生态优势，建设城乡宜居生活
圈，助力全域旅游，用持续向好的水
生态环境绘就出水清河畅的生态美
丽画卷。

图们多措并举打造江河旅游链条

本报讯 张天明 报道 近日，吉
林建筑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组
织学生前往德惠市福居老年公寓
开展“青春志愿行，情暖敬老院”志
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旨在传承
和弘扬五四精神，倡导志愿服务精
神和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为老人送去生活上的帮助和心
灵上的慰藉。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土木工程
学院将以志愿服务队为活动主体，
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日常
化，打通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最
后一公里”。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 唐少勋 孙卿 报

道 为宣传办学成效、推介林
学与草学学院专业优势和特
色，激发小学生对林学与草
学的浓厚兴趣，感受自然科
学魅力，提升观察、思维和实

践能力，5月11日至17日，吉
林农业大学林草学院开展

“绿色守望、林韵飘香”科普
开放日活动，活动由林学与
草学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联
合主办，林韵协会承办。协
会 60 余名会员、170 余名志
愿者和470名小学生参加活
动。

一周的科普开放日，让

学生收获满满，不仅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更在他们心
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被科
学的魅力所吸引，被知识的
力量所感动。

吉林农业大学林草学院

科普开放日活动效果好

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近日，桦甸市金沙
镇独木村村部内，村党支部书
记明立军正在直播。他热情
推介当地农产品，网友不断下
单购买黏玉米、灵芝孢子粉、
蒲公英茶等产品。

近年来，独木村积极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多措并举
推动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跨
越式增长。7年前，村集体经
济收入仅为 5 万元；2023 年，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65万元；
预计2024年集体经济收入可
实现180万元。

电商直播带货是独木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
柱。2019 年，明立军带领几
名村干部摸索电商直播带货
门路，在淘宝等多个平台注册
账号。靠着努力与坚持，人
参、灵芝孢子粉等特产给力，
为他们赢得一定人气。村里
购进优质蒲公英茶、水果等土

特产品来经销。其他村也纷
纷找上门来，请独木村代销大
米、土豆、地瓜等农产品，生意
红火。2023 年，该村直播带
货实现销售收入90多万元。

“今年我们计划投入100
万元打造新电商团队，争取把
桦甸优质农产品名声打出去，
推动更多土特产品走出大
山。”明立军说。

电商的兴起，缘于独木村
快速发展的种植产业。2016
年，明立军推动村集体成立种
植专业合作社，145户20公顷
土地实现连片经营。在适度
规模种植效应下，村里的黏玉
米、林下参等各类作物连年丰
收。合作社与桦甸市川和食
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加工
与电商牵起了手。明立军介
绍，没经过加工的黏玉米一
穗0.5元，加工后在电商平台
能卖到2.5元，川和食品一年
给 村 里 加 工 黏 玉 米 8 万 余

穗。
如今，独木村形成了产业

发展小气候。村集体建起养
鸡场，养殖乌鸡2000只，年收
入 10 万元；引进光伏发电项
目，年收入 1.5 万元……积少
成多，共同搭起了集体经济发
展大厦。

独木村集体经济跨越式
发展形成了标杆效应。金沙
镇16个村竞相掀起集体经济
发展热潮，11 个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百万元。2023 年，
在桦甸市村集体经济发展“赛
马”评比中，该镇综合指标排
名首位。

独木村：集体经济支点多增长快

近日，安图县开展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为主题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宣
传活动，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营造“防灾减灾、人人参与”的浓厚气氛。

记者 徐文君/摄

近日，抚松县公安
局边境管理大队漫江边
境检查站查获一名网上
在逃人员。

执勤民警在流动查
缉过程中，发现一名女
性乘客有意躲避检查。
民警随即对李某身份信
息进行重点排查，通过

公安部“全国在逃人员
信息系统”比对，确定李
某因诈骗案于 4 月 20 日
被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

拱北口岸分局列为网上
在逃人员。目前，犯罪
嫌疑人李某已移交抚松
县公安局处理。

（李洁十 王海龙）

漫江边境检查站

查获网上在逃人员

本报讯 沈桐 报道 华有高
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专注于旱
稻的技术研发、种子研发、各种
生物肥料研发、旱稻多功能型播
种机研发制造、田间高科技指
导，组建了旱稻种子繁育基地研
发团队，形成了产销一条龙服务
团队。

在旱稻生长过程中，公司利
用各种生物肥料代替化学农药
使用，以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发
生，真正达到国家规定粮食安全
标准，其营养物质含量是水稻米
的3-18倍。

在旱稻种植上，公司已达到
智能化、网络化、数据化、农机一
体化以及田间指导科技的应
用。公司选择五彩旱稻红、黄、
黑、绿、紫等颜色的米种，含有丰
富的营养成分。

在旱稻种植中，解决了水稻
田间甲烷气体排放的问题，并降
低大米中重金属超标、农药残溜
等问题。旱稻种植比照水稻移
栽节水80%，节省人工80%，节省
其他支出20-30%。为了确保旱
稻的品质和安全，公司采用严格

的质量检测体系，每一批旱稻都
经过多项国家标准的检测，符合
标准的产品才能出厂销售。

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
和技术支持。公司负责人苏有
在旱稻领域积极考察研发，目
前，研发团队中有9名院士，依托
中科院的技术支持，不断推出新
的优质长粒香品种，筛选旱稻种
植品种，亩产量在1000-1300斤
之间。

公司拥有专业的科技团队，
成员 38 人分布在全国 40 个基
地，旱稻种植面积 6.3 万 亩 以
上。技术人员凭借丰富的经验
和专业知识，为旱稻的种植提
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公司还注重销售和品牌建
设，采用种植、生产、销售一体化
的经营模式，将旱稻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
订单制度，从源头抓起，确保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经过13年的
研发和市场推广，公司成功注册
了“旱稻一品长粒香米”等系列
商标，成为国内旱稻领域的知名
品牌。

华有高新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将继续秉承“科技
惠农、为民服务”的宗旨，
不断提升旱稻的品质和产
量。同时，积极探索新的
市场领域和合作机会，推
动旱稻产业持续发展和创
新。

华有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不断提升旱稻品质

日前，国有林总场场长和桦甸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深入常山林场辖区督导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项英/摄

本报讯 闫红洋记者
徐文君 实习生 赵世康 报
道近年来，安图县石门镇
把培育富民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按照“一
村一品”的产业发展布局，
助力养殖业走向多样化、
规模化，以特色养殖跑出
乡村振兴“加速度”，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土 鸡 笼 产 出“ 金 蛋
蛋”。新丰村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兴旺的
工作目标，谋划土鸡养殖
项目。截至目前，已为 19
户农户发放优质鸡苗 380
只，价值 6000 余元。预计
养殖出栏后扣除每羽鸡苗
和饲料成本，年户均增收
1300 元，通过有针对性的

“输液”，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持续“造血”助力增
收。

小 毛 驴 唱 响“ 致 富
曲”。仲坪村积极盘活闲

置资产，依托自身土地资
源优势，与吉林君诚生态
牧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
赁合同，建设肉驴养殖场，
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74
万元。目前肉驴场占地
5.4万平方米，总投资3000
万元，养殖实验种驴100余
头，预计两年内扩大养殖
规模，增加 1000 头左右，
进一步为村民增加就业
渠 道 ，带 动 乡 亲 增 收 致

富。
肉 牛 场 奏 响“ 新 牧

歌”。在仲坪村，养殖肉牛
的家庭比比皆是，养殖 20
头牛以上的 10 余户，全村
肉牛超千头。村民依靠家
庭农场养殖肉牛走上致富
路，而这只是石门镇肉牛
产业发展路上的一个缩
影。截至目前，石门镇共
有 180 户肉牛养殖户，共
2800 头牛，每年出售千头
左右，增收800万元。

石门镇特色养殖
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