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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鹿沟镇围绕宜居宜业
宜游，立足优势产业促进农
业创效增收，依托产业基础
和优势资源，把项目建设、产
业发展、农文旅融合作为推
动全镇发展的重要抓手。

产业项目有序建设。持
续深化“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食药菌特色产业发展
体系。二十道沟村和二十一
道沟村投资96.8万元与长白
县明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发展桑黄种植村企合作项
目，继续发展松杉灵芝种植
和玉木耳种植村企合作项
目，全年促进集体经济增收
22 万余元；投入资金 30 万
元，续建沿江村、大梨树村、
河口村美食加工厂恒温库建
设项目，建设 96平方米恒温
库1座并配齐冷藏设施。

产业园区建设持续推
进。围绕县委“一带十园多
业”产业园区建设重点工作，
依托重点村域内自然资源，

以果园村、十八道沟村为核
心，结合“百村提升”创建工
作，推进长白山南麓、长白温
泉滑雪抵边特色产业园建
设，辐射带动周边重点村共
同发展。投资 120万元在二
十一道沟村实施民宿改造建
设项目，大力发展民宿经济、
周末经济，目前已投入使用。

特色种植养殖产业不断
壮大。投入资金 50万元，完
成建设二十道沟村智能温室
大棚 1座。积极打造二十道
沟村、果园村、南尖头村和沿
江村蓝靛果、草莓、樱桃等果
树种植特色采摘基地，二十
道沟村菌类、蔬菜日光大棚
种植基地和南尖头村白灵菇
种植基地，村集体经济持续
增收。

2023年，实现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村
全覆盖，其中50万元以上10
个，100万元以上5个，200万
元以上2个。

长白县位于我省东南部，长白山主峰

南麓，鸭绿江源头，全线森林覆盖率达

90.1%，连续荣登“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

榜首；域内发现野生经济植物和药材资源

1200余种；探明能源矿产、金属矿产等33

种，硅藻土储量和品位均居亚洲之首；拥

有望天鹅4A级风景区和7个3A级景区，

在最美边境公路G331国道上，可领略“一

路观两国、十里不同景”的旖旎风光。长

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城、物产丰富的

食药城、独一无二的矿藏城、青春活力的

旅游城、开放包容的边贸城，是镶嵌在国

境线上的璀璨明珠。

近年来，长白县认真落实省委“四以

四为”工作要求，立足“一山一江一区一口

岸”优势，实施“千百万”组团式帮村联建

兴边富民行动，引进中佰文旅、四海为家、

邮政集团，在边境村打造千年崖城、溪境

雪庐露营地、邮政小镇等旅游项目；创新

开展“长白山生力军”工程，为每个边境村

配备1名乡村振兴专员；2021年以来，边

境村常住人口新增965人，边境村建设取

得突破性成效，确保边境安全、边疆繁荣、

边民幸福。

本报记者走进长白县，深入了解沿

G331 国道乡镇如何结合自身优势，促进

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八道沟镇与临江市六道沟镇接壤，拥
有“省级卫生乡镇”“省级十年绿化美化吉
林大地先进乡镇”、省十强镇综合改革试
点镇、“2013-2015年度全省文明村镇”等
称号。

为全面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带动产业
创新性发展，持续传承地方文脉，弘扬时
代精神，八道沟镇充分挖掘朝鲜族文化及
沿江文化特色，把文化和产业有机融合，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走出“以文兴
产”新路径。

八道沟镇镇域内自然资源丰富，特色
产业突出，建有1个省级特色工业园区，形

成了以硅藻土、地瓜干、草莓、葡萄种植、
黄牛养殖、有机杂粮加工等产业为主的特
色产业体系。2023年硅藻土工业总产值
实现税收2600余万元，2024年预计实现税
收4000万元。

八道沟镇坚持以农为基、以文为媒的
理念，坚持“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出
以九道沟葡萄长廊、十一道沟草莓采摘为
代表的产业典型，并依托辐射效应积极带
动周边村屯，将农业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通过开展金秋采摘节、美食节、网络直播
等方式，提升当地品牌效力，吸引大量游
客观光采购，带动经济增速发展。

十二道沟镇聚焦“一带十园多业”建设目
标，高质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承压奋进、锐意
拼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谐稳定。

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
业基础。下二股流村智能化温控大棚投入使
用，通过花卉种植、草莓种植等形式获得经营性
收入30余万元，十二道沟镇肉牛养殖场通过“绮

丽十二”合作社，为每个村分红6万元，投入资金
480万元，以十二道沟村、船卧子村、孤山子村、
外南岔村等水稻种植村为支撑，新建一条日产
30吨大米的加工厂，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20
万元。

持续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振兴提
档升级。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坚

持把人居环境整治和“厕所革命”、产业发展、移
风易俗相结合。以“清洁美化 提升颜值 助力乡
村振兴”为主题，针对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突
出问题为重点，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整治，
着力解决村庄脏乱差等问题，掀起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热潮，实现村庄卫生净化、环境绿化美
化、整体靓丽化。

十四道沟镇牢固树立“以销定产、以销
促品、以销提质”发展理念，优化镇村“万年
青”产业规模布局，集中打造长白“万年青”
特色品牌，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安乐村土地平整肥沃，土壤由火山灰
沉积而成，土质富含各种矿物质元素，尤其
富含硒元素。“长白虎眼万年青”生长在长
白山含有硒的火山灰土壤中，依靠特有的
地理位置，冬暖夏寒的气候，富硒的土壤、

富含丰富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水源，形成
多种特殊药用物质。安乐村紧紧围绕本地
资源优势，引导农民广泛种植。

十四道沟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品
质为口碑，以资源为载体，聚焦虎眼万年青
重点项目，建立了规范种植基地，引导村民
实行标准化栽培。2018年，“长白虎眼万年
青”地理标志产品通过专家评审，并正式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金华乡为推动棚膜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发挥
人才作用，充分协调利用上级部门科技人员技术
优势和乡土人才经验优势，组建科技指导服务
队，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提供现场指导、科技培训
和信息咨询等服务，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随着科技指导不断深入，全乡棚膜经济发展
稳中有进，呈现出良好势头。在宣传力度、销售
渠道、政策扶持上持续发力，积极引导种植户栽
种高产高效品种，严格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规程把控农产品品质，进一提高产品附加
值，增加收益。积极培育典型户、典型村，总结成
功经验，通过示范引导，不断增加棚膜经济发展
信心。

近年来，金华乡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新
路子，充分挖掘大樱桃、小番茄等特色种植兼具
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创新思路，开发采摘体验
活动，增加游客互动体验。将棚膜经济打造成兼
具采摘、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实现全
乡从一季生产向多季生产、一季增收向四季创收
的跨越，更好地实现“三产融合”。棚膜经济的发
展激活了村集体资产的增收潜能，农业发展实现
了由传统、粗放型向精细、集约型的转变，形成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三方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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