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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特刊农博会特刊

仓廪实，天下安。榆树市是以粮闻名的
全国农业大县，享有“天下第一粮仓”的美誉，
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榆树市地处吉林省
和黑龙江省交界处，交通便利，形成铁路、高
速公路、航空运输以及公路相结合的立体化
大交通格局。

近年来，榆树市发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
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良
的投资环境，不断书写农业大市发展新篇章，
先后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标准化生产基地、中国优质玉米示范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
县、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产出“放心粮”

近年来，榆树市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70
亿斤阶段性水平，连续20年位居全国县（市）
第一位。

“天下第一粮仓”的硬实力，底气十足。
榆树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世界黄金玉米带、
黄金水稻带，幅员面积4712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580万亩，黑土面积、占比、土层深度位居吉

林省县（市）之首。境内松花江、拉林河、卡岔
河等 66 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水源充沛，地
表水总量达 3.66 亿立方米，源自长白山的天
然活水，富含多种矿物质，为优质水稻、玉米
生产提供了最佳水源。北温带的雨热同季、
四季分明，为水稻、玉米等作物提供了长达
130 多天的成熟期、2800 摄氏度的年积温、
2600多小时的日照，为粮食中的干物质、不饱
和脂肪酸、氨基酸和各种营养物质转化积累，
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使榆树大米、玉米品质卓越、与众不同。

同样堪称“中国优质水稻之乡”

榆树市与“中国优质水稻之乡”黑龙江省
五常市，同属松花江支流拉林河水系，分处拉
林河两岸。地理位置、土壤环境、气候条件完
全一致，同一江水、同一品种、同一技术，榆树
大米和五常大米，是同一产地的两个品牌，堪
称孪生兄弟，不分伯仲。榆树大米是松花江
与黑土地孕育的精华，是“吉林大米”的标志
性品牌，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用米之一，相继
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国家KS认证，三次获评中国“十大大
米区域公用品牌”“十大好吃米饭”，区域公用
品牌排名全国第4，品牌价值167亿元，被评为
全国十大食味优质产区，4个品牌获优胜奖，
进入全国“八十分以上品牌米俱乐部”。

同一方水土之上的榆树玉米，同样具有

极高的品牌地位，被评为“中国好玉米”“中国
好粮油”。

农产品加工业蓬勃发展

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是榆树没有满
足于靠天吃饭，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提升农村经济增加值的同时,有力带动农业增
效、促进就业、改善农民生活。依托玉米化
工、食品加工、白酒酿造等，形成了以农产品
加工业为核心的特色工业体系。辖区内长春
五棵树经济开发区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广阔空
间。2023年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企业产值75.6
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85.4%。

2023年全市玉米加工企业106家，其中，
中粮榆树公司从玉米到淀粉到糖到柠檬酸年
转化玉米79万吨；榆树大米白金品牌已成为
榆树的亮丽名片，大型水稻加工企业38家，与
全国30多个省市建立经销通道，进驻全国600
多家大中型超市；榆树豆制品驰名遐迩，几乎
每个村都有3家以上的豆腐坊，目前榆树豆制
品企业总产值4.8亿元，利税8500万元；榆树
白酒发展具有得天独厚优势，年产白酒20万
吨，其中榆树钱酒业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榆
树大曲荣获省优、部优称号；畜禽加工规模不
断壮大，全市生猪年产 220 万头、肉牛 38 万
头、羊 7.1 万只、禽 6821 万只，养殖大户 1159
户。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在中粮、国投
生物、京粮、华泽、灿盛、泰国正大等一大批企
业集团相继落户之后，目前全市整个工业体
系中，农产品加工业已经在企业总数、工业总
产值和利税总额3个方面都达到了80%的体
量，打造了玉米化工、生物医药、食品饮料、饲
料、畜禽加工等几个体量比较大的农产品加
工产业群体和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了以农产
品加工为主体的地方工业体系。

榆树：书写“天下第一粮仓”新篇章
王禹

“君子谦谦，兰香致远。”君子
兰，端庄淡雅、内蕴傲骨清风的花
卉，不仅深受人们喜爱，更成为长春
城市文化的靓丽名片。它以其独特
的魅力，彰显着君子之气，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

今年是君子兰被命名为长春市
市花的第40个年头。40年来，君子
兰作为长春的标志性花卉、优势特
色产业，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也
充分展示园艺特产业的丰硕成果。
君子兰不仅是一种花卉的繁荣，更
是长春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近年来，长春君子兰产业蓬勃
发展，绿园区作为长春最大的君子
兰养殖基地，通过举办君子兰节、文
化展示、名花评选等活动，不断激发
产业动能，助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为君子兰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
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
活，也提升了长春君子兰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世界君子兰看中国，中国君子
兰看长春。”在第二十三届长春农博
会上，君子兰以全新的姿态惊艳亮
相。长春市绿园区精心布展的君子
兰展区，位于农博会核心区域的高
新设施展示区鲜切花棚内，采用环
形布局，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参观
体验，展区的设计充分考虑到游客
的观赏需求，使得每名游客都能够
近距离地欣赏到君子兰的美丽。

农博会开幕仅５天，君子兰展
区吸引游客达到3万余人。30户参
展商共展出多届评选的花魁 20 余
棵，参展商品达3000余株。这些君
子兰品种繁多、形态各异，有的端庄
大方，有的飘逸灵动，每一株都散发

着独特的魅力，展区内的君子兰不
仅数量众多，而且品质上乘，充分展
示了长春君子兰的培育成果和产业
发展成就。

展区设置的君子兰种植体验区
也让游客亲手体验种植乐趣，通过
丰富多样的展示形式与互动活动，
全面展现君子兰的独特魅力与深厚
文化底蕴。

走进君子兰展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与君子兰有关的诗句悬挂在
展位上方，配上倒挂的油纸伞，别有
一番韵味。精心繁育的数十盆精品
兰，各个颜色青翠、叶子刚劲挺拔、
脉纹清晰。一盆盆花魁傲然挺立，
外形端庄淡雅，内蕴傲骨清风。它
们与展位的书法、画作等布置互相
映衬，彰显出君子之气。

长春市君子兰协会副会长李玉
德表示：“本次农博会君子兰展区的
设立，旨在传承君子兰文化，促进君
子兰产业发展，提高君子兰文化内
涵及社会各界对君子兰的鉴赏水
平。长春君子兰在中国拥有三个第
一：精品数量第一、质量第一、从业
人员素质第一。长春已成为国内君
子兰生产、销售、传播、品种繁育的
中心和最大的产业聚集地，这不仅
提升了长春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还吸引了更多游客和投资，对城市
品牌建设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个展区，全面展现长春市君子兰
悠久文化传承、优良培育成果和产
业发展成就。”

在品种展示区，游客可以欣赏
到君子兰的八大经典品种，如胜利、
和尚、油匠等。每个品种都有详细
介绍牌，让游客全面了解君子兰的

多样性。而在十大花
魁精品区，君子兰花
魁更是以高雅的氛围
和独特的魅力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如 何 鉴 赏 君 子
兰，李玉德说颇有门
道。“单从叶片来说，
就有光泽度、细腻度、
刚度、厚度、颜色、脉纹、长宽比等标
准。此外，还要看株型、底座、头型
等。”他详细介绍了鉴赏君子兰的各
个方面，让游客对君子兰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除了君子兰的展示，本次展区
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手工制品展示与
拍卖区。

农博会开幕当天，来自长春市
红领巾宣讲团的部分成员和绿园区
双龙小学的学生在“全国向善向上
好青年”“全省道德模范”、同样也是

“长春君子兰十大花魁”代言人李思
盈的带领下，依托农博会绿园区君
子兰展区的平台，组织了一场义卖
活动，通过义卖捐赠的方式，所得善
款将用于公益事业。这一举措不仅
融入了青少年教育元素，还促进了
公益事业的发展。

“长春君子兰十大花魁”代言人
之一的王淇萱，经常在各类宣讲活
动中向团员和少先队员讲述君子兰
的精神、宣传君子兰的知识。“依托
农博会君子兰展区组织义卖活动，
将我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进行义
卖，卖得的善款，将用于我们今后的
志愿服务当中，为需要帮助的爷爷
奶奶、弟弟妹妹送去我们的爱心与
温暖。”王淇萱自豪地说。

经过多年的蓬勃发展，长春市

君子兰产业年产值已达到 20 亿
元。现有专业养兰户3500户，基地
规模达到 3000 亩，养兰数量超过 3
亿株。长春已培育出君子兰八大品
种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及产业
优势。这一产业的繁荣不仅为长春
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当
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
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本次长春农博会，长春市花君

子兰展区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
君子兰的美丽与魅力，更传递了文
化的力量与公益的温暖。通过丰富
多样的展示形式与互动活动，让更
多的人了解并爱上君子兰这一独特
的花卉品种。

展望未来，绿园区将不断强化
君子兰产业的科技创新、品牌建设
和市场开拓，持续提升君子兰的品
质和附加值。

绽放·发展·魅力
——君子兰展区亮相长春农博会

本报记者 侯春强 王丹

依托农博会君子兰展区组织义卖活动

长春君子兰十大花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