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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梅河口市宝善村充分发

挥山地水利资源优势，引领

扶持农民发展大榛子和水果

产业。目前，榛子林硕果累

累，丰收在望。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黄鹭 报道 8月26
日至27日，省委书记黄强到白山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再学习、再对标、
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担当实干作风
狠抓改革任务落地，扎实做好兴边
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加快推动高质
量发展，切实保障高水平安全。

黄强来到四保临江战役纪念
馆、陈云旧居纪念馆，详细了解临江
光荣的革命历史。黄强强调，四保
临江战役在东北解放进程中作用关
键、地位重要。要深入挖掘、认真研
究相关历史资料，充分发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作用，生动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让红色基
因、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今年汛期，鸭绿江部分河段水
位突破历史极值，临江市、长白县沿
江路基河堤多处受损，部分路段发
生山体滑坡等灾害。黄强沿着 331
国道临江至长白段，实地踏查灾毁
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情况，要求有关
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对每处水毁
设施进行深入具体研究，坚持堤路
结合，统筹考虑水文地质情况和旅
游发展需求，科学系统指导当地做
好规划设计。各县市要加快进度、
抓紧施工，高质量完成恢复重建任

务。黄强充分肯定临江采取石笼护
坡的有效做法，要求白山作为试点
率先推广。黄强实地察看白山临江
徐家沟泥石流灾害事故现场，强调
要坚持举一反三，河流弯道处路基
河堤必须加固硬化，决不允许在河
道内种植影响行洪安全的高杆作
物，不得以任何形式破坏或损毁堤
防等防洪设施。要以改革思路破
题，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强统筹协
调，彻底解决问题，坚决守住安全底
线。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长
白县八道沟镇合兴社区居民房屋遭
受洪水侵袭、损毁严重，目前正在恢
复重建。黄强对基层党员干部提前

果断组织群众安全转移给予表扬，
希望在恢复重建中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建设。相关
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要给予资金支
持，帮助群众尽快恢复家园。

黄强沿着边境线察看边防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强调要全面强化人
防物防技防措施，完善党政军警民
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更加有力保障
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调研中，黄强强调，白山特色资
源得天独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
大。白山各级干部要在守住底线前
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切实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

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绿色资源，扎
实做好山水文章，不断提高旅游接
待能力，推动旅游发展再上新台
阶。要配合省直部门建好沿边开放
旅游大通道(G331)，打造优质工程、
廉洁工程，更好带动兴边富民、稳边
固边。要深入推进“森林四库”建
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从货真价
实、优质优价做起，推动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森林防
火工作。要着力抓好灾后恢复重
建，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组织好
农业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减少农业
损失。

李伟、贺志亮参加调研。

黄强在白山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

加快高质量发展 保障高水平安全

柳河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
展生产性保护，通过“非遗+农业”

“非遗+制造业”“非遗+旅游业”，
加速盘活非遗经济，不断激发公众
传承热情，让非遗持续赋能经济社
会发展。

近年来，柳河县采取多种有效
措施，推广特色“非遗”——姜家店
火山岩水稻种植技艺，积极探索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做大做强 火 山 岩 稻 米 产
业，全县 70%以上水稻种植户实
施 订 单 种 植 。 目 前 ，全 县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24.2 万 亩 ，拥 有

“柳河大米”“社稷尚品”“老农
夫”等大米品牌 28 个，“柳河大
米 ”被 认 定 为 中 国 地 理 标 志 证
明商标。

大力扶持野生软枣（野生猕猴
桃）种植栽培技艺。农技人员带领
专业种植大户模拟野生软枣生长
环境，进行原生态培育。建设野生
软枣种植基地400亩，年产野生软
枣鲜果40万斤、酿酒3万斤，远销
北京、上海、武汉多个地区，年产值
近500万元。

让龙岗酒香飘溢华夏。精细
打磨柳河原汁山葡萄酒传统酿造

技艺，成立县山葡萄酒产业服务中
心，先后与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
所、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合作，完成了5类山葡萄酒产品
酿造工艺流程的制定，参与 8 个科
研项目研究。同时，县山葡萄酒
产业服务中心于 2022 年成立吉
林柳韵山葡萄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将自主研发的 6 款葡萄酒、2
款白兰地投放市场。目前，柳河
县共有山葡萄种植基地 740 亩，
通过认证葡萄酒企业 22 户，产业
链条辐射辽宁、黑龙江等周边地
区。2018 年以来，全县葡萄酒企

业在国内外产品质量比赛中获
得金银奖 18 项，两户企业被评为

“省级老字号”企业。
积极推进参旅融合。深入挖

掘八宝屯人参传说，运用多媒体讲
好柳河人参故事。传承推广龙岗
山区云岭山参传统种植技艺，推动
人参产业提质升级。打造“参呼
吸”康养之旅主题线路，以云岭野
山参风景区为载体，串联罗通山风
景区、三仙夹国家森林公园，将林
下山参元素融入旅游线路。推广
林下山参元气水、林下山参酒等旅
游商品，开发研学之旅、采参之旅、

康养之旅等旅游产品。同时，在罗
通山镇、向阳镇等地规划布局“林
下山参康养小镇”，配套发展 餐
饮、住宿、交通、游览、购物、娱
乐等业态，发挥一二三产业联动
效应。

积极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将
火山岩大米、山葡萄酒、林下山
参定义为“柳河三宝”，并以“三
宝”为雏形，打造米粒儿、萄妞
儿、参宝儿动漫 IP 形象，制作成
钥匙扣、书签、摆件等文创产品
投 放 到 罗 通 山 、云 岭 等 旅 游 景
区。

打造“非遗+”全链条 赋能发展谱新篇
——柳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迸发经济活力走笔

王锐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