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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近日，辉南县召开林下山
参种植联盟成立大会。县
领导、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林下山参种植主体共 70 人
参加会议。

辉南县是“中国特产之
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委会命
名的“中国野山参之乡”，人工
种植林下山参历史悠久，部分
经营主体积累了丰富的种植

管理经验，其中，龙岗山参种
植专业合作社领军人曹发总
结提炼出“林下山参种植方
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在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辉南县认
真贯彻落实省、通化市有关推
进林下山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林下山
参种植区位优势，确立了打造
林下山参种植联盟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战略。
联盟成立大会上，

县领导就全县林下山参
产业发展形势、林下山
参种植联盟成立的重要

意义、联盟的运行模式进行阐
释，希望林下山参种植联盟充
分发挥发展平台和桥梁纽带
作用，切实加强行业内部管理
和自律，积极主动为联盟成员
做好服务，为全县林下山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构建‘政府建平台、联盟
定规则、企业搞联合、农户重
参与’四方联动机制，打造林
下山参产业交流平台、合作平
台和创新平台，充分发挥资源
共享、技术交流和行业自律的
功能，推动和促进全县人参产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联盟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推动林下山参产业跨越式发展

辉南林下山参种植联盟成立

“景美了、树绿了、花
开了，夜间出来散步，感觉
非常惬意！”夜幕降临，舒
兰市民陈志新漫步在滨河
大街重新修整的步道上，
看着布满市树青枫、市花
百日菊的街头景致，心情
格外舒畅。

近年来，舒兰市委、市
政府积极回应群众心声，
在建设辨识度鲜明、幸福
指数高的“全新舒兰”进程
中，不断升级打造城市绿
化景观，为市民营造健康、
舒适、美观的绿色生活环
境。

绿化美化，不仅仅是
“绿”起来、“美”起来，更要
不断适应城市文化的变化
与发展。在城市主干路舒
兰大街，道路两侧和绿化
带上分布着800 余株青枫
树。青枫又名糖槭，其叶
形美观，常被赋予相思寓
意，在外的舒兰游子看到
青枫树就会联想到家乡，
激发他们建设“全新舒兰”

的热情。
漫步在舒兰大街转盘

路两侧，绿草如茵、花团锦
簇、小径蜿蜒，数十只栩栩
如生的白鹅雕塑遍布其
中，它们或静或动，与公园
各处绽放的市花百日菊相
映成趣，市民和游客置身
公园，深深体味到浓浓的

“鹅城”风韵。
市委、市政府在满足

群众休闲娱乐需求的同
时，将市树市花、特色产业
等文化元素融入公园建设
当中，使绿化美化与产业
成果交相辉映，让群众在
享受绿色空间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温度
与活力。

每年初，舒兰市都会
对各个城区街路、广场等
地进行实地踏查，逐地统
计街边裸露地、街路缺树
区域等情况，并在 4 月初
与5月底分别进行乔木与
草本花卉栽植工作。

在选择绿化植物品种

时，不仅要考虑美观，还要
从实用、可持续性等多个
角度进行综合考量。如今
栽植的各种绿植，都是孔
雀城、海棠等成活率高，且
跟周边草本花卉颜色、花
期搭配的品种。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栽植草本花
卉70余万株、乔灌木6000
余株。

为让绿色与美景成为
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舒兰市通过在居民区
附近的街路旁修建各类公
园与小微绿地的方式，使
居 民 感 受 到“ 推 窗 望 到
绿，转角遇见景”的视觉
体验，让居民在日常生活
中享受到大自然的宁静
与美好。

舒兰市将继续深化城
市绿化美化的内涵与外
延，不断探索与实践绿化
美化新路径、新模式，为构
建更加宜居、美好、和谐、
美丽的“全新舒兰”而不懈
努力。

植绿添彩 幸福升级
——舒兰市城区改造项目之绿化美化篇

梁鑫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日前，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目前我省共登记古树名木
7.08 万株，其中一级古树 249
株，二级古树 1389 株，三级古
树 4.7 万株，不分等级古树群
2.2 万 株，名木 3 株。树龄最长
的是汪清林业有限公司荒沟林
场 的 东 北 红 豆 杉 ，树 龄 已 近
3000年。

从 2002 年开始，我省各级
城建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共开展了两次较
大规模的古树名木普查活动，基
本摸清了全省古树名木资源底
数。根据古树名木普查结果，完

成了建档立卡、挂牌确认等工
作。

在落实管护责任方面，根据
古树名木的生长地域和隶属关
系，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古树名木
逐棵（群）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城区的古树名木，由城建部
门负责管理；旅游景区的古树名
木由景区管理部门负责保护管
理；农村的古树名木，属集体经
营的由集体进行管理，属个人的
由个人进行管理。

目前，我省对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相关的
法律法规具体条款中。已出台
的《吉林省绿化条例》等法律法

规对古树名木的日常管护、迁移
和砍伐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古
树名木分布较多的长春市、吉林
市、通化市几个地区出台了管理
规定，对本地区古树名木的保
护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
长白松和东北红豆杉在延边地
区分布广泛的实际，成立单独
保护区，并出台相关保护管理
规定，目的树种得到较好保护。

多部门协调配合开展打击
行动，切实维护了古树名木资源
和生态环境安全。2022 年，省
林草局与省公安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联合开展了全省打击
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专

项整治行动。2023 年，三部门
又联合开展了“春风2023”专项
行动，重点打击绿化美化中非法
采挖古树名木违法犯罪行为和
利用互联网媒体非法出售、收购
古树名木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
行为。今年，又联合开展了打击
整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
动“春风 2024”专项行动，目前
行动正在有序进行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开
展了首次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工
作，对林草系统管理的 19 株一
级古树名木进行抢救复壮，濒
危古树长势和生长环境大为改
善。

我省登记在册古树名木7.08万株

近年来，镇赉县不断加

快现代智慧农业机械更新

步伐，为粮食安全保驾护

航。图为大河农业绿色水

稻标准化种植基地工作人

员抓住水稻收割前的有利

时机，进行飞机航化叶面肥

雾化。

潘晟昱 王凯 记者 徐

文君/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现场蒸煮、试吃的大米和鲜食
玉米，包装精美、琳琅满目的农
特产品……9 月 11 日，2024 长
春大米暨长春鲜食玉米品牌推
介活动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
活动旨在不断扩大“长春大米”
和“长春鲜食玉米”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促进长春粮食经济
高质量发展，让优质、特色、健
康的长春粮食产品走向更多
的百姓餐桌。

长春地处享誉世界的“黄
金玉米带”和“黄金水稻带”，具
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和生态资源
优势，孕育了“稻米流脂炊能
白”的优质大米和“香甜软糯味
丰饶”的鲜食玉米。近年来，长
春市以“长春国家农高区”建设
为引领，全力促进粮食产能和
质量双提升。

“太原作为我国中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对生态
有机、绿色健康的粮食产品需
求层次较高、需求数量较大，具
有极强的消费引领作用。”长春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大志表示，希望此
次活动能够促进两地企业深入
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
赢。

活动现场，吉林省松江佰
顺米业有限公司、吉林省农嫂
食品有限公司等“长春大米”和

“长春鲜食玉米”骨干企业代表
进行产品推介，与太原市各经
销企业畅谈合作愿景，并就如何提升“长春大
米”和“长春鲜食玉米”品牌价值及进一步拓展
销售渠道作现场交流。

此外，推介会现场还进行了美食品鉴、交流
洽谈等一系列活动，为与会嘉宾带来沉浸式、多
元化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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