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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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查干湖景区深

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

科学规划、生态修复和景观

提升等措施，不断完善旅游

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升

游客体验。图为景区内的

花海景色迷人。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省委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9月10日，
由省政府主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吉
林市政府共同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
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表演在吉
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

剧院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

此次表演由《大美吉林》《心手相牵》
《同心筑梦》3个篇章组成。来自全
省11个地区代表团的民族文艺工作
者，通过热情奔放的表演，以艺术为
桥梁，以创作为纽带，交流思想、凝
聚共识，展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
化，焕发我省各民族文艺百花齐放
的活力，共同演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

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舞
蹈《舞动冰凌》、歌曲《同一片蓝天
下》、琵琶演奏《丝路逐梦》……一个

个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节目，充分
展现出吉林各族儿女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下，勠力同心、奋勇争先的精神面
貌，以及大美吉林处处激荡着蓬勃
向上的奋进力量。整场表演民族风
格浓郁、时代特色鲜明，全场掌声、
欢呼声起伏不断。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激扬乐曲
和各民族演员的尽情欢舞，整场表
演落下帷幕。现场观众张秋梅激动
地说：“表演太震撼了，带领大家共

同走进大美吉林的多彩画卷，共同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
代欢歌，充分展现出我省各族群众
心手相牵、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精
神风貌。能够现场感受这场民族文
化盛宴，我内心无比激动。”

据悉，本届文艺会演是在党的
二十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以
来首次举办的全省性大型民族文艺
会演活动，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增强中华文化认
同为目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构
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
体。本届会演从全省11个地区代表
团申报的 82 个节目中遴选出 18 个
声乐节目、23个舞蹈节目参加会演，
同时推荐 1 台情景剧和 1 场戏曲短
剧进行展演。

国家民委、省直相关单位，全省
11 个地区代表团和 3 个自治县，援
疆援藏、新疆驻吉工作组，相关院校
和文艺院团，吉林市相关部门和社
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各族群众共同绘就大美吉林多彩画卷

全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

秋高气爽，蟹肥稻香。
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始终坚

持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秉持
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的理念，不断
引导农民采用“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发展有机水稻和高品质水产
品，实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走出一条“立
体生态循环农业”新路。

眼下，正是螃蟹收获的季节，
洮北区 20.5 万亩稻蟹迎来双丰
收。走进到保镇高平村，一阵微风
拂过，飘来阵阵稻香，只见金黄的
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稻田里不时可
见螃蟹悠闲地爬行。种植户梁向

阳自六年前开始尝试“稻蟹共养”
模式以来，他的稻田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原来的盐碱地，通过引
入有机肥和有机农药，实施无公害
种植，利用螃蟹除虫、除草、松土、
培肥，不仅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和品
质，还增加了螃蟹收益，实现了稻
蟹双赢的局面。

“今年，我共种植15公顷水稻，
全部采用稻蟹共养，从水稻长势来
看，预计增产10%左右。螃蟹也是
大丰收，这两天成蟹已经上市发往
外地了。”梁向阳笑着说。

林海镇甜水村鑫淼水产养殖
种植家庭农场，今年采用稻田里扣

蟹养殖和成蟹养殖套养模式，形成
了稻田养殖大眼肉体培育扣蟹、扣
蟹越冬后再放入泡塘养殖成蟹的
完整产业链。

“这就是今年稻田投放的大眼
肉体长成的扣蟹苗，现在已经到了
回捕阶段，回捕之后就统一放到越
冬池里越冬。”鑫淼水产养殖种植
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晓博一边干活
一边向记者介绍：“这个池子就是
去年我们自己培育的扣蟹苗，成
蟹已经达到商品蟹的标准，大一
点的现在达到二两到二两半，小
一点的也能达到一两二到一两半
左右。”

这种套养模式不仅减少了外
来蟹苗带来的病菌风险，还提高了
本地蟹苗的成活率和抗病力。

李晓博告诉记者：“在白城市
和洮北区政策及技术的扶持下，稻
蟹养殖面积从去年的750亩扩大到
今年的 1800 亩，预计可以产出 10
万斤左右的扣蟹苗，2万斤左右成
蟹，经济效益非常可观。”鑫淼水产
养殖种植家庭农场已成为当地农
业生态转型和农民增收的典范。

洮北区一直把“稻渔综合种
养”模式作为盐碱地综合治理主要
方式。今年“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20.5 万 亩 ，占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的

20.5%，其中，稻田养殖大眼肉体
3500 亩，泡塘扣蟹养殖成蟹 4.5 万
亩，稻田养鱼 20.15万亩。

洮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技术
人员徐镇介绍：“由于洮北区水面
少，水稻种植面积大，所以，洮北区
因地制宜，始终把“稻渔综合种养”
作为水产发展的主攻方向。稻田
养殖大眼肉体培育扣蟹，扣蟹越冬
之后，放入泡塘养殖成蟹的这种模
式，比较适合本地特色发展，也是
今后发展的方向。未来，将更多争
取省、市乃至于国家在这方面的支
持，把稻蟹发展得更好，让农民真
正得到实惠。”

蟹 肥 稻 香 庆 丰 年
——白城市洮北区“稻渔综合种养”新模式观察

王月彪 邢连发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