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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任晓媛 丁玮 报道
集安市青石镇位于中朝边境，下
辖 8 个抵边一线村，是全市唯一
的纯边境乡镇。全镇紧临鸭绿
江沿岸，享有“中国山葡萄之乡”
的美誉，山环水绕，自然环境优
越，极适宜山葡萄、五味子等经
济作物种植，是全市酿酒葡萄的
重要产区。此外，文旅资源丰
富，东有云峰大坝位于青石村，
西有边境国门景区，是集安市

“边境风情游”的必经之地。特
别是依托鸭绿江建成的三座水
电站，形成了秀美的三座界湖，
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青石镇班子领导深入调研，
依据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和发展
潜力，综合研判发展前景，确定
在保障农业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发展的基础上，将乡村旅游产业
作为青石镇发展的核心，逐步构
建以生态风光游为主题，以人文
古迹游、边境风情游为两翼的立
体全域旅游格局，通过特色农业

种植和乡村旅游产业双驱动，助
力农民致富。在政策的有力支
持下，青石镇特色经济作物产量
稳步增长，旅游产业项目纷纷落
地，边境村振兴发展取得阶段性
成效。

当前，全镇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明确发展定位，乡村旅
游产业蓬勃发展，成绩斐然。游
客数量与旅游收入迅猛增长，青
石镇已成为 331 国道边境线上
熠熠生辉的明珠，最美边境乡镇
建设初显成效。

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进程
中，青石镇着重打造望江村、蒿
子沟村等 5 个村庄，目前已粗具
规模。蒿子沟村以“栗之源”视
觉形象塑造乡村品牌，全力构建
板栗全产业链。特色风情商业
小街建成且试运营良好，带动餐
饮、民宿、特产销售等全面发展；
板栗文化展示中心也已具备接
待研学和乡村旅游的实力，航道
养护码头项目正紧锣密鼓地建

设。望江村以打造“望江云集水
岸”乡村综合旅游点为方向，栖
谷露营地、时光隧道、水上餐厅、
集装箱民宿 4 个项目已建成并
投入运营，成为众多旅游爱好者
的热门打卡地。滨江风貌区（二
期）投入使用，完善了水上餐厅
内部餐饮及各类娱乐功能。下
套村以“天幕峰”视觉形象彰显
乡村品牌特色，精心打造吉乡农
创园和鸭绿江天幕峰农耕体验
区。吉乡农创园已完工，具备研
学培训、餐饮、住宿、特产销售等
多种功能。青石村依托云峰湖
旅游景区，以“暖水湾”为形象品
牌，重点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商
业小街和暖水湾观景平台项目，
均已竣工。此外，青石村吉乡农
创园移动式营地房车项目正在
推进。秋皮村以“乡宿”形象树
立乡村品牌，重点打造游客接待
中心和民宿。目前，棒槌领游客
接待中心及特色煎饼加工项目
已建成并试运营。

青石镇：打造宜居宜业美丽边境村

本报讯 潘迪 报道2024 年，双辽开发区在
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级部门的精心
指导和鼎力支持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
奋进下，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将项目投资
作为重要抓手，以体制改革作为发展动能，立
志争做高地、勇当先锋，以敢拼敢抢敢作为的
精神，开创“一升、二稳、三突破”的良好局面。

“一升”：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以及亩均效益等关键指标均实现了高速增
长，实现区域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提
升。

“二稳”：全省综合加工类省级开发区综
合发展水平考核排名中，双辽开发区保持了
相对稳定的态势。同时，开发区在财税、人事
薪酬、社会事务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稳步推
进，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步伐坚定
而稳健。

“三突破”：天威电石项目成功实现重启，
彻底解决了这一停建长达 8年之久的突出问
题；世界最先进之一投资11.86亿元的迎新玻
璃“一窑三线”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280天，
充分彰显了“开发区速度”；中健汇达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双辽市 8000万只
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这两个投资10亿元以上
的重大项目在秋季隆重开工，投资体量和建
设规模前所未有。

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达18.92亿元，同比
增长 85%；规上工业总产值为 48.68亿元，与
上年持平；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4.32亿元，同
比增长 15.37%；亩均效益558.82万元，同比增
长19.3%。

扩增量，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速

强化招大引强，厚植产业发展基础。深
度对接沪苏浙等长三角地区，精准开展招商
活动，通过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加
快上下游企业集聚。2024年以来，开展“走出
去、请进来”招商 80余次，挖掘招商引资线索
113条，新签产业类合同项目 11个，计划总投
资433.21亿元。

坚持项目带动，加快建设步伐。充分发
挥投资拉动作用，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压茬推
进、滚动实施。2024年，卓然玻璃等4个项目
竣工投产，冷链物流等10个项目开复工建设，项目质量与数量均创
历年新高。

鼓励企业创新，激发发展活力。以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为导
向，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
不断提升。沃亿佳生态农业等 3户企业投入 860万元研发准备金，
金梓源生物、迎新玻璃熔窑烟气治理提升等6个项目投资21.66亿元
进行技改。

催变量，促进园区能级不断提升

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制定《关于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个性化实施方案》等文件，财税体制、人事薪酬制度等改革步伐
取得历史性突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成园区政务服务事项，成立了供电公司
开发区分公司，业务协同与信息共享得到进一步加强。2024年，协
助项目办理各类前期手续 40 余项，涉及用地面积 95.44万平方米。

加强安环监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
月”“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坚守“安环三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2024年以来，召开安全环保、应急演练等会议6次，组织各类检
查130余家次，查处隐患62 处，并全部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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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碧水而清雅，依青山而灵秀，
绵延百里的长白林海，蜿蜒流淌的
鸭绿江水，以浪拍云天的气概和兼
容并蓄的情怀，孕育了这座美丽的
边疆小城——临江。

临江市位于我省东南部，是鸭
绿江边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全市
幅员面积 3008.5平方公里，国境线
长132.5公里，辖7个乡镇6个街道，
70个行政村，总人口12.16万人。

在这里，有伴着江风的悠扬古
韵。临江源起夏商周，纵贯唐宋辽，
为唐渤海国西京鸭绿府治所，辖神
桓丰正、通水陆运输。临江是朝贡
道陆路的起点，也是丝绸之路向东
北的延伸。鸭绿江上曾有过“日过
千帆、排过百张”的繁荣景象。现存
有唐渤海国冶铜遗址、陈云旧居等3
处国家级、29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及5个中国传统村落。

在这里，青山绿水孕育璀璨的
生态明珠。作为中国十大名山之长
白山的核心腹地，临江保持着原始
状态良好的山林、生物物种繁多的
自然生物圈和物种基因库。这里共
有 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

“鸭绿江珍宝之岸·长白山生态明
珠”，有“天然氧吧·养生福地”的美
誉。这里的山水林木均可入画，云
烟雨雪皆能入诗，人们耳熟能详的

《林海雪原》《五朵金花》《人世间》等
50 余部影视剧作曾在这里选景拍
摄，即使隔着屏幕，人们也能感受到
塞外江南的唯美诗意。

在这里，文旅融合为边疆小城
赋能。依山傍水的临江有浑然天成
的美景：偎依在老岭怀抱中鸟语花
香的溪谷，奇峰突兀、水曲九环的珍
珠门，云海奔涌、峰峦叠嶂的老秃顶
子，此生必驾的最美国道G331……

临江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积淀，自古
以来形成了以采伐、放排、放山采参
等为代表的长白山特色文化，满族、
朝鲜族等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
映，壮丽山河与异域风情在文旅融
合下大放光彩。目前，临江重点开
发景区景点 125处，形成了自然风
光游、历史文化游、红色边城游、异
国风情游、温泉度假游、冬季冰雪
游、休闲农业游、魅力城市游八大特
色旅游版块。春可看山花，夏能游
碧水；秋时赏红叶，冬来嬉冰雪，临
江已成为四季皆宜的生态旅游胜
地。

在这里，物华天宝，资源优势全
面释放。临江是大自然的自留地，
这里沟深谷长，林地广袤，河流众
多，是一座巨大的绿色资源宝库。
除了众多宝贵的林木资源外，更是
林下有参、沟里有蛙、塘里有鱼、遍

地是药材。全市有原麝、瓜鲵等野
生动物 250余种；山参、高山红景天
等野生药用植物 1000余种，是“中
国高山红景天之乡”和“国家北药基
地”；境内有大小河流 153条，温泉、
矿泉遍布，为百姓造福的“引泉入
城”工程曾备受关注；矿产资源已探
明和开采的有 46种，其中硅藻土和
炼镁用白云石储量及品位全国居
首，是“中国硅藻土工业城”和“中国
硅藻土产业科技示范基地”。

在这里，红色基因永葆活力，赓
续传承。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熔铸
了具有临江特色的“拒日设领”“东
北抗联”“四保临江”“抗美援朝”等革
命精神，并不断发扬光大，红色之旅
也成为临江特色旅游的名片之一。

在这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激
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临江市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精准施行“两减一优”

政策。“减时限”耗时更短。提高办
结时限、压缩办理环节，材料做到

“应减尽减”。2024年，共产生政务
服务事项 1703项，其中即办件 1039
件，占比61.0％，承诺件664件，已压
缩审批时限83.79％。“减材料”手续
更简。按照“能减尽减、能合则合”
的原则，将审批事项的基本信息、受
理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等要素
全部公开，实行全程透明化，不断精
简审批材料，不断简化办事手续。
在政务服务事项 1703项中，有 619
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共享减材料。

“优化流程”效率更高。推动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改革工作，实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统一窗口
出件”模式，推动多个部门、多个窗
口办理事项实现“一窗办结”。为企
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条件，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魅力临江：生态绿境 古韵今辉
李艳生 徐志宏

本报讯 张啸原 报道 月晴镇
位于图们市区南 10公里之地的图
们江畔，凭借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
化底蕴，将产业、文旅、品牌作为三
大关键支柱，努力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

以“一村一业”为基点，精准锚
定大米种植与黄牛养殖两大核心
产业。借政策引领之东风，凭资金
注入之动力，依技术革新之支撑，
产业发展高歌猛进。农民在合作
经营模式中，实现集中耕作与养
殖，施行精细化管理，力保绿色有
机大米与特色黄牛肉的卓越品
质。此创新模式，不但强效提升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更显著促增居民
人均收入，村集体经济总量近千万
元。在此基础上，月晴镇践行“党
建引领+产业富民”模式，经由“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等多元合作路

径，构筑高品质现代农牧业平台，
实现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
的华丽转身。岐新、白龙等村的环
境、产业及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品
牌效应凸显，吸引众多资金、技术
与人才汇聚。

依托“百年历史”文化底蕴以
及 G331 沿线的独特区位优势，将
边境大通道与本土文化融合，打造
出一系列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
牌。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与休闲农
业发展，促使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镇内众多旅游景区与“生态
康养”“民俗风情”等主题有机结
合，为游客带来缤纷多彩的旅游体
验。荣膺全国第二批“交旅融合发
展”示范案例，进一步充实了旅游
业态，提高了旅游服务品质。这种
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既让游客尽
情领略浓郁深厚的民俗历史文化

与乡土乡情，又能享受到更为便
捷、舒适的旅游服务，极大地提高
了月晴镇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
发展水稻种植产业。通过整合闲
置土地、兴建大米加工厂、组建股
份合作经营专业农场等一系列举
措，成功打造出有机水稻种植、生
产、加工及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
如今，月晴镇的“月晴水香”“月晴
水口”等大米品牌声名远扬，年产
值逾 150 万元。这种品牌化经营
模式，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更为村集体收入增加和农民
致富提供坚实保障。与此同时，
月晴镇积极推广“党支部+集体农
场+农户”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涌
现出杰满香、马牌大米等多个知
名品牌，进一步完善了农产品品
牌体系。

月晴镇：支柱产业兴 农民日子美

遗失声明
李术芹遗失残疾证，证号

22032319491116242312 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摩天活力城 KUMO KUMO

将 2025.1.1-1.31租金，收据号：
7713444，金额：91050.75 元；物
业费，收据号：7713445，金额：
9165 元；新增物业费，收据号：
7713446，金额：3948元；推广费，
收 据 号 ：7713447，金 额 ：2820
元。以上收据遗失，由此引起的
任何经济纠纷与摩天活力城无
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春市铭一广告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0MA7CJP4C63）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公 章（ 编 码
2201993120847）、财 务 专 用 章
（编码 2201993163822）、合同专
用章（编码 2201993037413）、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2201993269847）、法人章（编码
2201993074514）丢 失 ，声 明 作
废。

公告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新发街

风电路（龙海新城）二期不动产
登记：

李永海，16号楼 2单元 5层
5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84.98
平方米；

赵立新，16号楼 9单元 5层
5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112.56
平方米；

按照县政府一次性处理无
籍房文件要求，拟办理住户不动
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通榆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
出异议申请的，将按无籍房管理
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产登
记。

2025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