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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五谷丰登，盼国泰民安。 9月
23 日上午，为庆祝第二个农民丰收
节的到来，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吉林集安·清河野山参节在中国·清
河澳洋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拉开帷
幕。

今年的活动独具匠心， 采取主
会场加分会场的模式，三个分会场
分别为五女峰林下参现场采挖分
会场；豆谷离宫人参美食节分会场；
名优特产品展销分会场。

在名优特产品展销分场， 工艺
品、酒类、化妆品、保健品、人参、蜂
产品、 特色水果、 特色旅游产品等
400余种产品集体亮相，种类丰富，
极具特色，人参酒、人参保健品、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等备受大家喜爱。
一旁的参王评选大赛现场， 人声鼎
沸， 经过激烈角逐， 共评选出野山
参、移山参、园参三大类五种参王，
其中生晒野山参参王重量 15克，源
自深山之作，造型巧夺天工，竞拍预
估价格 600万元以上； 一株六斤重
的鲜园参被广东客商以 328万元的
高价拍得。

集安自古以来就是“百草之王”
人参的主产区， 传承着 1700 年的
人参应用历史与 500 年的人工栽
培历史，素有“国参故里”的美誉。
“集安清河野山参”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人参品质代表长白山人

参最高档次， 是世界最优质人参产
区。

弘扬人参文化，享用人参美食。
作为此次丰收节的分会场，2019 集
安人参美食节也随之拉开帷幕，来
自 15 家餐饮企业的 30 位烹饪大
师，现场精心烹饪三大系列 15道人
参盛宴。

集安人参蜜香猪， 鸟巢人参
果，人参狗肉煲，老参王炖牛尾，参
香煲乳鸽，金丝绣球人参，浦汁山
药扒参片……一道道精美的人参
菜品造型各异，颜色艳丽，让现场
观众由衷佩服大厨们精湛的厨艺
和新颖的创意。 充分展示出人参产
业和人参产品开发的强烈吸引力
和广阔前景， 对弘扬人参文化，挖
掘人参文化内涵，树立人参文化品
牌， 推动人参药食同源的理念，促
进人参产业快速健康发展都将产
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经过激烈角逐，鸟黛人参
果、金猴献宝人参果、人参鸡豆花获
得一等奖；浦汁山药扒参片、玉满人
参富贵花、滋补人参鹿肉、老参王炖
牛尾、什锦人参火锅、集安人参蜜香
猪获得二等奖；金丝绣球人参、白乌
鸡荣人参柳、胭脂人参虾、参香煲乳
鸽、人参狗肉煲、人参鸡汤获得三等
奖。

/记者 王耀辉 报道

集安的秋色五彩缤纷
集安的丰收“百花齐放”

9月21日上午9点，辽源市二战
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遗址
广场上庄严肃穆。 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暨“大
道同行”吉林省巡展启动仪式在这
里举行。

仪式过后， 来自全国政协、省
政协、省委宣传部、省侨联、辽源市
的有关领导， 以及驻辽部队官兵、
公安干警、青年学生、市民代表300
余人一起参观了高级战俘营展览
馆。 此次展出的藏品中，有中华海
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陈守仁先生捐
赠的300多件珍贵展品。
上午10：30， 与会嘉宾一同前往辽
源市博物馆参观《大道同行》展览。

本次展览分为5个部分，通过近
500幅图片和70余件实物， 全面回
顾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后，民主人士和各界代
表人物积极响应，从香港、国统区
和海外秘密奔赴解放区的过程。

展出过程中， 不少市民纷纷走
入展厅，在重温历史的同时，感叹
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重温历史汇聚发展力量，此次
活动也为辽源市广大党员干部提
供了一部生动的红色教育教材，为
全市人民展现了一幅宏伟的历史
画卷。

23日上午，《大道同行———从
“五一口号” 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
回顾展》吉林省巡展吉林站，在吉
林市世纪广场举行展览开幕式。 省
政协、省委宣传部、省侨联、吉林市
相关领导，以及全国政协（十二届）
海外列席代表出席开幕式，中小学
生及群众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开
幕式。

通过展览，观众对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开展协商建国的恢宏历
史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同时增强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责任
感。

吉林市政协负责人表示， 此次
展览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展陈， 其展
览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 /吉林日报记者 庞智源 李金铭
实习生 姜岸松报道

重温历史脉络
共聚发展力量
《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
回顾展》吉林省巡展活动在辽源吉林举行

碧波浩渺、水鸟翩翩，稻丰
鱼肥。

9月的查干湖，使人沉醉。
一年前，正是在这样难忘的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查干
湖， 一路前行， 一路殷殷嘱
托———

“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就是
金山银山。 ”

“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
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 ”

“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生
态旅游相得益彰， 要坚持走下
去。 ”

……
谆谆嘱托，殷殷期盼。
一年间， 这片热土牢记嘱

托，落实于行。 不断擦亮查干湖
这个“金字招牌”，奋力谱写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树立“大查干湖”思维，擘
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美
丽蓝图

秋风轻拂查干湖，湖面波光
粼粼。 蓝天下，风力发电机洁白
巨大的叶片缓缓转动， 堤边一
簇簇芦苇摇曳着， 湖畔层层叠
叠的花群向远处铺展，远处，一
群群野鸭在水面上游弋， 泛起
阵阵涟漪……

“这几年，查干湖水质好了，
一网下去最多能打 30 万斤，鱼
又大又肥， 大的都有 40 多斤，
这是查干湖生态保护的见证
啊。 ”查干湖渔猎文化第 20 代
传承人张文黝黑的脸上写满幸
福与期望。

不了解查干湖的过去，就听
不懂张文的感慨。

如今物产丰饶的查干湖，一
度曾因缺水由近 500 平方公里
缩小到 50多平方公里。 松原实
施了历时 8 年之久的“引松工
程”，打造出一条“黄金水路”。
全省启动了“河湖连通”工程。
松原市通过哈达山水库向查干
湖供水， 使查干湖水体三年转
换一次，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
保护。

2018 年 9 月 26 日，查干湖
迎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查
干湖，了解生态保护情况，听取

“河湖连通” 工程总体情况介
绍， 察看水域保护和污染防治
状况。

“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
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 ”循着
这一思路， 查干湖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再一次吹响生态新号
角， 做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
游相得益彰的先行者、 示范者
和引领者。

生态优先，规划先行———松
原市成立了查干湖生态保护与
发展委员会、 生态保护专家咨
询委员会、 生态保护研究中心
和 5 个专项推进组，修订了《查
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
编了《查干湖生态保护开发总
体规划》，编制了《查干湖生态
旅游发展规划》，为查干湖保护
提供了科学遵循和有力指导。

恪守底线，不越红线———在
旅游开发和项目建设上严格遵
循“三个不上”原则，即：凡是工
业项目一个不上， 凡是污染类

项目一个不上， 凡是有潜在环
境风险的项目一个不上。 目前
谋划包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
项目 29个，总投资 95.88亿元。

做好生态保护“加减法”
———杜绝生活性污染， 控制农
业性污染。 新建的“吃、住、行、
购、娱”项目，全部摆放在湖岸 8
至 10 公里以外区域，最大限度
减少湖区生态压力； 大力推进
西部供水前郭片区工程建设，
该工程主要是修建查干湖至库
里泡 6.7公里泄水渠。建设查干
湖生态水岸工程、 生态隔离保
护带、 湖滨带生态围塘固化等
项目 16 个，建成生态水岸工程
2.4万延长米。

……
眼下， 查干湖区域方向明

确、 路径清晰———以哈达山水
库为主要水源， 以查干湖为龙
头，以吉林西部的“大查干湖生
态经济群落”为重点，构建以现
代农业为基础， 以特色农产品
深加工、绿色制造业、商务物流
为支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形成
“东有长白山、 西有查干湖”的
两道全省生态屏障， 成为我省
西部辐射东北经济区的具有高
效生态经济特色的重要增长区
域。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让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在前郭县查干湖镇妙音寺
村，上百公顷的耕地，距湖边不
到 200 米， 往年种满了高粱和
大豆，如今却是蒲公英的天下。
远远地， 微风轻拂着的蒲公英
郁郁葱葱，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由合作社对土地统一规划，今
年第一年种植蒲公英， 环保无
公害，从长势来看，收益应该不
错。 ”妙音寺村农民张宝全脸上
漾开了笑容。

而在查干湖旅游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王凤林的眼里，这
蒲公英不仅能致富， 更是查干
湖人坚持保护生态和污染防治
的生动体现。

“查干湖周边实施退耕还
林、还湿、还草工程，计划用三
年多时间退耕 4866公顷。 退耕
之后， 调整了附近村屯的种植
结构， 还大幅消减了查干湖周
边农田的化肥、农药使用量。 目
前已退耕 1500 余公顷，消减农
药、化肥使用量 46%，有效促进
了查干湖区域生态环境的持续
改善。 ”王凤林说。

值得一提的是， 马营泡面
源污染拦截治理工程正在有序
推进。 工程投入使用后，可拦截
来自马营泡周边油田、村镇、农
田的面源污染， 以及嫩江洪水
倒灌产生的大量受污染水体。

在这场攻坚战中， 查干湖
还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县、乡、
村三级湖长责任体系全覆盖，
同时成立巡查队和保洁队，强
化日常巡查和保洁， 做到垃圾
日产日清。

“村级湖长不是官，但责任
比山大。 ”村级湖长张雪峰告诉
记者，他不但要当好河（湖）长制
工作的“宣讲员”、河湖日常管护
的“巡河员”，还要当好水环境治

理的“监督员”。
高效推进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 其中，吉林油田在缓冲
区内的 29 口油水井已完成封
井、恢复地貌等工作。 查干湖自
然保护区内 117 公顷水田退耕
问题彻底销号。

“从前是有什么就捞什么，
渔网越织越密，想捞更多的鱼。”
张文说，现在 1寸的细眼渔网都
被改成了 6寸，今年渔场还首次
划定了禁渔区。

“良方”层层递进，效果步步
显现： 查干湖年产芦苇 3万吨、
鲜鱼 6000 吨以上，保护区内现
有鸟类 239 种、 野生植物 200
余种。

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
游相得益彰，描绘出人民
幸福生活的底色

如今的查干湖， 水清岸绿、
鸟鸣鱼跃凝成“金字招牌”。而和
生态一样变得有滋有味的，还有
查干湖区域百姓的好日子。

“到渔家乐吃鱼入住的客
人越来越多,一年下来收入有
30 多万元，总觉得这日子过得
越来越有奔头。 ”踏进查干湖

“老关东渔家乐”，正在忙乎的
老板娘尚影这样对记者说。

让尚影开心的，不仅是在家
门口就能赚到钱， 在鸥鸟翔集、
鱼肥水美的环境下，更是感受到
了诗意的栖居。

在查干湖人的心中， 生态
渐 渐 不 再 是 一 个 抽 象 的 概
念———污水管网从每一户农家
乐、宾馆延伸至污水处理厂，油
烟净化装置覆盖了所有餐饮企
业， 厕所改造和防渗漏化粪池
等举措极大增加了百姓获得
感，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

目前，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
区围绕“春捺钵、夏赏荷、秋观
鸟、冬渔猎”,以举办开湖鱼美食
节、民俗文化旅游节、湿地观鸟
节、冬捕节等各类节庆活动为抓
手， 重点打造四季的查干湖、世
界的查干湖。 连年的“查干湖冬
捕”， 更是以传统的捕捞方式吸
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查干湖
中共有鱼类 60 多种，每年可提
供 6000 吨鲜鱼。 除了线下销
售，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销售
量占到了 60%。

2018 年， 查干湖接待游客
21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19.2亿元。 今年上半年，接待游
客人数达到 246 万人次， 旅游
综合收入实现 21.6 亿元， 均增
长 194%。

而正在规划建设的查干湖
生态特色小镇、查干湖旅游港等
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将不
断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促进生态
旅游提档升级，推进查干湖加速
向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级开发
区迈进。

当夕阳的余晖倾洒在一望
无际的湖面上时，我们告别了查
干湖。 在这里，我们收获且震撼
的，是“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
游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展望
且坚信的，是查干湖将继续用生
态彩笔绘就绿色发展的澎湃未
来。

/吉林日报记者 杨晓艳报道

守护绿水青山
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
———查干湖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纪实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