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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中提升，筑牢绿色
屏障的生态功能

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嫩
江因地势转折东南而形成的天
然港湾湿地。 自 1992年建成以
来， 一直发挥着城市绿色屏障
的重要作用。

然而， 受干旱气候影响，嫩
江水位逐年降低， 湾内泡沼沟
塘几乎全部干涸， 动植物种类
锐减， 大片滩涂被农民开垦成
耕地， 导致土地荒漠化和水土
流失日益严重， 生态环境逐年
恶化。

生态是嫩江湾湿地的命脉，
保护与恢复湿地刻不容缓！

2015 年， 大安市开启了嫩
江湾湿地保护提升工程。“工程
采用传统的原生态河岸驳坎方
式，清淤疏浚、扩湖引水，尝试
营造大水面、浅滩、沼泽和水草
地等形式， 让嫩江湾恢复往昔
的碧波荡漾、水草丰茂。 ”大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曲
树胜全程参与了工程建设，对
湿地的变化了如指掌。

站在观光石桥上，曲树胜向
记者介绍着提升工程的设计思
路：“围绕环形水系， 建设全长
7.5 公里慢行亲水观光步道，构
建综合服务区、 城市文化展示
区、生态水岸区、休闲游乐区、
园林景观区，形成‘两环相绕，
五区互动’的特色景观带。 ”

在湿地景观营造上， 景区
规划以湿地生态保护为设计前
提， 以实施嫩江湾湿地恢复保
护与旅游开发工程为主线，整
个公园分为湿地保护区、 湿地
生态功能展示区、湿地体验区、
服务管理区、 生态缓冲与控制
区。“将嫩江湾湿地中生态环境
较好、最精华、最具特色的区块
实行相对封闭保护， 保留原有
芦苇、香蒲、塔头草等独特的湿
地植物群落， 在此基础上设计
景观建筑、游憩设施。 ”曲树胜
说。

通过工程建设，收回恢复嫩
江湾湿地 4.57 万公顷， 建设了
两处湿地引水调节闸，丰水期根
据需要控制湿地用水，枯水期提
水补给。 目前，湿地恢复保护已
初见成效， 野生植被恢复良好，
白鹤、灰鹤等 20 余种野生珍稀
候鸟重返觅食、筑巢繁衍。 阔别
32 年的鸬鹚又飞抵嫩江湾，数
量达上千只，栖息长达 28天，史
上从未有过这种南方特有动物
成群到此，可谓奇观。

绿化美化也在同步进行。栽
植乔木、 花灌木、 各类花卉、芦
苇、菖蒲等，丰富绿化层次，提升
景观效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北
方植物园，做到三季有花、冬季
有绿、景色各异的植物景观。

还湿与“保湿”并重，嫩江
湾湿地外滩治理成效显著

还湿更要“保湿”，治沙就

是“保湿”的关键。
嫩江湾，拥有 29 平方公里

的外滩湿地面积，对“保湿”发
挥关键作用。 过去，由于开垦荒
地、放牧，私自围坝蓄水，造成
湿地严重退化、沙化。 据统计，
沙化平均每年推进百米以上，
严重影响城区环境并导致湿地
环境恶化。

由此， 以解决沙化问题为
核心的嫩江湾湿地外滩综合整
治工程于 2016 年拉开帷幕。

为此， 大安市重点实施了
嫩江湾湿地生态庇护提拔工
程。 工程分为嫩江湾湿地庇护
提拔工程和嫩江湾湿地外滩分
析管理工程两部分， 收回四棵
树、大赉乡、红旗饲养场“两乡
一场”滩地进行退耕还湿，共收
回滩地面积约 2700 公顷，植树
造林 2.5 万亩， 栽植沙棘 8200
亩；草原治理 2.76 万亩。

采取禁止放牧、禁止耕作、
禁止渔猎等保护措施。 并计划
用 3 年时间完成外滩的治沙、
理水、生态恢复等建设任务。 通
过建设阻沙带、扩湖蓄水、建设
生态景观岛、疏通河道，使湿地
内蓄水面积达到 10.5 平方公
里。

组织多部门彻底解决外滩
违章建筑、 非法渔牧和沙化侵
蚀等生态破坏问题。 目前，沙化
区域管理初显成效， 原始天然
风景获得再现， 实现生态与文
化彼此交融、 保护与发展相得

益彰。
如今， 嫩江湾外滩综合治

理成效非常明显， 已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原始自然风光得
到再现，野生植被恢复良好，野
生动植物品种增多。 青蒿、香
蒲、苔草、塔头草等多种植被已
恢复，湿地内蛙类随处可见，有
大量野鸡、野鸭、鹌鹑，水鸟和
土燕子成群飞翔，珍稀的白鹤、
灰鹤、白鹭、苍鹭停驻觅食、筑
巢繁衍。

整合生态优势，释放生态
红利

刚刚闭幕的中国大安嫩江
文化旅游节， 创下单日游客 8
万人（次）的纪录，活动期间累
计入园人数达 27.7 万人， 直接
拉动消费近 1 亿元， 实现了旅
游搭台、文化唱戏、产业增势的
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 大安市充分发挥生态
资源优势，整合旅游要素，探索
发展路径， 呈现出生态旅游产
业日渐繁荣态势。 嫩江湾宣传
片在央视一套《大美中国·瞰
秋》系列节目中播放，荣获“大
美中国网络人气奖”和“最美收
获地”两项殊荣。 这些荣誉坚定
了大安市发展生态旅游的信
心。

打造高端景区， 吸引四方
游客，拓展市场，是确保生态旅
游大发展、 快发展的有力支撑

和有效保障。 大安市依据本地
旅游资源分布和特点， 结合旅
游市场发展趋势，着力构建“一
区两带三镇”旅游布局。 加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旅游投
资力度，打造湿地观光、避暑度
假、养生养老、冰雪体验等旅游
品牌，配套开发观光农业、文化
体验、康体养生等精品业态，彰
显生态优势， 开发推介以生态
认知、生态教育、生态体验为主
要特色的旅游产品，催生“磁场
效应”。

大安市文化底蕴深厚,文
物古迹众多， 民间民俗文化丰
富多彩，是辽代皇帝举行“春捺
钵”活动次数最多的地方。 大安
市秉承“旅游 + 文化”理念，将
文化与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有效
融合，精心打造了公益跑、风车
节、垂钓赛、菊花展、冰雪迪士
尼等文旅活动吸引游客， 近 3
年游客以每年 20%的速度增
长，2018 年游客接待量突破
120 万人次， 来自俄罗斯、韩
国、日本等境外游客达 6.8 万人
次，占游客总量的 5.6%。

从昔日沉寂的老坎子到如
今人气爆棚的嫩江湾， 有赖于
大安市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与
修复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挖
掘与整理， 特别是实施三大工
程治理生态， 交出生态保护与
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大安答
卷”。 / 吉林日报记者 陈沫
实习生 陈卓

9 月， 吉林大地金浪铺排，
新时代农业发展气象万千。

汪清，这一举国闻名的“木
耳之乡”，正安然坐定于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东北部， 书写着气
势磅礴的扶贫攻坚、 乡村振兴
的时代篇章。

从前的“黑木耳千担县”，如
今的“全国食用菌优秀基地县”

“全国食用菌行业十大主产基
地县”“国家级食用菌安全出口
示范区”，经验、文化的积淀与
新时代的奋进， 形成了一种历
史的相遇， 构成了吉林产业振
兴最细腻也最磅礴的起笔。

栽培总量 6.5亿袋！
产量 3.5万吨！
产值 34亿元！
汪清黑木耳， 已然成为当

地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 乡村
振兴的希望产业、 持续长久的
富民产业。

思变！“老少边穷”的腰包
“鼓起来”

汪清县地处长白山林区，
“老少边穷”“八山一水半草半
田”的现实情况和特殊地貌，极
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农村发
展。 2015 年底，汪清县全县共
有贫困村 74 个，贫困人口多达
22759人。

如何富？怎样富？成为一道
历史难题。

思变！ 寻变！ 变中求新！ 一
直以来都是吉林省发展和进步
的重要动力源。

几年来，汪清县勇于求变、
积极转变、务实谋变，找到破解
发展难题的方法， 开辟改革发
展的新路。

为了彻底摘掉“贫困”标
签， 汪清县利用县域内典型的
冷凉气候、昼夜温差大、空气湿
润、 森林覆盖率高等适宜黑木
耳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气候条
件，大力发展黑木耳产业。 菌包
培育、菌质检测、菌类种植、菌
袋回收……在全县打造一条完
整的产业链。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合
流，既回应了人民呼声，又顺应
了市场需求。

目前， 汪清县全县近 4 万
人从事木耳采摘等相关产业，
占全县有劳动能力农业人口的
52.6%。 黑木耳专业镇达到 5
个、种植村 121 个，百万袋以上
村 65 个， 栽培总量达到 6.5 亿
袋， 产量 3.5 万吨， 产值 34 亿
元，黑木耳已经发展成为“多镇
一品”“数村一业”的富民产业。
在木耳等脱贫产业带动下 ，
2018 年汪清县贫困发生率下

降至 3.3%。

求新！农业发展释放新动能
时代出卷，人民阅卷。 农业

大省吉林，始终走在“赶考”的
路上。

怎样释放农业发展新动
能？ 如何以产业发展撬动乡村
振兴？

汪清县在变中求新、 变中
求进中趟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狠抓标准化建设， 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树立行业标杆，打
造地方品牌， 建设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 加快产业循环发展
……汪清县一系列举措， 持续
加大扶持力度， 促进黑木耳产
业快速壮大。

政策利好， 木耳产业逐渐
壮大，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来到
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

在天桥岭镇桃源小木耳产
业园，一排排现代化的菌房、一
间间规范化的车间， 让人耳目
一新。自动上下架机、无人 AJA
叉车……一台台机械化的设
备， 将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
放出来。

产业园负责人孙永芳介
绍，比起以前“小弱散”的菌包
培育，机械化、集中化生产不仅
可以通过减少人工接触提高

“菌宝宝”的质量，也为农民提
供了更好的致富途径， 为当地
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从前只靠种地维持生活，
现在， 在这里打工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元，生活品质有了很大
提高。 ”汪清镇三河村村民孙红
梅告诉记者。

突破！寻求乡村振兴新跨越
乡村振兴是一场硬战，更

是一场持久战！ 汪清县的穷则
思变、变中求新，变中突破，仅
仅是吉林农业农村发展的小小
缩影。

在汪清县桥岭镇天桥岭
村，连片的青杠椴木上，沐浴在
阳光中的黑木耳正如花般朵朵
绽放，焕发生机。

贫困户张廷贵正看着工人
们采摘木耳， 脸上露出幸福的
笑容。“今年雨水好，木耳丰收
了， 估计这 8 万袋木耳能赚七
八万元钱。 ”张廷贵的语气里是
满满的获得感。

在口山村， 木耳栽培户已
达到 60 户， 栽培量 550 万袋，
产量 55 万斤，产值 1650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仅木耳一项就达
到 8300元。

近年来， 汪清县正为产业
发展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推

动黑木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资金保障、原料保障、土地保
障、 人才科技保障方面以及质
量保障、风险防范方面，实现变
中突破。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随着木耳产业的发展， 越来越
多的废弃菌袋儿产生。 为了防
止废弃菌包中的杂菌对周边生
态造成影响， 避免燃烧形成的
二次污染，2017年，汪清县超前
进行了黑木耳全产业链条设
计。 并通过与掌握 HPS有机固
体废弃物循环化处理技术的上
海环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
约， 制定了总投资 1.5 亿元，占
地面积 41992 公顷，年处理 20
万吨日处理 500 吨木耳菌渣项
目，顺利填补了这项空白，以绿
色、有机、无污染的方式，高效
完成黑木耳经济闭合产业链的
最后一环。

汪清小木耳， 做成了兴旺
的大产业，提振了发展动力、释
放了政策红利、 挖掘了生态潜
力、积淀了文化实力。

知微而见著！
如今， 在东北广袤的乡村

热土上，吉林，正以妙笔丹青书
写出更多更恢弘的农业现代化
篇章。 / 吉林日报记者 孙翠翠
实习生 林冬雪

一湾清水入城来
———大安市嫩江湾坚持生态保护走“金山银山”之路

小木耳撬动大产业
———从汪清县木耳产业发展看我省乡村振兴之路正当时

吉林西部，嫩江之南。
九月的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碧空如洗，蒲苇繁茂。
这里距离城区只有短短的一公里，生活在城中，也可享受到一湾清水带来的惬意舒畅。
这几年，大安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吉林视察时的殷殷嘱托，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嫩江湾进行提升、保护、开发，让原始天然风景获得再现，实现生态与文化彼

此交融、绿色与经济配合成长的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