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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奏响发展交响曲
6月的东丰，满眼生机。
从县城到乡村，无论是项目施工现场还

是企业生产车间，干部群众抓项目、搞产业、
谋发展的热潮滚滚而来，一个个重大项目、致
富产业、民生工程加快推进，为东丰县高质量
发展奏响了最强音。

走进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项目
建设现场，各类工程车在工地上往来穿梭，焊
接声、切割声、锤打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
首“施工交响曲”；

在横道河镇驼腰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施工现场，机声隆隆，工程有序推进；

位于东丰县三合乡蚂蚁村的吉林省红动
饮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5条生产线同时作
业，洗瓶、灌装、贴标、包装等程序有条不紊地
进行；

……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东丰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得到全面提升。

打造发展强引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累计建设高标准
农田48.1万亩，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60.5万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3%，粮食生
产稳定在22亿斤阶段性水平。食用菌生产
规模达到8000万袋，羊肚菌设施发展到738
栋、40万斤。连续4年设立2000万元梅花鹿
产业发展基金，养殖规模日益扩大，产业层
次显著提升。

工业经济势头强劲。构建了“钢铁+冶
金建材”“梅花鹿+医药健康”“食用菌+农特
产品加工”“包装+轻工纺织”“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五大产业格局，工业增加值增速明
显。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启动“数字东丰”
建设，城市智慧水平不断提升。养鹿官山
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等建成运营，景点吸引
力、集聚度明显增强。杜鹃花谷、森林山庄
纳入“周游吉林”精品线路，四平村、一面山
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深化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做好改革“加减法”，努力为企业减负。
为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东丰县不断释

放改革红利，扎实推进“放管服”“最多跑一
次”、党政机构、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工作。
企业登记开办实现全程电子化，最短只需30
分钟。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市场
主体诚信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平台能级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
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载体平台、产城融合发展的推进区作用持
续显现，连续14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工业集中
区”，成功晋升为省级开发区。聚焦“有中生
新”做强存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涉鹿产业集
聚区，启动实施了“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
投园”项目，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

城乡“面子”越来越靓
民生“里子”越来越实

近年来，东丰县积极探索实施“东进、南
扩、西优、北储、中改”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
展格局不断优化，建成区面积达到17.9平方公
里。药业大街、江城大路等城区道路改造工
程相继完成，公铁立交桥投入使用，群众出行
更加便利。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进入全面融合阶段。

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高效推进。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实施“厕所
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等工程。成功创建“美
丽庭院、干净人家”5.7万户，家家比干净、户户
赛整洁的新风尚深入人心。

此外，东丰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补齐民生短板，创造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幸福生活。深入实施“就业创业”
工程，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员3.6万人。城市低
保标准提高到年6600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年4860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资源配
置更加均衡。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联合体，分
级诊疗制度不断完善。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 吉林日报记者董博赵蓓蓓

喜迎党代会 建功新时代
——吉林振兴这五年·走县域 看发展

东辽县：碧水清波交答卷
初夏的东辽河源头山树环绕，气候宜人，

两岸的滨河步道上，百姓们晨起锻炼，赏景拍
照，十分惬意。

城市因水而聚，发展因水而兴。近年来，
为偿还生态欠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东辽
县将东辽河流域治理作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
务和民生工程，坚持污染减排、生态扩容“两
手发力”，全力以赴统筹推进东辽河“从源头
到河清断面、从干流到支流、从河岸到河底、
从生活到生产、从治污到生态”的全流域、多
方位、立体式治理，东辽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2020年以来东辽河出境河清断面
水质常年保持四类水体标准。

强化源头系统治理
生态环境整体提升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杨木水库上游、三条
河流两侧，6.47万亩耕地进行集中连片流转，
重点建设生态农业、规模农业、精品农业、精
细农业、循环农业。通过调整源头农业结
构，不断强化监督、检查、管理，实现年减少
化肥用量3000吨，农药用量25吨。同时，大
力推动生态修复，在源头栽植柳树、梨树、水
曲柳、柞树、云杉等树木2500余亩2万余棵，
种植花卉200余万株，源头周边1公里以内全
部停耕并恢复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了源头的
水体水质。

着力强化源头设施提升。依托中德东辽
河源头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规划生态小镇、
绿色小镇、风情小镇、宜居小镇，加快核心区
地上、地下管网建设，形成闭环处理体系，重
点在两处街道规划建设集生态、绿色、休闲、
养生为一体的智慧农业生态小镇，按照水入
管、线入地、垃圾入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镇在林中、人在绿中、山水相依”的格局，
有效减少生产生活对辽河源头水体的污染，
全力保障东辽河源头水体安全。

着力推进源头环境改善。对辽河源全域
路网、田网、林网、水网、绿网及耕地进行统一
治理，实施了道路整修、河道治理、高标准农
田整治、柴草垛搬迁、河道插柳等工程，实现
了人与生态和谐共存，促进了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提高水体净化能力绿色屏障显效能

东辽县全面实施“三百工程”建设，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累计完成
造林29.71万亩、治河372.17公里、建田18.9万
亩。实施干流植被缓冲带建设，重点对水源
地周边的林间空地进行造林，建设水源涵养
林、生态经济林，提升整体绿化、美化效果和
生态保护功能，有效阻断了农业面源污染进
入东辽河。

启动人工湿地建设工程。在重要干支流
榆田河、东辽河老河身、杨木水库和聚龙潭水
库上游建成人工湿地11万平方米。在连泉河
进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试点，栽种沉水植物
15万株，有效改善了连泉河水质。在东辽河
干流建设2处11万平方米的潜流和表流组合
型及沉降型湿地。在大梨树河和小梨树河建
设潜流湿地8万平方米。全县湿地日可净化
河水5.4万吨，大幅提升了对河水的净化能力。

全力推进污染防治
改善流域水体质量

实施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流域
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和专业化养殖户污染
防治工作，采取财政奖补和养殖户自筹相结
合的方式，大力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
养殖污染防治设施1683座。实施县域内支
流、干流禁养区划定，对畜禽养殖规模进行严
格管控，有效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源，改善水体
环境质量。

加强城乡污水治理。完善县城污水管网
建设，实行雨污分流制，提高污水收集率，对
县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提标改造,达到了一级A
排放标准，日处理污水能力提升至2万吨。“七
镇一区”污水处理厂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日
处理污水能力达到7750吨，全县污水处理能
力大幅提升。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累
计改造厕所7610个。

东辽县不断增强东辽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责任感，进一步夯实责任、完善制度、强
化举措，实现东辽河水更清、岸更绿、河更畅、
景更美，全力推动东辽河治理迈上更高台
阶。 吉林日报记者董博庞智源

集安市：“特色产业+乡村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

善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
近年来，集安市认真贯彻落实我省“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依托良好的生态、文化资
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
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
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振兴发展态势，对
外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

人参、冰葡萄酒等特产，是集安人引以为傲
的旅游“名片”。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造
就出全国唯一以地域江河命名的葡萄产地——
鸭绿江河谷，并成为中国人参主产区之一。

来到位于河谷腹地的鸭江谷酒庄，300亩
开阔的葡萄园郁郁葱葱，风光旖旎。打造多元
化特色旅游，这里已成为集优质酿酒葡萄种植、
高端葡萄酒加工与销售、葡萄酒酿造技术研发、
葡萄酒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我们年产高中档‘北冰红’冰葡萄酒3万
瓶。庄园内还可以开展葡萄采摘、冰葡萄酒品
鉴、篝火晚会、野外露营等多种特色娱乐活动。
每年一度的‘冰酒节’，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
前来品鉴观光。”集安市鸭江谷酒庄有限公司有
关人员介绍说。

依托特产、旅游资源优势，集安市以优质
人参和鸭绿江河谷山葡萄为支柱产业，在增强
地方产业实力的同时，为旅游业提供农业观
光、休闲体验等配套服务，丰富旅游商品，增加
旅游收入。

不久前，总投资2.4亿元的吉林长白山人
参产业集群—化妆品人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
体项目完成施工，6条化妆品生产线即将全面
投入生产。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着力打造集安
人参化妆品品牌，拓展人参产业链深度，生产
的化妆品利用人参的根、茎叶、花、果等原料分
别提炼人参原液和人参精油，已研发7个品牌
580余款人参系类化妆品，做到了人参全株开
发。

益盛汉参产业园、清河人参小镇、鸭绿江
河谷山葡萄产业带、特色水果观光采摘园……
如今，以项目打造乡村旅游新引擎，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正不断壮大当地特色产业发展、释
放旅游资源潜力。

2021年，集安市人参精深加工产值占人
参加工产值的65%，精深加工产值达到27.7亿
元。山葡萄原酒加工转化率达到85%，年产值
达到1.4亿元。清河人参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
到35亿元。

着力打响乡旅特色品牌，集安市还打造一
批集农业观光、采摘、体验、度假于一体的休闲
农业示范点，拓展人参文化体验游，开发人参
产业园观光游项目，打响新开河“国参”、益盛

“汉参”品牌知名度。
在提升乡旅精品线路上，集安市建设多个

集休闲、观光、餐饮、体验等于一体的乡村生态
旅游点，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在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乡村民宿特色鲜
明，备受游客青睐，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的
增长点。目前全村有各类民宿85户，其中农
家乐8户、精品民宿12间、写生大院15户、普通
民宿50户。

“以前咱钱湾村的平房2万没人买。现
在，几十万没人卖。我们老两口一年就能挣6
万多。”钱湾村“老姜农家院”70多岁的老板姜
贵成高兴又自豪。

住乡村民宿、吃当地特色美食；春赏花、夏
消暑、秋采摘、冬赏雪……念起乡村旅游这本

“致富经”，钱湾村发展“天地”广阔。
在钱湾村夹皮沟，发展乡村旅游后，村里

还大力发展水果产业，修了路、发展了电商，带
领村民搞起了赏花节、采摘节，开发了果干、果
脯、水果煎饼等产品。

如今，集安市“特色产业+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创造的蝶变，正逐渐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
的新美画卷。 吉林日报记者隋二龙李铭

辉南县：匠心打造幸福之城
一条条便民道路通达顺畅，一栋栋新居

喜圆群众“安居梦”，一片片生态绿地赏心悦
目，一个个民生工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
著提升……

提升城市建设品位，打造美好人居环境，
辉南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道路改造、绿化亮化、
停车场建设等民生工程建设，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举措化作惠民利民的具体实践。

问需于民
老旧小区换新颜升级居民幸福感

来到辉南县朝阳镇安居小区，精致的规
划、整洁的环境，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有

“历史”的老旧小区。
“以前环境不好，我住一楼，荒草都快长

到窗户前了。现在你看，凉亭、长廊、绿化、健
身器材、停车位应有尽有，没事儿我就出来溜
达溜达，不出来也总得趴窗户欣赏一会儿
……”细数现在的变化，居民万继忠一脸满
足。

努力用“辛苦指数”换群众“幸福指数”，
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中，辉南县
坚持问需于民，变“群众套餐”为“群众点餐”，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019年以来，辉南县共对61个老旧小区
进行综合改造，改造内容涉及居民上下水、供
气、供暖、供电、通信、照明等项目。成立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专班，主动深入各街道与居民
面对面讲解改造计划，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制
定一小区一策略、一小区一方案，最大限度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

老旧小区改造后，辉南县实施“大物业”
管理模式，聘请物业公司对已改造完成的42
个老旧小区进行接管。

如今，老旧小区道路、绿化、供热、燃气、
健身器材等配套基础设施和环境焕然一新。
小区绿化养护有人管、治安管理有保障，社区
治理体系更加健全。老旧小区改造让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

统筹推进“大交通”畅通城市微循环

“我开出租车，辉南的变化真是天天看在
眼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道路畅通宽阔，去哪都
快了，也更安全了。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让
我们百姓每一天都在受益。”谈起家乡变化，
辉南县出租车司机李凤严竖起了大拇指。

路网连民心。近年来，辉南县把完善城
市路网当作民生大事，不断完善城市大交通
体系建设，公铁立交桥、建设大街、爱民大街、
南转盘等53条街路完成建设改造，城市承载
能力不断增强。

加速构建便捷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体
系，一系列工程建设高歌猛进：2020年，计划
用时42天的南转盘改造工程从开工到通车，
仅耗时22天；2021年，爱民大街、兴工路南
段、富强大街西段、建苑路、林业胡同等街路
相继竣工通车……

畅行辉南，路之变与城之变正互为映照，
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注脚。

精雕细琢
精致城市建设顺应百姓期待

坐拥青山绿水，静享幸福花开，民生工程
的不断延伸，带来的是辉南“城”的变化。

针对停车难问题，辉南县大力推进停车
设施建设，以城市“绣花”精神，利用拆违腾
地、迁腾退地和边角地、闲置地规划建设口袋
公园停车场，新建停车泊位。

2020年以来，一中中铁立交桥下停车场、
辉南县城区停车场、辉南县御龙苑南侧停车
场等9个新建停车场965个停车位相继开放
投入使用，做到停车环境与居住环境双优化。

加快国家级园林县城的创建步伐，辉南
县早夜市、人民公园陆续投入使用，绿地、广
场全面开放，城区新增绿化面积60.9万平方
米，内河岸线生态复绿10.8万平方米，城市面
貌和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宋佳明吉林日报记者隋二龙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