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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津镇位于东辽县东南部，距东辽县
城 30公里，幅员面积 192平方公里。近年
来，渭津镇坚持“工业强镇、产业引领”的发
展原则，科学决策抓重点，改进方法抓难
点，齐心合力抓热点，攻坚克难抓亮点，力
促工业经济上水平、出成效、创特色。

渭津镇共有企业40余户，河口工业园
区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现有企业8户，东
岳重工、鑫辉药业、轩鹤饮品、金刚水泥等
企业纷纷落户。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加工、
生物制药、饮料制造、建筑建材四大支柱产
业。2020年，镇域生产总值38.35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达到 4亿元，实现税收 7500万
元，占全县税收总额的26%，农民人均纯收
入171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9500元。被
评为辽源市唯一的国家小城镇综合改革

“试点镇”、吉林省“工业小区”、吉林省配套
改革“十强镇”、吉林省经济改革“中心镇”、
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镇”、国
家城镇化建设“重点镇”。

对标新高度、明确新思路，突出一个
高标准建设规划

委托浙江经略设计公司编制《渭津镇
特色小城镇规划》，就特色小城镇建设、产

业、文化、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等进行专
项规划。目前，经过几轮和编制单位实地
踏查论证，规划的思路更加清晰、更加完
善。明确以完善镇区中部核心功能为“一
核”，以发展 303国道、渭磐线和渭山线沿
线产业为“两轴”，壮大以建筑产业园区、
河口工业园区、农副产品加工园区为目标
的“三区”总体发展格局。

实施新举措、取得新发展，打造一个
现代化产业集群

建设特色小镇必须要有产业作支
撑。渭津镇将立足现有产业资源，主动融
入全市“2115555”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今年，将重点推动鑫石玻璃
纤维年产5000吨高性能玻璃纤维项目，改
造利用宏达特种设备原有厂房，建成玻璃
纤维拉丝车间、捻线车间、成品包装车间
和织布车间等四个主要车间。深入推进
格林兰德工业危废彻底减量化、无害化处
置，轩鹤啤酒饮料24000瓶/小时瓶装生产
线，鑫辉药业收购德瑞药业认证生产等项
目，以东北首家的玻璃丝纤维项目建设玻
璃丝纤维产业园，带动全镇传统工业产业
转型发展，力争一年有规模、两年可达产、

五年建集群。同时，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
业作用，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绿色蔬菜等
棚室经济，打造休闲民宿采摘基地。

创造新风貌、构筑新环境，打造一个
特色化生活空间

建设特色小镇离不开完备的基础设施
配套和优美整洁的人居环境。渭津镇着眼
增强承载功能，持续整合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积极提高城镇品质。目前，四梅铁
路、集阿公路、集双高速均在镇内通过。全
镇20个村均实现“村村通”水泥路，镇区内
道路总长6.5公里，已初具小城市规模。正
在建设的津水名苑和津旺新城两个小区
20万平方米，可解决 2500户 7000多人入
住。项目完成后，将及时整理土地指标，启
动征地拆迁工作，建设津水公园、文化广
场。实施镇区自来水入户工程，结束渭津
城镇居民吃“透河水”的历史。统一设计、
重新打造镇区楼体外立面改造，形成风格
统一、特点鲜明、功能完善、品质突出的现
代化特色小镇。渭津镇将在市委、市政府，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发扬大胆
创业、勇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将渭津打造成
辽源工业“第一镇”。

中德农业示范区全程机械化中德农业示范区全程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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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资源配置 激发内生动力

坚持规划引领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中共渭津镇委员会 渭津镇人民政府

辽河源镇作为东辽河发源地辽河源镇作为东辽河发源地、、市区饮用水水市区饮用水水
源地源地、、辽源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辽源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全国生态全国生态
农业特色小镇农业特色小镇，，肩负着树立生态环保标杆和率先肩负着树立生态环保标杆和率先
实现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实现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

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
近年来近年来，，辽河源镇积极落实辽河源镇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地””战战

略略，，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路网优化路网、、
渠网渠网、、河网河网、、田网田网、、林网林网，，改善农田小气候改善农田小气候，，增强种增强种
植业防洪抗旱能力植业防洪抗旱能力。“。“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辽河源镇争辽河源镇争
取基本农田建设资金累计近取基本农田建设资金累计近33亿元亿元，，建成高标准建成高标准
农田农田 1818..55万亩万亩，，占全部基本农田占全部基本农田（（1919..66万亩万亩））的的
9494..44%%，，为农业稳定高产打下良好基础为农业稳定高产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同时，，辽辽
河源镇持续关注黑土地保护工作河源镇持续关注黑土地保护工作，，在科技园区内在科技园区内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点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点，，支持旅美土壤学支持旅美土壤学
博士张朝晖带领翠京元农业研究院进行土壤微博士张朝晖带领翠京元农业研究院进行土壤微
生物改良生物改良22万亩万亩。。

抢抓生态环保项目抢抓生态环保项目，，引导农牧行业健康发展引导农牧行业健康发展
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帮助下，，

辽河源镇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辽河源镇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和环保健康养殖和环保健康养殖，，着力破解种植着力破解种植
业业、、养殖业环保瓶颈养殖业环保瓶颈，，努力实现农努力实现农
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在种植在种植

业方面业方面，，中德园区集中流转耕地中德园区集中流转耕地66..44万亩万亩，，引进市引进市
中医院中医院、、翠京元翠京元、、东艺集团东艺集团、、磐石龙丰磐石龙丰、、佳焱农业佳焱农业
等企事业单位等企事业单位1212家家，，开发甜糯玉米开发甜糯玉米、、有机杂粮有机杂粮、、绿绿
色水稻色水稻、、工业大麻工业大麻、、中药种植中药种植、、食用百合食用百合、、柞蚕涵柞蚕涵
养林等万亩有机种植项目养林等万亩有机种植项目77个个，，年减少化肥使用年减少化肥使用
量量30003000吨吨、、农药使用量农药使用量2020吨吨。。在养殖业方面在养殖业方面，，推推
行绿色健康养殖行绿色健康养殖，，严控畜禽粪污排放严控畜禽粪污排放，，加强养殖加强养殖
业规范化管理业规范化管理，，配齐健康养殖基础设施配齐健康养殖基础设施，，建成储建成储
粪池粪池、、沼气池等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沼气池等畜禽粪污处理设施203203处处，，有机肥有机肥
厂厂11座座（（可年产有机肥可年产有机肥33万吨万吨）；）；积极探索农牧循积极探索农牧循
环生产模式环生产模式，，引导庭院养殖户将畜禽粪污进行堆引导庭院养殖户将畜禽粪污进行堆
肥无害化处理和还田利用肥无害化处理和还田利用。。

坚持科技兴农战略坚持科技兴农战略，，提高生态农业科技含量提高生态农业科技含量
辽河源镇坚持科技兴农理念辽河源镇坚持科技兴农理念，，通过设立院士通过设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专家工作站、、为科研机构提供基地为科研机构提供基地、、合作申报科合作申报科
研项目研项目、、示范推广科技成果等方式示范推广科技成果等方式，，不断深化与不断深化与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省农科院省农科院、、吉林农大等科研吉林农大等科研
院校的交流合作院校的交流合作，，邀请邀请4040多位教授多位教授、、研究员级别研究员级别
专家来镇考察专家来镇考察，，合作开展农业研究合作开展农业研究300300余项余项，，并建并建
成占地成占地11001100亩的中国科学院辽河源生态农业研亩的中国科学院辽河源生态农业研
究与示范基地究与示范基地（（工程实验室工程实验室）。）。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促进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生态农业示范区的健康发展使辽河源的水生态农业示范区的健康发展使辽河源的水
更清更清、、山更绿山更绿、、景更美景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辽河源发展休闲农业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辽河源发展休闲农业、、观观
光农业光农业、、乡村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乡村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以吉林以吉林
省星源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为投资建设主体省星源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为投资建设主体，，积极积极
布局生态旅游产业布局生态旅游产业，，谋划实施了稻田生态文化体谋划实施了稻田生态文化体
验基地验基地、、田雨田雨··德国风情小镇德国风情小镇、、东辽河寻源之旅等东辽河寻源之旅等
99大文旅项目大文旅项目，，争取建设资金争取建设资金60006000多万元多万元。。

坚定绿色发展理念坚定绿色发展理念，，凝练生态农业发展方向凝练生态农业发展方向
““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辽河源镇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辽河源镇将继续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进的工作总基调，，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化。。强化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的角色定位强化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的角色定位，，
继续为农业新品种展示继续为农业新品种展示、、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应用、、新理念研新理念研
发提供广阔平台发提供广阔平台，，扩大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农业投资规模，，补齐农产补齐农产
品产业链品产业链，，擦亮中国北方生态农业示范区的金字擦亮中国北方生态农业示范区的金字
招牌招牌。。以智慧农业示范镇创建为契机以智慧农业示范镇创建为契机，，以东艺万以东艺万
亩稻田亩稻田、、中科院数码农场为试点中科院数码农场为试点，，构建智慧农业构建智慧农业
物联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提升农业自动化提升农业自动化、、智智
能化水平能化水平。。发展生态旅游发展生态旅游，，积极打造以积极打造以““安北梨安北梨
花谷—辽河稻田风光—康宁大榆树—英武德国花谷—辽河稻田风光—康宁大榆树—英武德国
小镇—中科院科研基地—大架山果蔬采摘小镇—中科院科研基地—大架山果蔬采摘””为主为主
线的辽河源生态观光旅游专线线的辽河源生态观光旅游专线。。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中共辽河源镇委员会 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吉林现代生态农业的辽源样板打造吉林现代生态农业的辽源样板（（三三））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远近闻名的小四平金红苹果富了果农腰包远近闻名的小四平金红苹果富了果农腰包

辽河源生态农业示范区辽河源生态农业示范区
小四平镇位于东丰县西南部，幅员面积 214.3

平方公里，下辖16个行政村、116个村民小组，总人
口2.2万人。2019年，全市特色小城镇建设元年以
来，小四平镇围绕“皇家鹿苑发祥地”的底色，突出
大煎饼和干豆腐等农特产品的特色，全力打造“将
军故里”和“金红苹果之乡”红色旅游小城镇，被评

“吉林省特色旅游名镇”。
注重做好顶层设计，有力筑牢旅游产业发展

基础。按照市委要求，小四平镇聚焦特色发展方
向，实行专人、专班、专门、专责，2名副县级领导下
沉包保，围绕打造特色旅游小城镇“一个核心”，突
出梅河流域和柳西公路线“两条主线”，注重服务
能力、农居整治、基础设施“三个提升”，壮大金红
苹果、鹿产品、特色副食、柞蚕养殖“四个产业”，打
造皇家鹿苑、大顶山、一面山花谷、古年水库、将军
故里5个品牌，实行“清单化、图表化、手册化、模板
化、机制化”闭环推进。

注重多头同步推进，科学构建旅游产业发展
格局。统筹谋划了以解方将军纪念馆为主的红色
游，以皇家鹿苑博物馆为主的历史文化游，以大顶
山、杜鹃花谷为主的生态游，以金红苹果为主的特
色采摘游和以农家乐为主的休闲游，着力构建了
资源有效聚合、多头同步推进的旅游产业发展格
局。2020年，相继启动实施了红色教育基地项目、
皇家鹿苑乡村博物馆项目以及景区周边基础设施
建设等11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5650万元。同时，
连续 4年成功举办杜鹃花谷赏花游活动以及金红
苹果春季赏花、秋季采摘游活动，累计接待游客 3
万余人次，旅游产业正在加速崛起。这些项目和
活动已成为小四平镇旅游乃至辽源旅游的金字招
牌。小四平镇四平村被国家农业农村部列为

“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注重发展特色产业，全面提升旅游产业发展

优势。坚持把发展特色产业与发展旅游产业有

效衔接，深度开发特色农产品资源，全力以赴推
动金红苹果、梅花鹿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目
前，全镇金红苹果栽植规模达到 110万株、1000余
公顷，产值可达 3000余万元，小四平金红苹果成
功申请“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梅花鹿存栏
1500多头，梅花鹿产值达到 750万元左右。以煎
饼、干豆腐、大榛子、柞蚕、野生山菜为主的特色
农产品也销往全国各地，产值达到 1000余万元，
并与吉林省农科院签订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范
村（镇）共建协议，切实为全镇产业振兴注入了新
的生机和活力。

下一步，小四平镇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农村
工作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
准正确政治方向，紧紧抓住重大历史机遇，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革命精神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
当，全力以赴推动特色旅游小城镇建设，以实际行
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

围绕底色 突出特色

全力打造红色旅游小城镇
中共小四平镇委员会 小四平镇人民政府

发展迅猛的渭津特色小镇发展迅猛的渭津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