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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正当时，辽源大地上乡村振兴的号角催
人奋进！近日，记者来到东辽县部分乡村，强烈地感受
到一股蓬勃奋发的生机活力正在迸发、一种振兴发展
的新希望正在萌生，欣喜地看到一幅乡村振兴宏图正
在渐次展开……

走出安石镇小街，行不远即
可看见一座上面写着“全国文明
村·朝阳村”几个大字的高大门
楼，进入门楼即是美丽的朝阳
村。夏日的朝阳村格外美丽，平
坦道路两边的树木在雨后的阳
光下愈显葱茏苍翠；稻田里新种
的秧苗随风摇曳、尽显生机；错落
有致的房屋、姹紫嫣红的花，勾勒
出了美丽和谐的乡村田园之美。

朝阳村作为远近知名的美丽
乡村，无论你什么时候去，不仅
都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干净整洁，
更能够感受到她的发展变化。
刚一进村，在该村四组南侧一大
片经过平整的土地上，推土机的
轰鸣声和工人忙碌的身影交织
在一起，呈现出一片热闹繁忙
的景象。据悉，这是朝阳村今
年新增的5000平方米生态停车
场项目建设现场。随着朝阳村
乡村旅游的发展，来这里的游
客与日俱增，高峰时日接待游
客 10000多人，停车成了一个
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朝阳村马不停蹄地
加快推进生态停车场建设步
伐。在停车场项目建设现场

的另一边，记者看到在该村四组
西侧稻田地上已经架起了一段木
栈道，一个由十几名工人组成的
施工小团队正在争分夺秒地忙碌
着……施工团队负责人说：“这个
木栈道全长 470米。我们已经干
了近一个月了，还有一周左右基
本上就能完工。现在大家都在全
力工作，争取早日保质保量完成
工作。”

谈起升级改造行动，朝阳村
党总支副书记吕春玲说：“随着乡
村振兴工作的推进，结合朝阳村
发展实际，我们正在按照规划对
村子进行改造升级，游客服务接
待中心、安石小街北侧至朝阳村
建设餐饮一条街、四组西侧稻田
地建设470米木栈道、四组南侧建
设5000平方米生态停车场等项目
都是今年新增项目，目前都在加
紧进行当中……”

朝阳村天天有变化、日日有
新貌。一个月以后，当这些升级
改造项目陆续完成，游客进村沿
着稻田上的木栈道，欣赏造型别
致的稻田画，看一看朝阳村的美
丽风貌，再去餐饮一条街品一品
美食，肯定是相当惬意。

朝阳村“升级改造”锦上添花
本报记者 李锋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英武
村，有一处展现异域风情和
文化的建筑群吸引了很多人
关注的目光，这一片建筑群
就是东北地区唯一以德国风
情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田
雨·德国风情小镇项目。走
进园区，记者看到不少工人
正在忙碌着……据悉，当下，
园区整体绿化工程已经完成
总量的70%，城堡主体、广场、
德式民宿区、采摘园已完成

建设，预计7月中旬完成整体
施工。

该项目是德国文化与乡
村旅游的完美结合，以旅游
吸引流量，从而带动农产品
销售。通过科学规划旅游
线路串联辽河源头（生态风
光）——百年梨树沟（田园
赏花）——“神树阁”（民俗
文化）——德国风情小镇
（异域风情）——东辽民俗
手工艺馆（民俗工坊）多个

景点，利用旅游项目的线下
流量拉动农产品销售、带动
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全面运营后，可直接促
进农业经济发展、转换经济
结构、扩大第三产业与就
业。按照产业化规模，预计
可直接解决当地农民就业人
数 300 人以上，间接解决农
民就业人数达 1000人以上。

到英武村领略“异域风情”
本报记者 李锋

伴随着东辽河流域治理
进程的不断推进，东辽河源头
的生态环境年年向好，也让东
辽河源头所在地辽河源镇安
北村的“颜值”年年都有新提
升。

现在，当来到置身于青
山绿水之中的安北村，你可
以看见村里道路平坦，房屋
有序地分列道路两旁，还有
十几家干净整洁且装修别致
的民宿……站在村里远望，远
山的树木青翠欲滴，让人流连
忘返。在村口，时不时进来一
辆车搭载着游客进村。踏上
贯穿树林的观景木栈道，你会
发现络绎不绝的游人。

安北村如今的美丽和热

闹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曾
经的安北村。以前，毁林开
荒、滥砍盗伐、养殖粪污等行
为严重破坏了东辽河源头的
生态系统，致使水质下降、水
体污染、水源枯竭。那时候的
安北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
生态环境也不好，很少有人来
这里。据村民说，那时候农民
卖粮都困难，外人不想来收，
农民自己得想办法把粮食卖
出去。

自从我市全面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治河必治水、治水先治源”、
把源头治理上升到战略层面、
按照国家自然公园标准打造
后，东辽河源头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多样性、原真性逐步恢
复，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动局面。目前，源头水质
常年保持在Ⅱ类水体以上。

东辽河源头生态变好了，
不仅安北村“颜值”越来越高
了，而且安北村村民也跟着受
益了。通过打造精品民宿、建
设登山步道、保护百年梨树、核
心区种养殖退出等举措，建设
完整的休闲生态体系，形成源
头旅游的特色优势。现在有不
少村民参与民宿经营、发展林
果经济、种植寒葱和梨等特色
产品，进一步延伸休闲旅游产
业链，实现由吃“种养殖饭”向

“生态饭”的转变。2021年，安
北村村民收入实现增长20%。

乡村生态好 山乡换新颜
本报记者 李锋 田美琦

记者在中科院辽河源农业
生态研究与示范基地玉木耳培
植大棚内看到，工人们正在忙
着挂菌包。玉木耳是我国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用菌新
品种，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除了玉
木耳培植大棚，中科院辽河
源农业生态研究与示范基
地的其他大棚内也都种植
了不少农作物和果树。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
农业科技创新引领乡村
振兴，与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研究所联合建立
中科院辽河源生态农
业研究与示范基地，基
地示范展示的良种、
技术模式等先进现
代生态农业创新技
术，成为农业科技
创新带动产业兴
旺的强大引擎，为
农业生产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同时，基地根据东北地

区气候、耕地土质、湿度等
开展良种基因培育和优良
种子选育，加强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选育适合东北
地区的大豆、玉米、高粱、
小麦等良种。深入实施粮
豆轮作、坡地等高耕种、免
耕播种、休耕播种、田间间
种等耕作方式，创造了农
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于一体的生态农业新发
展模式。构建了覆盖作物
减肥控药种植模式和生态
农业面源污染拦截与净化
生态沟渠模式，解决了流
域面源污染源分散、空间
变异大、总体治理效率低
下的问题，实现了减药
30%、节肥 50%的效果，使
流域面源污染负荷减少
24%，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
化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提
供了强有力的科技与技术
支撑。

合作结硕果 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锋

东辽县辽河源镇辽河村
3组村民于厚芹说：“以前我
家的稻田自己种时，每亩最
多能剩800块钱，而土地流转
给吉米飘香生态农业公司经
营后，每亩最少净剩1000元，
地不种比种还合适。”吉米飘
香生态农业公司负责人王鲁
说：“在辽河源镇像于厚芹这
样把稻田流转给我们公司经
营的农户已达1800多户。”

王鲁说：“绿色有机是农
业的发展方向，而各家各户
分散经营是发展绿色有机农
业的最大障碍。我们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形式
形成规模化经营，打造绿色
有机品牌，提高附加值，可以

实现公司、农户双赢。”2014
年，吉米飘香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利用辽河源镇辽河
水库灌区水稻种植面积大、
集中连片的自然资源优势，
开始以“公司+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广泛流转农民稻
田种植绿色有机水稻。目
前，公司已流转村民土地
15000亩，种植水稻 7800亩。
流转农民土地后，公司为打
造“吉米飘香”品牌，应用稻
田排水控污技术、暗渠排水
系统、自然压力节约型给水
系统、设定水位自动控制水
量自动给排水系统等国际先
进稻田技术和管理模式，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

同时，吉米飘香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绿色
有机标准种植水稻，先后通过
了国家绿色认证和有机转换
认证，并打开了全国市场，每
市斤绿色大米最低价在 4元
以上，远远高出普通大米的价
格。产品附加值高、效益好，
保证把收益分享给土地流转
的农户，实现了农户不种地比
种地效益还好的良好效果。
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发展有机
绿色农业，不仅能够保护好黑
土地、让土地状态逐年向好，
而且还让那些流转土地的农
户在得到流转收益的同时，又
能腾岀身做其他工作另挣一
份钱，农户非常高兴。

辽河源镇千余户农民享受“吉米”的“飘香”
本报记者 李锋 陈博琳

一般农户养牛都得是家住一般农户养牛都得是家住
平房才行平房才行，，而东辽县金州乡大度而东辽县金州乡大度
村村民董喜有和李昌元家住楼村村民董喜有和李昌元家住楼
房却不耽误养牛房却不耽误养牛，，这是该村兴这是该村兴
建的建的““托牛所托牛所””为他们住楼养为他们住楼养
牛创造了条件牛创造了条件。。

20172017 年年，，在扶贫攻坚在扶贫攻坚
中中，，大度村党支部争取到大度村党支部争取到
了了 4040万元的扶贫资金万元的扶贫资金，，
购买了购买了3030头基础母牛头基础母牛，，
办起了村办养牛场为办起了村办养牛场为
贫困户分红贫困户分红。。在这期在这期
间间，，养牛场为养牛场为44户缺户缺
乏劳动力的贫困乏劳动力的贫困
户代养了户代养了88头牛头牛，，
使这使这44户贫困户户贫困户
当 年 就 脱 了当 年 就 脱 了

贫贫。。有的村民也动起了让村办养有的村民也动起了让村办养
牛场代养的心思牛场代养的心思。。因为养牛房前因为养牛房前
屋后没有建牛舍的地儿不行屋后没有建牛舍的地儿不行；；养多养多
了本钱太大了本钱太大，，一般条件投不起一般条件投不起；；养养
少了还得搭个人少了还得搭个人，，成本就上来了成本就上来了；；
技术不过关技术不过关，，防疫上有风险防疫上有风险。。让村让村
办养牛场代养办养牛场代养，，想养牛的许多难事想养牛的许多难事
全都解决了全都解决了。。这也让村党支部认这也让村党支部认
识到识到，，兴建兴建““托牛所托牛所””这种这种““党支部党支部++
合作社合作社++基地基地++农户农户””的成功模式的成功模式，，
可以扩大规模可以扩大规模、、加以复制加以复制。。去年去年66

月月，，大度村党支部成立了红船养殖大度村党支部成立了红船养殖
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旨在通过旨在通过““党支部党支部++合合
作社作社++基地基地++农户农户””的模式打造乡村的模式打造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振兴的支柱产业。。党员党员、、村民可以村民可以
用资金入股用资金入股，，也可以直接用牛入股也可以直接用牛入股
分红分红。。

红船养殖专业合作社规划分红船养殖专业合作社规划分
三期建设三期建设33栋标准化养牛舍栋标准化养牛舍，，可达可达
到养牛到养牛10001000头的规模头的规模。。目前目前，，一期一期
20002000多平方米标准化养牛场建设多平方米标准化养牛场建设
完毕完毕，，已有已有3232户村民入股户村民入股、、养牛养牛115115

头头。。养牛场采取统一牛种养牛场采取统一牛种、、统一饲统一饲
料料、、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统一防疫统一防疫、、统一保统一保
险险、、统一销售模式统一销售模式，，农户定期交饲农户定期交饲
料钱料钱。。规模化饲养降低了成本规模化饲养降低了成本、、提提
高了效益高了效益。。按目前市场行情计算按目前市场行情计算，，
1010个月为一个饲养周期个月为一个饲养周期，，每头牛可每头牛可
获纯利获纯利780780元元，，每户收入每户收入30003000元元。。

各家各户想养牛各家各户想养牛，，不受场地不受场地
限制限制，，环保问题也不用考虑环保问题也不用考虑，，缺人缺人
手也不是事儿手也不是事儿，，效益好还没风险效益好还没风险，，
村民们可乐坏了村民们可乐坏了。。董喜有家搬进董喜有家搬进
了了““农民新村农民新村””上了楼上了楼，，除了除了““托牛托牛
所所””里有里有1111头牛外头牛外，，他还当上了饲他还当上了饲
养员养员，，又赚一份工钱又赚一份工钱。。目前目前，，由于由于
首栋养牛场所需设备还没到位首栋养牛场所需设备还没到位，，
饲养量受到限制饲养量受到限制，，好多村民也想好多村民也想
入股入股，，只能排号等着只能排号等着。。

兴建“托牛所” 村民乐开怀

大度村村民上楼不耽误养牛
本报记者 陈博琳

①东辽河源头景区①东辽河源头景区。。
②朝阳村游客服务接待中心②朝阳村游客服务接待中心、、生态停车场等生态停车场等

项目建设有序进行中项目建设有序进行中。。
③大度村红船养殖专业合作社规划建设的标③大度村红船养殖专业合作社规划建设的标

准化养牛舍准化养牛舍。。
④吉米飘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辽河④吉米飘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辽河

水库灌区自然资源优势建设的生态游览工程已初水库灌区自然资源优势建设的生态游览工程已初
具规模具规模。。

建设中的田雨·德国风情小镇项目。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辽源在行动辽源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