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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改变生活，奋斗创造未来。近年来，辽源
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
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坚持以党建引领，以守牢国家
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个底线”，抓住耕
地、科技“两个关键”，推进产业基地、产业链“两个
升级”，推动村集体、农民“两个增收”，整治生态、
农村人居“两个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两类设施”，推进特色小城镇、特色小镇

“两镇建设”，深化资源资产、金融“两项改革”，夯
实基层党建、乡村治理“两个基础”，强化投入、人
才“两个保障”的“十双”举措，因势利导打好产业、
生态、文化“三张牌”，打造产业发展引擎、创新乡
村建设载体、筑牢乡村治理基石，全力推动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奋力谱写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
在特色产业发展上，辽源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基础
优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积极推广核心区+辐射
带动区+产业基地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一村一品”

“一县一业”“一县多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推进产
业基地、产业链“双升级”。

辽源市东辽县凌云乡平川村华宇家庭农场发
展绿色循环农业，敲开了“乡村振兴”之门。走进华
宇家庭农场，仿佛置身于休闲风景区。通往牛场、
猪舍的道路两旁，姜丝辣、步步高、串红各种花草
争鲜斗艳、吐露芬芳。进入“百凤园”，是长长的葫
芦藤回廊，葫芦叶翠绿欲滴，大小葫芦挂满藤条。
庭院内，葡萄、葫芦架下，秋千、摇椅引人落座。而
几年前，这里同其他养殖场一样，也是畜禽粪遍
地，蚊蝇飞舞，气味刺鼻。在通过建造化粪池处理
消化猪粪，解决猪粪污染环境问题；搞牛粪过腹转
化，用牛粪饲养蚯蚓，蚯蚓卖钱，牛粪变成有机肥，
形成生态循环链；美化农场环境，在各个角落种植
花草等一系列“改革”后，华宇家庭农场一跃成为
科普实训基地、“田间课堂”、网红打卡地的绿色循
环无公害特色家庭农场，目前年收入达 400多万
元、纯利润 70多万元。然而“一人富不算富，大家

富才是真的富”。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农业、养殖业
与农户连接在一起，华宇农场带动周边市县大、
中、小养殖户169户、种植户100余户，实现了农户
和家庭农场共赢的理念，既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又促进当地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在富农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辽源已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744个，有效
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民专业合作
社也如芝麻开花般发展到 3123个。这些经营载体
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
加快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步伐。

位于辽源市东丰县大阳镇的农光互补生态
园，在发展特色产业上颇有招法。在这里，绿电清
洁能源与农业特色产业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种植模
式得以实现。园区利用自身光伏发电优势，采用棚
上发电、棚下种植的立体经营模式，致力打造高端
食用菌基地。被世界公认的珍稀食用菌——羊肚
菌就是这个园区的主打产品。园区现有200栋棚室
用于羊肚菌种植。因羊肚菌种植对技术和环境要
求十分严格，园区每年只生产一季，年产量达 15
万斤，产值达 1500余万元。作为重点富民产业，辽
源市县两级加大资金融入和政策扶持，推动羊肚
菌种植扩大增量。目前，设施羊肚菌达到488栋，共
29万平方米，规模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辽源还将积
极打造集菌种生产、销售、冷链物流仓储、科技研
发及技术培训、羊肚菌产品深加工、羊肚菌集散地
等功能齐全的产业链，全面叫响“东丰·中国北方
羊肚菌之乡”名片，为村民拓宽致富渠道、为乡村
振兴助力赋能。

在辽源，还有很多村镇像平川村、大阳镇一
样，将发展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如原生
态蓝莓、榛子、中草药、蒲公英、多肉……遍地开花
的特色产业，让农民群众找到了发展出路、致富之
路，看到了幸福和希望。

事实证明，产业振兴乡村才能振兴。辽源正
在着力发展禽蛋、梅花鹿、东辽黑猪、柞蚕、林果、
食用菌“六大特色”产业和肉牛产业，依托东辽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东丰梅花鹿创投园、东丰松
籽产业园、辽源国家农业科技园以及肉牛产业基
地等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三园”驱动，进一步
深化三产融合，加快优势产业增量发展，促进特
色产业扩规升级。蛋鸡发展到 1400万只、梅花鹿
24.3万只、东辽黑猪 20余万头、柞蚕 1390把、林果
32.7万亩、食用菌 1亿袋，肉牛发展到 44.7万头，

“六大特色”产业和肉牛产业基地发展到 20个。强

化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构建从原材料到加
工到营销到消费端的增值闭环，培育形成以禽
蛋、松籽、梅花鹿为代表的标准化种养、饲料加
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实
现产值 305亿元，同比增长 18.5%，使农业产业集
群效应日益凸显，增值增效空间持续放大，呈现

“生产基地在乡村、加工服务在城镇、增收获益在
农民”的产业振兴、农村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
兴支撑点。”辽源坚持以净为基、以水为灵、以林为
秀、以人为本，致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村，绘出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崭新画卷，让生
态真正成为农村的优势和财富、农民的福利和

“钱”途。
绿色，是乡村的主打色。从“生态环境修复”到

“生态宜居宜业”，乡村振兴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定的“格”更高，“面”更大。辽源以东辽河源头建设
为切口，通过实施河道保护工程，种植涵养林，建
设自然景观、休闲亭廊和步行栈道等有效举措，唤
醒青山绿水资源，打造“乡村世外桃源”，让人们享
受到了生态建设带来的实惠。几年来，辽源紧紧抓
住治理、修复“两个重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治理，深入实施百万亩造林、百公里河道清理、百
万亩良田建设“三百工程”，新增造林面积 71万
亩、治理河道164.7公里、新建良田61万亩，全市生
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极大恢
复，筑牢了乡村振兴生态本底。

生态文明与乡风文明并重、农业与旅游融合
的发展思路，是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永治村探索
出的振兴发展新途径。在永治村，村路两旁绵延悠
长的金叶榆廊道，远远望去，满眼尽是金黄，美不
胜收。这是永治村独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与传统
印象中的乡村不同，这里没有泥泞的道路，没有裸
露的垃圾，没有牲畜的气味，有的只是微风拂面、
蛙鸣声声，路边新栽种的小花竞相绽放着，站在田
间眺望远山美景，尽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的惬意之感。为让村民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近年来，永治村全面落实市委提出的整治生态和
农村人居“两个环境”，大力开展清河塘沟渠、清垃

圾粪污、清私搭乱建，村内干道硬化、房前屋后绿
化、农村改厕净化、安装路灯亮化的“三清四化”整
治行动，使一庭一院一园皆美景。如今，永治村已
逐步形成了以建设“田园综合体”为目标的全新发
展模式。提起村里的环境变化，永治村的村民们都
非常骄傲，家家户户也都把自家小院儿打扮得干
净又漂亮。现在的永治村不仅整体环境有了质的
飞跃，还形成了一户一景的独特风采。

家具器物摆放整齐、桌椅板凳一尘不染，辽源
市东丰县小四平镇太阳村干干净净的农家小院刷
新了人们对农家院的认知。自“千村示范”活动开
展以来，太阳村聚焦院子园子屋子，对标“九有六
无”标准，进行了“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和评
比工作。现在的太阳村家家都想当“最干净”、户户
都争“最美丽”。“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的创建提
升，营造了整洁有序的乡村环境，有效推动了“千
村示范”工作深入开展。目前，全市创建“美丽庭
院·干净人家”14.1万户，占农村总户数 75%；打造
省级示范村113个。

不言而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一
场硬仗，更是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为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改善提升村容村貌，辽源颁
布施行《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在全域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五年提升、“六清一改”村庄清洁、
村庄绿化美化、农户庭院提升、农户养殖退户入园

“五大行动”。除了清运农村垃圾、清除残垣断壁、清
迁柴草垛、加强新改建公路桥梁、推进厕所改革
外，还通过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站、村级粪污集中收
储设施、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和电网改造升级等方
式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两类设
施”服务功能，全力补齐农村现代化短板，农村硬
化路通村率达 100%，自来水普及率达 95.97%，教
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
切实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一系列精准适宜措施的落地落实，全市
30个乡（镇）518个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千枝拔
节万般美景，农村彻底变了样。东丰县、东辽县均
被评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目前，有 7个
村被评为国家级、省级“美丽休闲乡村”。

值得一提的是，辽源创新推出特色小城镇、特
色小镇“两镇建设”，强化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理
念，从县域统筹出发，牢牢抓住镇这个节点，建强
小（城）镇这个连城带乡的振兴载体。建设中，辽源
坚持一村一规划、一镇一特色，核心村、特色村、辐
射村通盘谋划，示范镇、重点镇、推进镇梯次培育，

以点串线、连线成片，打造形成以特色镇为支撑的
“三带两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累计投资 33.8亿
元，实施各类项目114个，加快完善城镇功能、改城
镇面貌，全域推动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
相依相融。

广袤的乡村不仅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
活，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而乡村文化振兴作为
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几年来，辽源坚持
以文化凝聚精神动力、以文化促进和谐稳定、以文
化激发发展动能，走出了改善精神风貌、焕发乡村
文明的新路子。

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辽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建
设，开展“好儿媳、好邻居”等“五好”系列评选，创
新推出“文明实践积分银行”“文明实践超市”等实
践载体158个，创建国家级文明村镇12个，省级文
明村镇 48 个，文明示范户 2375 户、先进示范户
2720户，实现县级以上文明村比例达到86%。为发
挥传统道德文化对法治的滋养、支撑作用，辽源大
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创立“法官+网格长+调解员+群
众代表”的一体化解纷模式，纠纷化解率达到
93%。目前，有 35 个村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
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仅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也让美丽乡村有

“颜值”更有“气质”。
以画为媒、以画启人。辽源市东丰县作为中国

农民画之乡，充分发挥特色文化资源，激发释放文
化活力，用农民手中的画笔、乡村的院墙，以朴实
接地气的方式，不断展示乡村新图景，凝聚振兴新
力量。在东丰县拉拉河镇双福村，有两条与众不同
的小巷，不仅风景美、韵味浓，更有着诗情画意的
名字，它们就是“春风巷”和“百花巷”。走在这两条
乡间小巷中，一面面画着家乡风貌、农村文化、田
间景色、科技发展等内容的彩绘墙十分引人注目。
据村民们介绍，这两条小巷原本都是破旧的墙院，

不仅毫无特色，也不美观。而今，村民们以墙为
“纸”，将图画作为政策宣讲、文明传递的有效载
体，让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现
代农村画卷跃然墙上，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更助推
了乡风文明建设，展现出“美丽乡村入画、文明乡
风拂面”的乡村新风貌。

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有一条“家规
家训一条街”，街上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贴着家训
牌，上面写着自家的家规家训。尽管每家的内容不
同，但都彰显着讲文明、树新风、尊老爱幼等文明
新风尚。小小的一条街影响着整个村，先前常见的
聚众打牌、拌嘴打架等不文明现象如今难觅踪迹，
文明素质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好人好
事不断涌出，村里上下和谐稳定。新力村先后被评
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省市精神文明示范村”等
荣誉称号，获评“全国好人”1名、“省级好人”1名、

“市级好人”5名、“区级好人”5名，尊老爱幼典型
户30余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好人村”。

同样在乡村振兴之路上善打文化牌的还有东
辽县安石镇朝阳村。辽源依托特色文化优势，深入
挖掘东辽河、梅花鹿、农民画、满族剪纸等特色文
化内涵，积极推动农文、农旅、农事融合发展，建设
田园综合体11个，打造1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A
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25家，安北、榆林、永治
等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村应运而生，旅游接待人数
年均增长29.7%。而朝阳村就是这些精品村中的一
个具有朝鲜族文化传统的特色民族旅游村。朝阳
村立足资源禀赋，紧紧把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挖
掘农业农村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集旅
游观光、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实现了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农
产品变商品的美好愿景，成为远近闻名的产业村、
富裕村，不仅吸引众多市内游客驱车前往，也令许
多外地游客心神向往，纷纷前来一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风采。如今
的朝阳村，从过去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元到 2021
年的 4万元，从集体资产负债累累到今天村集体
资产 7000多万元，从过去的“脏乱差”环境到今天
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奋斗在推动乡村振兴的
征程中满载荣誉，真正做活了文化经济、做优了文
旅产品、做强了旅游品牌。

乡村天地阔，振兴写新篇。辽源正在建设美丽
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道路上书写着

“山乡巨变”的诗篇，让希望的田野更加充满活力，
乡村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生态宜居靓环境

乡村风景美起来

厚植文化夯底蕴

乡村新风树起来

挖掘特色强产业

乡村生活富起来

山环水绕沃野千里山环水绕沃野千里 业兴民富生机无限业兴民富生机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