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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美 边 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
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
这首歌曾打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她的发
源地就在吉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边境
地 区 —— 吉 林 省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吉林省委“一主六双”高
质 量 发 展 战 略 和 兴 边 富 民 决 策 部
署 ，紧 紧 抓 住 加 快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的重要机遇，汇聚各方资源力量，
以 党 建 引 领 为 核 心 ，以 产 业 发 展 为
重点，以开发开放为动力，以民族团结
进步为依托，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努力将重点边境村打造成为
人气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现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和全国一样，
正瞄准乡村振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观美景 尝美食 品美酒

地处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交界
的边境城市——珲春市，是国家首批四
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是吉林省扩权
强 县 改 革 试 点 市 、陆 地 边 境 口 岸 城
市。政区以珲春岭为界与俄罗斯滨海
边疆区的哈桑区接壤，西南以图们江
为界与朝鲜的罗先市相邻。2012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珲春市依山面海（靠近日本海），气
候宜人，江河纵横，自然风光秀美独特。
防川村位于中朝俄交界处，人称“东方第
一村”，是个一眼可以遥望三国的风景
区，在这里可以体验“鸡鸣闻三国，犬吠
惊三疆”的感受。全域旅游以“一核四区
三带”为总体布局；中部以招待服务、休
闲娱乐、文化呈现和特色餐饮为主，打造
城市旅游发展重点核心区；东区以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生态游为主题，打造生态
旅游片区；西区以渤海国八连城、古寺庙
等遗址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片区；南区以
边境游、跨国游，敬信国际旅游小镇为特
色，打造边境旅游片区；北区以田园旅
游、度假和红色文化休闲为主，打造红色
与生态旅游片区。

家住珲春市的向阳女士告诉记者:
“我是随着珲春市开放开发而步入旅
游行列的，近三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我们这里的旅游业也受到了影
响，去年我家开的客栈收入近 9 万元，
我们真的很高兴，来这里的游客，都兴
奋地告诉我，他们被这里的美景给迷
住了。”

来到珲春市，一定要看这里的八
景。即东方第一哨、土字石界碑、碧藻红
莲池、绿洲金沙丘、民俗朝族村、张鼓峰
战役旧址、吴大澄雕像、洋馆坪大堤。观
景过后，更要品尝一下这里极具特色的
美食，这里的美食数不胜数，有打糕、五
谷饭、参鸡汤、牛肉汤饭、泡菜、明太鱼、
石锅饭等。参鸡汤是朝鲜族一道颇具特
色的菜肴名汤，是肉类食品和滋补类食
品的完美组合，不仅不油腻，且清爽鲜

美，营养价值极高。汤内的鸡肉炖得极
烂，筷子一夹骨肉就分离，肉香中还带有
米香、药香。

当地的脱贫户崔则说：“我脱贫后，
村里、镇里和市里都在帮我谋划乡村振
兴的产业，我开了一家旅游特色的餐馆，
去年收入20多万元，我很知足。现在，我
们脱贫户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据了解，珲春市开展全域旅游以来，
还设立了乡村旅游开发试点，创新多元
休闲业态，推动乡村旅游向园区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哈达门乡依托农家山
庄，发展休闲度假游；密江乡依托非遗文
化，发展民俗田园游；杨泡满族乡依托满
族文化，发展民俗体验游；三家子满族乡
依托绿色果蔬，发展四季体验采摘；防川
民俗村被评为全省 AAAAA 级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和吉林省十佳乡村旅游精品
村，大荒沟村、下洼子村被评为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2021 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接待游
客 1467.7 万人次，收入 138.1 亿元，仅珲
春市接待游客就达 284 万人次，旅游收
入达到 29.5 亿元。今年，珲春市全市人
民正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分夺秒抢回
疫情耽误的宝贵时间，助力全市的乡
村振兴。

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日子
越过越红火

2015年7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
市东城镇光东村。时隔七年，广大干
部群众始终清晰地记得总书记对他们
的深深关爱。村民姜家树告诉记者：

“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去做，
种好地，多打粮，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
中国粮。”

延边地区最大的平岗绿洲水稻基地
位于和龙市东城镇，水稻总面积 7200 公
顷。基地地处世界黄金水稻带，冬暖夏
凉，光照充足，雨水充沛。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强调：“要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特别是农药，要好好把握。要细化增产
技术措施，争取秋粮丰收。粮食要打出
品牌，确保价格好、效益好，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
为了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保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打出粮食品牌效果，
和龙市农业农村局在光东村水田地中
设置了田间自动气象和虫害监测仪，光
东村将全村 171 公顷水田全部纳入质检
系统，24 小时全方位监控水稻生长环
境。现在，这里的普通包装的大米每市
斤卖到了 6 元，10 斤礼盒包装的大米卖
到了 180 元。光东村的大米实行订单
制，全村的大米仅销售这一项每年就能
增收 1000 多万元。村民周梅浩告诉记
者：“我承包了 5 公顷土地种植优质水
稻，年纯收入达 5 万多元，我从一个脱
贫户，摇身一变成为种植大户。我要
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这几年，我在国
家的惠农政策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种粮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了。”

现在，光东村创新谋划实施了“共
享稻田”项目，紧紧抓住东西部协作帮
扶的有利契机，2018-2020 年成功推介

“共享稻田”2.4 万份，销售额达 2400 万
元，纯利润达到 850 万元，其中一部分留
在村集体，另一部分给脱困户分红。
2021 年，和龙市协调林源农作物种植专
业农场与延边中科康健农业有限公司
合作，选定 50 亩试验田，启动食疗大米
种植示范基地，秋收后以 5 元/斤收购价
销售水稻 3.3万斤，提高种粮户收入 16.5
万元。

据了解，2021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粮食播种面积达 38.9 万公顷，粮食产量
达到 35.8 亿斤，和龙市粮食播种面积达
46.93 万亩，其中水田 11.7 万亩，旱田
35.18 万亩，2021 年,全市水稻产量达到
5.2万吨。

发展特色种养业 推进乡
村振兴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色产
业发展良好，全州各县依托独特资源优
势，已形成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
业，打造景点景区 78 个，其中 AAA 级以
上 52 个（AAAAA 级 1 个 、AAAA 级 12
个）、民宿农家乐383家。人参、桑黄及黄

牛、冷水鱼为主的特色种养业初具规模，
形成多业融合发展之势。

和龙市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依托生
态 环 境 资 源 ，大 力 发 展 桑 黄 种 植 产
业。该市先后投资 2.1 亿元，建设桑黄
菌棚 1300 栋，摆放 400 余万段桑黄菌，
占国内总量的 75%，年销售收入 2.6 亿
元。在和龙市，桑黄已经成为巩固脱
贫成果、助力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强后盾，也是当地
强市富民的重要产业。

和龙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南部，地处长白山东麓，图
们江上游北岸，设有南坪、古城里两个
对朝鲜国家级陆路口岸，境内国境线
长 177.9 公里。和龙市位置属中温带季
风半湿润气候区，对桑黄的种植极为
有利。

他们依托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平
台，积极推动当地桑黄产业向精深加工
全产业链发展，龙头企业、村集体和村民
形成了产业带动、利益联动、效益共享的
发展机制，全市不仅有 6700 多名脱贫户
通过产业分红增加收入，还吸纳解决脱
贫户就业500多人。

在该市八家子镇南沟村桑黄基地，
记者看到，南沟村地处海兰江中游，区
位优势好，是桑黄繁育生长的黄金地
带。该镇党委负责人告诉记者：“桑黄
又称‘森林黄金’，在抗癌抗肿瘤方面，
是国际公认的生物领域药用真菌。”在
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2019 年在南沟
村新建 120 栋大棚，种植 71.8 万段桑
黄。目前，项目总投资已达到 5900 万
元，建设桑黄大棚 245 栋，同时建设了桑
黄菌生产车间，初步形成了生产、种植
为一体的桑黄基地。该基地运营以八
家子镇政府为主体，由八家子镇众益扶
贫开发有限公司承载运营，以 6 个行政
村为成员，形成“企业+基地+村集体+
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向脱困户流转
租赁土地、参与运营就业、利润统筹分
配三种方式，带动全镇 771 户 1368 人增
收，产业分红人均增收 1000 余元，吸纳
脱贫户就业 150 多人，其中长期管护工
人 30 多人，每月增收 3000 余元。同时，
该镇多管齐下发展民族食品加工、特种
珍禽养殖、水稻种植等项目，构建完成
多元化产业新格局。

在基地务工的脱贫户徐明福说：“我
今年已经68岁了，由于年纪大，家里有患
病的妻子需要照顾，很难到外地打工，常
年家里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自从 3 年前
我在该基地负责大棚通风、喷水等工作，
不仅不累，每月还有了近3000元的收入，
日子过的也有了盼头。”

据了解，近年来，和龙市投入各类资
金 7.6 亿元，撬动金融扶贫贷款 5.5 亿
元。实施乡村数字化建设，重点发展互
联网、乡村旅游、桑黄、有机大米等扶贫
产业项目143个，和龙市成为东北唯一的
全国电商兴农扶贫样板县，累计建设电
子商务村级服务站点 65 个、网商 1314
家，省级电商村3个。

红太阳照边疆 青山绿水披霞光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依托推进乡村产业融合

◢◤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三农号

广告

本报讯（潘建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张艳玲）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珠嘉
镇棚村村 8 组村民高泽明感到很舒心：一
是家门口的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项目马上
就要实施；二是各项申报手续有代办员跑
腿，免去了不少麻烦。作为一名残疾人，
高泽明真心为政府的跑腿服务点赞。

“以前办事总要多次跑镇里县里，现
在根本不用自己操心，就拿这次残疾人无
障碍改造申报来说，我给村级代办员李丹
打个电话，李丹便上门帮忙填写申报资
料，通过上级审批后，又将确认签字表送
到家中让我签字，自己一次都不用跑了。”
高泽明告诉记者，代办员的贴心服务让自
己感到了温暖。

同样感到舒心的还有满井镇兆嘉社
区居民郭秋华。之前郭秋华的残疾证遗
失需补办，考虑到郭秋华自己到县上办理
不方便，代办员胡鹏便让其把相关材料交
给他去帮忙办理。“材料和手续，都是社区
干部代办员胡鹏一手帮忙代办的，省钱又
省力！”最近郭秋华拿到了补办的残疾证。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多、办事不方便等
问题，今年，仁寿县依托现有的县政务服
务中心、镇政务服务中心和村级便民服务
中心，组建了以镇、村（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党员干部为主的“帮办代办”团队，统一
悬挂代办标识、设置代办窗口、明确代办
人员、公布代办电话，专门负责为基层困
难群众开展上门代办、精准代办及全程代
办服务，代办事项包含社保、医保、民政、
养老等事项，基本涵盖村民所需的各类事
项，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想办的事。

藕塘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杨锦茏介
绍，中心设立了帮办代办服务窗口6个，村
级便民服务点 12 个，全镇有 13 名帮办代
办员，今年已帮助村民帮办代办各类事项
2200多件。

“一些村民对政策理解度低，办事时
证件带不全，造成往返多趟跑；一些偏远
村民去一趟县政务服务大厅、镇便民服
务中心要几个小时甚至耽误一天，就是

‘最多跑一次’也有点折腾；一些年龄大
的村民信息闭塞，不清楚办事流程和所
需资料，针对这些情况推出帮办代办服
务，就是让便民服务站点的党员干部当
起‘店小二’，打通了服务基层群众‘最后
一米’，实现帮办代办服务‘无盲区’。”仁
寿县行政审批局局长朱章付说，群众少
跑路，干部多跑腿，不仅帮办代办就近
办，代办员还上门办，真正实现便民服务

“零距离”。

帮办代办就近办 便民服务“零距离”

四川仁寿有个“帮帮团”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
娟）近日，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与中国大地保
险湖南分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按照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要求，围绕进一步发
挥保险服务三农、有效防范应对农业重大
灾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促进湖
南省农业转型升级的稳定器作用，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开展合作，以此共
同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

签约仪式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
记、厅长袁延文表示，希望中国大地保险湖
南分公司继续发挥国有金融企业的优势与
担当，扎根湖湘大地，立足湖南三农资源禀
赋，发挥网络网点、科技赋能、保险“姓保”的
优势，更好地发挥保险服务三农作用，为湖
南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为湖南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险支撑。
中国大地保险湖南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胡修强表示，中国大地保险作为国
有金融企业，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支持三
农发展为己任，将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
持续加大普惠金融产品供给力度，加大防
灾减损力度、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推动保险
资源下沉，聚焦助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服务“一县一特”产业布局、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落地、助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共同
推动农业保险课题研究等方面，以更加务
实的举措推动工作开展，力争服务三农工
作结出新硕果。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深度融合、创
新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下一步，双方
将发挥各自优势，为湖南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动力，为实现湖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湖南：

加大防灾减损力度 发挥保险服务三农作用
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民在进行文艺表演。 资料图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
翼）日前，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困难群
众帮扶有关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困难群众
帮扶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不
断改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社保待遇水平稳步提升，
基金收支总体平衡，制度运行平稳。同
时，按照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不断强
化兜底帮扶措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更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通过扩
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将更多的困难群
众纳入保障范围。2021 年底，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3亿人、2.3亿人、2.8亿人。共有5427万
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困难人
员参保率稳定在 99%以上，实现应保尽
保。2021 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8205 亿元，基金支出 62687 亿元，收支总
体平衡，基金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保障人
数不断增加，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
超过 2.9 亿人；失业保险向 1724 万人发放
各项待遇 993 亿元；工伤保险待遇支出超
过 900 亿元，为 200 多万工伤职工及其供
养亲属提供及时、持续的医疗救治、伤亡
补偿和生活保障。此外，通过就业援助等
措施，2021 年有 183 万就业困难人员和
545万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人社部：

强化兜底帮扶措施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