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雪飘飞风光好，白山黑水物华新。
新春佳节，广袤的东北大地一派喜气洋洋。村庄里，年味格外浓厚：

人们挂灯笼、贴春联、逛大集、访亲友……传统的年俗是游子们心头挥之
不去的乡愁。

大棚中，春意盎然，山村“土味年货”畅销全国；工厂里，农民变身产业
工人，和城里人一样忙碌地完成着订单；民宿内，土墙灰瓦、张灯结彩，吸
引各地游客来这里过大年……

东北，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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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春潮涌动
——东北三省乡村振兴观察

新产业：不出村就能上班赚钱

新春伊始，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阿什河街道民合村，北大荒泰
华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各种净菜正在传送带上
冲淋清洗。另一间厂房中，预制
菜生产线同样忙碌，各式各样的
菜品被切割塑形、整理包装。装
箱上车，运往城市大小商超。

“原来守着 15亩地，一年忙
到头挣两万多块钱。现在在家门
口干活儿，按时发工资，心里甭提
多踏实了。”54岁的村民韩继峰
在企业做库房管理员，每月工资
3500 元，“到了农时，公司很照
顾，让我们不耽误种地”。

从田间到“舌尖”，从种子到
“果子”，这家企业几乎涵盖农产
品生产全链条。公司总经理马杰
介绍，公司年产值2亿元，带动当
地就业近500人。

据了解，2022 年，黑龙江省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9100万
亩，农业农村部门加快产业链升
级，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

室外天寒地冻，屋内春意盎

然。
“这是我们吉林舒兰的特色

农产品，喜欢的朋友可以下单，我
们送到您家……”吉林省舒兰市
的“新农人”孟佳宁带领团队和村
民们抓住春节假期开展网络营
销。

“最近我们主打吉林舒兰大
米，大米品质好，节前很多顾客都
来采购，我们顺势掀起了一波销
售小高潮。我们销售的大米覆盖
了从 14.9 元到 168 元的不同价
位，最多一天销售约2万袋。”孟
佳宁说。

新的一年，孟佳宁定下新目
标：建立全流程带货团队，通过直
播等新兴渠道，推广本地特色农
产品，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春节刚过，大山深处的辽宁
清原满族自治县椽子沟村已经忙
碌起来，仓库里烘干完成的草药
垒成了一座座“小山垛”，准备销
往南方，山腰处，另一栋加工厂房
正在建设。

“2023年是我们村草药产业

化发展的第一年，以前卖的是草
药，现在开始卖品牌。”椽子沟村
党总支书记季忠英说。

椽子沟村近年来靠发展近万
亩草药种植，全村人均年收入达5
万余元。村民腰包鼓了，村干部
却在琢磨：怎样才能让村民收入
更高、村庄更富？多次开会研究、
外出“取经”，他们发现，村里的中
草药生产存在产品初级、附加值
低、市场狭小的问题。

2022年，村办企业龙盛中药
材加工有限公司出资，新建160多
平方米的加工厂。季忠英说，今年
投产后，预计能实现每天生产数千
斤草药，为50余名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以前以量取胜，现在咱搞企
业，产品价格高了，村民变工人，在
家门口就能上班挣工资！”

辽宁聚焦重点环节，发展带动
能力强、富民效果好的特色乡村产
业。日前，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19.1亿元，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新希望：把乡愁留在黑土地

吉林省梨树县北夏家村，村
民们沉浸在合作社年前分红带来
的喜悦中。

“带地入社的社员平均一垧
地（15亩）分红 1.6 万元，又增收
了。”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邵亮亮说。

农学专业出身的他大学毕业
后返乡当起“新农人”，带领村民种
植西蓝花、鲜食玉米等经济作物，
通过绿色标准化种植提升作物品
质。邵亮亮联系外贸公司，将西蓝
花卖到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一公顷西蓝花最高收入七
八万元，种植效益大幅提高。”邵
亮亮自豪地说。

今年，邵亮亮打算发展养牛，
搞种养循环农业。不少在外务工
的青壮年村民回乡过年，找到邵
亮亮商议，想留在村里，和他一起
干。邵亮亮一口答应：“我计划搞

鲜食玉米加工，延长产业链，这样
能带动大伙靠现代农业增收，让
大家越来越有奔头。”

吉林省在资金保障、能力提
升、创业基地和载体驱动等方面
为“新农人”提供支持。统计数据
显示，近年来，吉林省农民工人员
返乡创业累计已近10万人，直接
带动就业超过40万人。

春节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
镇上官地村“90后”白领陈雨佳没
有像往年一样为上班忙碌。她辞
掉了城里工作，选择回乡种大米。

陈雨佳的家乡是“石板大米”
的正宗产地，这里的水稻生长环
境优越，品质很好。

“黑龙江不缺农民，但缺会营
销的人，村里不缺好产品，但缺好
销路。”从抖音直播带货到扩大有
机种植面积再到养殖稻田鸭和稻
田小龙虾……陈雨佳的公司已吸

引多位年轻人投身乡村，在这里
拼搏出更充实的青春。

辽宁营口老边区东岗子村，
林立的温室大棚内花团锦簇，温
暖如春。“花房姑娘”张野正麻利
地整理花苗、修剪花枝。

2021年10月，她辞掉了城里
的白领工作，回村种植花卉，当起
10栋花棚的“经纪人”。她主动邀
请主播来花棚直播，记录自己的创
业故事。镜头前，她和主播一起向
大家介绍花的生长期、养护知识，
吸引了不少粉丝下单订购。如今，
花棚每个月可以采摘鲜花10多
次，月销售额10余万元。

“这几年，网络越来越发达，
村子发展很快。这就是我梦想的
山水田园。”张野说。

新华社沈阳2月7日电（记者
牛纪伟 孙仁斌 杨思琪 薛钦峰 武
江民 于也童）

辽宁盘锦，红海滩千里冰封。
一场冰凌穿越挑战赛热火朝

天。来自各地的近千名冰雪运动
爱好者在冰海中穿行，挑战自我。

俄罗斯徒步爱好者安娜对盘
锦红色碱蓬草装扮的海滩感到着
迷：“红海滩我来过多次，这次来想
感受一下冬天的海岸。”

一段时间以来，近海养殖让盘
锦滨海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经过
大刀阔斧治理，当地清理平整围海
养殖总面积达8.59万亩，新增自然
岸线17.6公里，一度消失的碱蓬草
再现，红海滩笑迎八方游客。

几公里外，赵圈河镇兴盛村的
“苇海乡舍”民宿里，“老板娘”刘海
艳忙着接待各地游客。“北京的、沈
阳的，哪的游客都有。”刘海艳笑着
说，谁能想到，守在家门口，生意就
送上了门。

白雪皑皑，松林如墨。长白山
脚下的吉林省临江市松岭屯宛如
一幅水墨画。

近年来，当地通过冰雪旅游业
和农业融合发展，擦亮旅游产业名
片。松岭屯原生态的村貌和宜人
景色逐渐被人们知晓，来村里玩的
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王彦伟家里
种了十亩玉米和黄豆，过去一年忙
活下来，收入不足万元。如今，王
彦伟在家里经营起农家乐。“有的
外地游客晚上直接住在家里，每天
有上百元的收入。”

村民把当地的木耳、蘑菇等土
特产推荐给游客，还发展起草莓种
植等特色农业。如今，松岭屯的乡
村旅游逐渐形成规模，拥有几十家
民宿，近百户村民通过创业增收致
富。

“终于找到北了！”
地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的漠河市北极镇北红村迎来一年
中最热闹的时候。白雪覆盖村庄，
木屋炊烟袅袅，如同童话世界。

玩泼水成冰、坐马拉爬犁、睡
东北土炕、体验东北风情，游客们
在这里感受最北风光。

北红村地处我国大陆版图最
北端，也是我国最北脱贫村。近年
来，立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
件，北红村谋划发展旅游产业。

“村子越变越美，游客越来越
多，这几天都是满房，我们有的忙
了！”村民张翠花同时经营家庭旅
馆和青年旅社，近期游客明显增
多，她聘请了房嫂和厨师帮忙。

驻村第一书记史继友说，目
前，北红村一半以上的村民从事旅
游产业，家庭旅馆达72家，2022
年人均收入2.25万元。

黑龙江省对照“乙类乙管”总
体方案，在细化、优化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的同时，推广冰雪旅游精品
线路，带火了乡村游。春节假期，
雪乡景区平均日接待游客2400多
人，日门票收入20多万元。

新景象：好生态引来八方客

2022年12月14日拍摄的黑龙江雪乡景区夜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2022年10月5日，在吉林省梨树县北夏家村，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正在分拣西兰花。 新华社发

在吉林省梨树县北夏家村，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亮亮检查玉米长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