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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一大早，三道河子村临时召开村
“两委”班子成员会议，除了备春耕和森林防
火，产业发展仍是一个重要议题。

“只有产业兴旺，黑土地才有吸
引力，奔小康才能可持续”

三道河子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种地
兼顾外出打工曾是村民们的普遍选择。谷凤
杰清醒地认识到，要致富，光靠种地和外出打
工不行，变单一农业生产为多种产业发展才
是全村的希望。“只有产业兴旺，黑土地才有
吸引力，奔小康才能可持续。”谷凤杰说。

说干就干！她带领村民找项目、筹资金，
依托三道河子村的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2011年，三道河子村成立敦化市谷丰大
豆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以大豆、玉米为
主的农作物种植基地600余亩，通过自身种植
和合作社利润返还，社员人均年增收5000余
元。

2012年，她又组织村民创办了敦化市大
石头镇三河富民蛋业专业合作社，实现标准
化蛋鸡养殖规模2.5万只，年利润达60余万
元。

2013年，经过考察，谷凤杰开始在全村推
广“合作社＋特色种养业”模式。她先把村民
致富项目锁定在发展黄牛养殖上。刚开始，
不少村民有顾虑，她鼓励说：“母牛下母牛，三
年变五头，大家好好养殖黄牛肯定没错！”村
民买黄牛没有资金，她就个人担保为十几户
村民贷款200多万元。随着黄牛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收入逐年提升，其他村民纷纷加入到
黄牛养殖行列。如今，“牛村”的雅号，已在十
里八村叫响。

风吹草低，牛羊遍地。走进三道河子村
的地界，“哞哞”的牛叫声此起彼伏。“我们村
95%以上的农户从事黄牛养殖产业，黄牛存
栏达到3000头，年销售近千头，全村年均黄
牛养殖总收入达1800多万元。”提起村里的

黄牛养殖，谷凤杰乐得合不拢嘴。
为村民找到好的产业项目，一直是谷凤

杰最开心的事。2016年，三道河子村创建全
市第一个“巧姐”创业示范村；2019年，她又帮
助富余劳动力联系务工项目，村民年增收达
209万元……

一个个产业项目的上马，不断夯实三道
河子村的致富之路。

2019年，三道河子村全部贫困户实现脱
贫；2020年，全村168户618人，人均年收入从
11年前的8000元涨到3.5万元。“带领大家共
同致富，这是我丈夫最大的愿望，现在我替他
实现了。”说这话时，谷凤杰眼睛里闪着晶莹
的泪花。

“钱袋子”鼓起来了，老百姓的日子红火
起来了，谷凤杰带领村民多渠道增收致富的
脚步却从未放缓。

谷凤杰是全国、省、县、乡四级人大代
表。本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的初心，她深入群众、认真调研，切实了解
农民所思所想所盼，仔细打磨每一条提案，积
极为群众代言发声。同时，她也十分珍惜每
次人代会的机会，在会上多听、多看、多学，把
先进经验带回三道河子村，用于发展建设。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谷凤杰听说了浙江嘉
兴、湖州一带的“湖羊”养殖项目，便主动与浙
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交流，之后又多次通过
电话、视频与浙江多家湖羊养殖场联系、咨
询。为打消村民的疑虑，她首先自己拿出上
万元经费，带领部分有养殖经验的村民和村
干部赴浙江实地考察。

“我愿意养！”考察回来，养牛大户姜殿文
自告奋勇。但是，养殖场地却成了难题。谷
凤杰马上召开村“两委”班子成员会议，商议
后决定：用村里申请来的省级扶持壮大集体
经济资金盖两栋羊舍。

难题被逐一攻克，三道河子村湖羊养殖
合作社终于成立了。

在三道河子村的西山湖羊养殖基地，记
者看到了几百只膘肥体壮的湖羊。不到一年
的时间，三道河子村的湖羊已由当初的170只
发展到600多只，两栋新建羊舍已经不能满足
需求。“最近下了好多小羊羔，羊舍不够用了，
我们正计划着再盖上几栋呢。”谷凤杰告诉记
者，“湖羊”项目已带动5户村民实现增收20万
元，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益3.5万元。

“接下来，我们准备建一个小型的屠宰
场，打造三道河子村自己的牛羊肉品牌，自产
自销，缩短产品流通链条，让农牧产品实现利
益最大化。”在谷凤杰的规划下，三道河子村
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扎根，我
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致富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
意留下来，在三道河子这个小乡村寻找事业
发展的大舞台。

“80后”村民刘波是延吉市人，几年前，
她不顾父母反对，和丈夫一起扎根三道河子
村。“我第一次来就相中这个地方了，有山有
水有产业，日子一定能过美。”刘波说。三道
河子村产业兴旺，刘波夫妻二人勤快实干，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家里种了7垧地，养
了20多头黄牛，农闲的时候打打零工，一年
算下来差不多能挣20来万。”2018年，刘波
成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谷凤杰的带动
下，她立志要为乡亲们多办实事儿。“我是党
员，要向谷书记学习，为村子的发展出力。”
刘波语气坚定。

“回流”到三道河子村的年轻人中，还有
谷凤杰的女儿丁淇。“当初，我其实是被我妈
拽回来的。”丁淇笑着说。原来，三道河子村
地处北纬42度黄金玉米带，玉米产量高、质
量好，但由于销路单一始终卖不上好价钱。
于是，谷凤杰提议在村里建一个鲜食玉米加
工厂。面对一个投资大且收益期长的新产

业，村民们都不敢尝试。如何才能把好的产
业项目留下来？谷凤杰将目光投向了在敦
化市干个体的女儿和女婿身上。

面对母亲的劝说，女儿丁淇毅然关停多
家门店，募集资金256万元，回乡开了一家集
玉米生产加工、黄牛繁育养殖、草原星空帐
篷和学农实践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公
司。丁淇的公司集中当地优势资源，立足一
二三产业联动，着眼发展农牧循环经济，既
能就地解决玉米、秸秆等农产品的销路问
题，还能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和
技术指导。

2020年8月，丁淇的鲜食玉米加工厂正
式投入生产。当季生产的2.5万穗玉米被抢
购一空，截至今年，已直接带动115名村民就
业，人均增收8000余元。今年，丁淇又流转
了部分村民的土地，进行玉米统一种植，并和
农户签约以每吨1500元的价格回收农户玉
米。谷凤杰欣喜地算了一笔账，“普通玉米市
场收购价每吨700元至800元，除去前期在玉
米种子等方面增加的投入，乡亲们的收入差
不多还能翻倍！”

蓝天白云，袅袅炊烟。美丽的三道河子
村犹如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阔步走在乡村
振兴的大道上。三道河子村的未来，谷凤杰
心里早已有了规划：围绕农产品延伸产业链，
发展配套产业，通过一二三产业的共生共融，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我们打算将传统农业与旅游、文化、科技等
产业要素结合起来，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
业、创意农业，既美化环境又实现增值。”谷凤
杰详细介绍着。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三道河子村
的变化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外出务工的年
轻人纷纷回来发展了。谷凤杰说：“农村是一
个广阔的舞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扎根，我
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吉林日报记者李娜报道

情系乡亲谱新篇
——记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谷凤杰（二）

珲乌高速公路，途经长春、吉林、延边、
图们、珲春，是保障“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
局实施，我省内陆向东融入渤海、日本海等
海洋经济圈、持续加强与东北亚区域经贸联
系的重要通道，也为占我省区域面积和人口
三分之一、经济总量二分之一的长吉图开发
开放先导区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交通硬件设
施。

珲乌高速公路长吉段的长春市，一座当
之无愧的汽车城，因一汽而扬名。近年来，
为助力一汽集团“831”及“3341”行动计划
顺利开展，促进红旗事业拓展，加快长春市
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吉林省各级政府与一
汽集团策划了红旗繁荣工厂项目。为支持
项目落地，长春汽开区政府出资78亿元进
行支持，开创并探索了政企合作的新模式。

记者走进位于长春国际汽车城的一汽

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看到工作人员正有条
不紊地进行设备调试。据一汽集团工程部
基建主任张宇东介绍，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
工厂于2020年4月15日开始奠基，用了14
个半月将整体项目建成交付，目前处于生产
线的装配与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份建
成投产。他说：“未来这里将主要生产红旗
品牌新能源汽车，整车年产能将达到20万
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

汽开区针对一汽及区内企业实行挂号、
销号制度，确保企业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着落”。汽开区政数局副局长孟海燕说：

“汽开区把一汽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办，目前
已累计帮助一汽解决问题600余个，促进了
汽开区重大项目的快速推进。”

记者从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出发，
沿着珲乌高速长吉段行驶大约两个小时，就

来到了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石化公司合成树
脂厂。吉林石化公司现有3套ABS装置，产
品总产能60万吨/年。吉林石化作为国企
最大的ABS树脂生产基地，产品产能位列
世界第五位、中国第三位、中国国有企业第
一位。

在吉林石化公司合成树脂厂的产品展
示台上，记者看到一些像米粒大小的浅象牙
色塑料颗粒，它就是ABS树脂。这种塑料
颗粒经过加热融化后可以重新塑造其他形
状，等到冷却后，便成型了。ABS树脂广泛
应用于电子电器、汽车、轻工和建筑等领域，
是世界五大通用塑料之一，如安全帽、儿童
玩具、家电等都离不开ABS树脂。

2018年，吉林石化ABS研发中心被中
国石油集团公司认定为“中国石油ABS技
术中心”，是国内唯一一个依托大型产业基

地、工业化、专业化的ABS树脂研究机构。
该技术中心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石
油主营业务需求、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发展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创新创效、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建成以来，该中心
积极承担国家、省市、集团公司科研开发项
目，每年科研开发10项以上。吉林石化合
成树脂厂常务副厂长、总工程师陆书说：“今
年上半年，吉林石化克服诸多困难，实现了3
套ABS装置高效运行，ABS产量突破了29
万吨，效益稳步提升，创历史最优。”

放眼吉林大地，以高速公路为轴线，中
心城市正在扩容，产业群体加速聚集，产业
带不断兴起，经济走廊悄然形成，城市群正
在诞生。与此同时，交通出行品质显著提
升，人民群众出行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 /吉林日报记者 邹鹏亮 报道

贸易大通道 链接吉林荣耀

7月7日，小暑。闷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影
响施工者的工作热情。

在辽源市仙人河河源段与丰收河交汇
处，20多名工人正在将蓄水闸工程的进度往
前推进。

“这个蓄水闸建好以后，可以将古仙支流
的水适当拦截，在上游做微景观。”仙人河上
游段及其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负责人
王洪刚对记者说。该工程位于西安区仙人河
丰收村河源段及古仙河支流，是对总长度9.9
公里河道采取生态措施进行系统治理的一项
生态保护性工程。

河水潺潺，岸柳青青，草长莺飞，波光潋
滟……仙人河两岸，不少市民伴着微风，听着
音乐，欣赏沿途美景。

作为东辽河一级支流，仙人河曾因多年
的水质污染变黑变臭，成了城市形象的一道

疤、辽源人心里的一种痛。2018年11月14
日，仙人河黑臭水体治理问题被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组通报。

为了抚平母亲河污染之痛，辽源不躲、不
推、不辩解，举全市之力打响仙人河黑臭水体
整治攻坚战。近两年，辽源通过开展清淤及
垃圾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微观生态湿地、生
态跌水、蓄水闸以及生态拦蓄林等工程措施，
以涵养水源、改善水质、减少水土流失、恢复
生物多样性为主要任务，努力打造仙人河绿
色可持续性生态廊道，进一步提升辽源市水
生态环境，有效改善人居环境。

经过不断努力和付出，仙人河黑臭水体
全面消除，东辽河水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2020年1月，辽源地区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自

“十三五”以来首次全部达标。
在仙人河河源段与丰收河支流的交汇

处，西安区仙城小区居民吴广仁正站在岸边
的栈道上垂钓，“以前都是黑臭水，自打环境
好了，河里鱼也多了，你们快来看看，一早上
都钓了五六条鱼了。”

水环境综合治理，治的是生态血脉，改
变的是城市风景，回馈的是泽被后代的绿水
青山。

仙人河源头，汩汩泉水由地下流出，为夏
日带来一抹清凉。在这里，仙人河源头涵养
区共有2800平方米，4个水塘经过改造，在坡
岸铺设了抗径流防护毯，并栽上了各类花草。

“我们在这里一共栽植了30多种水生、半
水生植物，岸边栽植了护坡植物，有乔木、灌
木等。这个抗径流防护毯就是为了避免植物
在成活之前土壤流失的。”项目负责人李金录
在一旁解释道。

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发展理念，辽源市将河长制作为有力抓
手，层层落实责任，明晰路线图、时间表和任
务书，推进项目实施。投资3160万元，启动
建设辽源市仙人河上游及其支流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

“我们工程于2020年5月开工，计划2021
年12月完工，连日来，我们抢抓工期赶进度，
预计7月中下旬就能竣工。”王洪刚底气十足
地说。

河流环境治理是民意，也是民生，民之所
望，政之所向。

丰收村5组村民刘宝忠告诉记者，如今
在这河边住着可享福了，以前河边都种的
田，家家户户的畜禽也都在河边溜达，“现在
生活环境太好了，都种上花和树，河水也清
了，夏天来玩的人可多啦！”
/吉林日报记者 董博 赵蓓蓓 庞智源 报道

生态廊道育新景
——辽源市仙人河治理工作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