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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们市G331国道方向驱车
行驶不到10公里，就到达月晴镇马
牌村。这里群山砥荡、绿树成荫，
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
居错落有致，穿梭其间，满是清爽。

“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变化
也越来越大。”马牌村第一书记张
继成说，这一切得益于延边州全域
美丽乡村建设活动。

今年以来，马牌村按照延边州
和图们市的要求和部署，紧盯薄弱
环节，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乡
村“颜值”越来越美。

精心编制“施工图”

为了让乡村“颜值”靓起来，马
牌村于 4月 10日至 5月 10日开展

“春季环境卫生整治月”活动，重点
清理辖区内河道及沟渠垃圾，全力
打造生态宜居家园。同时，村里整
治越冬垃圾按照“先清理、后美化”
原则，组织力量集中进行重点区域
清理和绿化美化行动。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人员以身
作则，充分利用大喇叭、微信群、宣
传栏以及逐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广
泛宣传保护环境理念，营造出人人
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村两委成员带头拿起扫
帚等清洁工具，积极投身于垃圾清理工作，村民纷纷
响应，主动加入到整治队伍中来，以实际行动践行责
任与担当。

激发治理“新动能”

在整治活动中，马牌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及西
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迅速响应，紧密协作，成为推动
整治行动顺利开展的中坚力量。驻村工作队与村两
委携手合作，深入每家每户，充分倾听村民的想法，全
面了解村庄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
合村庄实际需求与发展规划，制定详细且针对性强的
整治方案。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驻村工作队时刻关注工作进
展，灵活调整策略，为整治工作的高效推进提供了有
力保障。驻村工作队队员池泳涛表示，希望通过整治
活动，切实为马牌村办实事，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环境
卫生的改善，提升幸福感。

打好顽疾“歼灭战”

“我们将重点攻克纵深区域治理难题，推动人居
环境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不断开创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新局面。”池泳涛说，村两委积极组织村民对
村内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理。

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也为此次整治活动注入
青春力量。活动期间，他们满怀热情，平均每天参与
环境整治 7小时。他们携带铁钳、编织袋等工具，沿
着河道沟渠、村内主干道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理工作。
不仅如此，志愿者还特别关注部分年龄较大、行动不
便的农户，主动上门为这些农户打扫室内外卫生。截
至目前，志愿者累计帮助 15户农户打扫卫生，完成 4
公里河道沟渠和5公里村道的清理任务。

志愿者韩兆岳感慨地说：“看着环境一点点变得
整洁干净，村民露出满意的笑容，我真切地感受到奉
献的快乐。这段经历将成为我青春中最珍贵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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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推开薄雾，晨光为镇赉
县镇赉镇南岗子村的1009栋蔬菜大棚
镀上金边，其中832栋暖棚犹如镶嵌在
黑土地上的璀璨明珠，承载着村民的丰
收梦想。

菜农高立强家大棚内，妻子刘长敏
正专注地为黄瓜落蔓——她的指尖灵
活穿梭于翠绿藤蔓间，将主蔓缓缓降低
30—40公分，这一精准的农事操作，既
为黄瓜生长腾出向上空间，更让新结的
瓜纽在阳光雨露滋养下茁壮成长。棚
内黄瓜藤蜿蜒舒展，鲜嫩的瓜条缀满枝
头，与其他间作蔬菜共同勾勒出一幅生
机盎然的丰收图景。

“咱们村的蔬菜产业能有今天，靠
的是科学种植与抱团发展！”村党支部
书记徐成凯边走边介绍。

近年来，南岗子村锚定乡村振兴战
略方向，深挖资源禀赋，将蔬菜产业作
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村里不仅引
入滴灌节水、无土栽培等现代化种植技
术，还组建专业技术服务队，定期邀请
县农业农村局、省农科院专家开展田间
课堂，让“科技范儿”融入每一寸土地。
在市场开拓上，村里积极对接北京新发
地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冷链物
流专线，实现“当日采摘、次日上市”，让
南岗子村的新鲜蔬菜走进千家万户的
餐桌。

产业发展的“火车头”，正是党支部
领办的领航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通过整合村集体土地、吸纳 84户
社员，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拧成“一股
绳”，构建起“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品牌销售”的全链条服务体
系。2024年，1009栋大棚实现 3200万
元销售额，村集体经济更是突破69万元
大关，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样板”。如
今，大棚内“地膜覆盖 + 甜瓜吊蔓 + 熊
蜂授粉”等智慧农业技术已全面铺开，
省农科院经济植物研究所 28名党员与
本村党员结对帮扶，将实验室搬到田间

地头，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下一步，我们要把‘菜篮子’变成

‘钱袋子’！”徐成凯目光坚定，“一方面
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培育更多高附加
值品种；另一方面打造‘南岗子’蔬菜品
牌，借助电商平台拓展线上销售。更要
依托近郊优势，串联百年福榆、农耕博
物馆、绿色观光长廊、大棚采摘园等特

色资源，发展‘农业 + 文旅’新业态，让
村 民 在 产 业 链 延 伸 中 共 享 发 展 红
利。”

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从单打独
斗到抱团发展，南岗子村正以蔬菜产业
为笔，在黑土地上书写乡村振兴的壮美
篇章，让“大棚经济”成为照亮村民幸福
生活的璀璨星光。

“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潘晟昱 王凯 于伟楠 本报记者 徐文君

蛟河市前进乡团山子村

五月的微风掠过蛟河市前
进乡团山子村的阡陌，吹皱一池
春水，也唤醒了田间那一排排
银白的“希望堡垒”。错落有
致的棚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
光泽，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珍
珠，闪耀着现代农业的智慧光
芒。

走进团山子村的大棚，一股
裹挟着泥土芬芳与草木清香的
温热气息扑面而来。嫩绿的花
苗舒展着叶片，在精心搭建的

“温室家园”里肆意生长，仿佛诉
说着对丰收的渴望。村党支部
书记任艳莉穿梭于棚架之间，她
的眼神里既有对眼前生机的欣慰，也饱
含着对未来发展的憧憬：“这些花苗是
我们村今年的希望，再过不久，它们将
被运往各地，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可观的
收入。”

目前，团山子村已完成 3座大棚的
花苗移栽工作，涵盖串红7万株、牵牛花
2万株等 6个品种，共计 17.9万株。为
了充分发挥大棚设施的经济效益，村里
还计划开展柳蒿芽、婆婆丁等山野菜反
季节种植。任艳莉介绍：“山野菜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反季节种植可以错峰上
市，卖个好价钱。”

大棚里，村民魏加玲和张世芬正忙
着为花苗浇水、施肥。她们动作娴熟，

眼神专注，对这些花苗充满了感情。“在
这里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有一份
收入，比出去打工强多了。”魏加玲笑着
说。张世芬也点头表示赞同：“村里发
展棚膜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

据了解，团山子村的棚膜经济项目
预计全年可收入 30万元，纯收入 12万
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9万余元。同时，
该项目还为100余名村民提供了季节性
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
富。

为了推动棚膜经济的发展，前进乡
党委、乡政府积极引导，提供政策支持
和技术指导。任艳莉表示：“我们多次

组织村民参加种植技术培训，
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进行指
导，确保大家掌握科学的种植
方法。”此外，村里还与市场建
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村
民的后顾之忧。

团山子村发展棚膜经济，
是前进乡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前进乡立足
全乡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引导
各村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路径。除了团山子村的棚膜经
济，其他村也在积极发展甜黏
玉米种植、松子加工、黄牛养
殖、山野菜种植等项目，取得显
著成效。

展望未来，任艳莉信心满满：“我们
将继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
种，提高产品质量。同时，还将探索发
展农产品深加工和乡村旅游，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让村集体经济
发展得更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

从棚膜下萌发的点点绿意，到即将
收获的累累硕果；从村民脸上绽放的幸
福笑容，到乡村振兴的壮美蓝图，蛟河
市前进乡团山子村正以棚膜经济为笔，
蘸取勤劳与智慧的墨汁，在广袤的乡村
大地上，勾勒出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
村美的绚丽画卷。

“聚宝棚”盛开“致富花”
于佳明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