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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村落，如何在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留住诗
意乡愁，催生“美丽经济”？当你来到镇赉
县镇赉镇南岗子村，心里便有了答案……

冬日12月，漫步在南岗子村，一条条柏油
路面干净整洁，一座座房屋坐落有序，一栋栋大
棚整齐排列，绘就出新农村的生机盎然。

近年来，南岗子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
发展棚膜经济和小冰麦特色产业，先后投入5300余万
元在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善、乡
风文明提升及特色旅游等方面进行了改善升级，让小小村
落变了模样，也让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丽乡村，大棚铺就致富路

南岗子村位于镇赉县城南郊1.5公里处，下辖2个自然屯，常
住户数404户、970人，建设大棚1009栋，年产值达3000余万
元。

棚外寒意渐浓，棚内却温暖如春。走进一座“日光温室”，通透
的棚膜、宽大的骨架，让棚室内的空间更显宽敞。听闻有记者来了，
农户高立新喜出望外，拽着记者就往他家的温室大棚里走。“我这茬菜
马上要收了。”高立新指着棚内成片的蔬菜笑着说。顺着他手指的方
向看，阳光铺洒在嫩绿的菜叶上，硕大的擗梆白菜在温室大棚的“保
护”下长势喜人，露珠沁润其中，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还没等记者开口
询问，他就激动地介绍说：“我种的这种擗梆白菜只需要两个多月的生长
期就能收获，单单这一栋大棚里的菜就能让我收入7万多元，厉害吧！”

从高立新口中得知，这已经是他今年冬天种的第二茬菜了，头一茬种
的黄瓜已获得了丰收，这无不得益于他们采取了科学的种植技术。镇赉县领
航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姜文革说：“我们积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
训，认真听取科技人员、乡土专家的培训指导，在大棚的高度和空间上有所
增加，同时通过地膜覆盖、甜瓜吊蔓、嫁接技术、蜜蜂授粉等暖棚种植新技
术，让农民在种植技术上不再发愁。”

现今，该村大棚种植的菠菜、芹菜、茼蒿、辣椒等反季节蔬菜，除了可供
应全县居民食用，还畅销到北京、长春、沈阳、齐齐哈尔等地，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保供“菜篮子”，这里生产的有机蔬菜也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放心菜”。

而早在1998年，南岗子村就凭借敢于尝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从省农科院
引进小冰麦33号，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整理出了一整套完善的种植技术。现
如今，该村小冰麦的种植面积达到170多公顷，占该村种植总面积的35%。在
此基础上，南岗子村又在2015年创建了小冰麦深加工车间，面粉加工量每年可
达250吨。2017年，南岗子村还成为全省唯一一个绿色、高产、高效小冰麦示
范区。同时，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协调下，南岗子村与长春一汽扶
贫馆签订了长期面粉回收订单41.5吨，村里以高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回收村民
手里的原粮，带动全村200余户村民实现增收，让村民种植的小冰麦不愁销路。

美丽乡村，环境激发新面貌

景在村中，村融景中，人在画中。经过多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南岗子村华
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千村示范”村和市级乡村振兴典型村。

此前，为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南岗子村先后投入4500万元，铺装白改
黑硬化路7350米、修建围墙1.4万余米、安装新大门334座、铺设路肩彩砖
1.28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200盏、建设文化广场1200平方米、墙体绘
画1000平方米，南岗子村作为全省唯一旱田高标准农田智慧农业建设示范
区，实施高标准农田智慧农业建设529公顷，该村还聘用了第三方对村内的
生活垃圾进行统一转运处理。

日渐宜居的环境，越发美丽的家乡，极大增强了村民们的幸福感，同时
激发着村民们的参与热情。如今的南岗子村，大家齐动手、家家皆参与，携手共建美丽村庄，努力用田园风光留住乡愁
诗意。

此外，他们还充分发挥扶贫产业收益效力，开发保洁公益岗，常态保持人居环境整洁。镇赉县镇赉镇镇长方东明说：“每
年春季，我们都会对村屯进行栽花美化，为村民们打造‘草儿绿、花儿香、环境优美人健康’的良好生活环境。”

村屯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南岗子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在好风景里
创造好日子。

美丽乡村，资源释放新动能

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和乡村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进乡村，走到田间，在农村住下
来，玩起来，以观光乡村、体验乡村为主的旅游产业正悄然形成。

为牢牢抓住乡村旅游这一有利契机，南岗子村依托近郊游优势，投入各类资金1000万元，形成了一条
“百年福榆—农耕博物馆—大棚采摘园—东湖生态园”的乡村旅游路线。

时间流转，岁月更替。记者跟随镇赉县镇赉镇宣传委员于伟楠游走在村落之中，当远近闻名的“百年
福榆”矗立在眼前，它那苍劲的树干有力地向上攀升，见证了百年风华的老榆树如今依旧承载着无数人对
幸福生活的期许。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与之合影留念，而树下的许愿墙上，写有“健康长寿、金榜题名、
岁岁平安”等，寄托人们美好愿景的许愿牌随风摇曳。家住白城市区的市民任俊说：“每年我都会在固
定的时间来这里，写上一个愿望，顺便再带回去点绿色蔬菜，一举两得。”

绕过老榆树，走进与之相邻的农耕文化博物馆，这里陈列着百余件从清代到近现代当地人的生
产和生活用品，大到木结构的马车、木工用具，小到手电筒、烟袋锅……眼前的一幕仿佛穿越百
年，几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几十年前的乡愁记忆在这里引发共鸣，同时久
经沉淀的乡土文化也在向世人展示着先人的智慧结晶。

于伟楠说：“今后，我们将继续利用好特殊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从乡村、田园、农田里
挖掘旅游特色，做好城镇和农村文章，同时做好乡村休闲、乡村度假的乡村旅游文章。”

农村美起来、产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乡村建设全速奔跑，南岗子村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行走其中，阵阵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古朴静谧的村庄，宽敞整洁
的柏油路，喜笑颜开的村民，处处呈现出“让乡村旅游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画卷和生动期许。

南岗子村，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乡村振兴新农村，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村民
带来的精彩蝶变。

图①排列整齐的蔬菜大棚。
图②农耕文化博物馆一角。
图③许愿墙。
图④乡村街道干净整洁。
图⑤庭院暖棚种植的蔬菜。
图⑥南岗子村鸟瞰。
图⑦“百年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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