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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钱玺勇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刘柏森

山野味
延寿县玉河乡长寿村位于长寿山脚下、长

寿湖畔。背靠长寿山风景区，通过为游客提供
吃、住、行、娱等方面服务，长寿村的村民基本
上家家都过得富足殷实。

12日，时值初秋，天气见凉，长寿村没有
了夏日里的喧闹，只有一些驴友骑着自行车
从此经过。村里有 20多家为游客提供食宿服
务的农家乐小旅馆，位于公路旁“农家小院”
便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小老板于振东告
诉记者，今年“小院”收入还不错。从 5月初到
10月末是旅游旺季，特别是节假日里游人众
多。现在虽少见公款出游的，但自驾游的、同
学聚会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学生放假的 7
月中旬到 8月末这段时间，全家出游或几家结
伴游的非常常见。这些游客多来自哈尔滨、
牡丹江和周边县城，本县的只占一小部分。
游客们白天爬爬长寿山、赏石林石海、游长寿
湖，晚上吃住在“农家小院”，可以吃点农家
菜，还可以围着篝火吃烤全羊，还会看到灿烂
的烟花。

长寿山风景区是国家AAA级景区，景区
由长寿湖、石林石海、长寿石、丞相峰、狒狒石、
擎天峰、骆驼峰、九曲洞、蝙蝠洞、小华山、一线
天、长寿泉、姊妹砬子、穿云洞、背阴山、雾松
坡、仙人洞等数十个景点组成，总面积 99平方
公里。长寿山巍峨挺拔、长寿湖灵动飘逸、石
林石海鬼斧神工，其它景观也各具特色。另
外，景区内还有独具特色的景点“寿字碑林”。
它利用传统的书法艺术，结合长寿山的奇峰异
石，在大小不一、方圆各异的怪石上，镌刻着不
同朝代、不同字体、不同文式的名人“寿”字迹，
构成了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之“寿”字大全。

当然，延寿县可游玩的地儿还有很多。该
县东南和西北为山地，松花江的一条一级支流
蚂蜒河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贯穿全境。县内地
貌一半是山区，且河流、湿地众多，有大小河流
25条、泡泽300多个，水域面积5万亩。多样的
地形地貌创造多样的生态系统，也创造了相对
丰富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该县依托这些旅游资源，全力打
造了长寿山、福山和七华里三大生态养生旅游
区。推出了“游长寿湖、体验天下第一寿”、“登
石林，赏奇观”等一批重点旅游景点，形成了独
具延寿特色的养生文化旅游品牌。众多的景
区和景点，都会让游人留连忘返。

采摘乐
12日，“延寿金秋旅游月启动仪式暨第二届

园艺采摘节”在延寿县安山乡长寿山庄开幕。
经过长寿山园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佩

远等人的二十多年的经营，长寿山庄已初具
规模，现有 4个约 2000亩的水果基地，还配有
餐饮、住宿、游乐等设施，还有水库供游人垂
钓。水果基地产水果 50 余种，主要有梨、葡
萄、李子、苹果等。张佩远告诉记者，基地的
梨主要作反季销售，冬天以冻梨售卖。而葡
萄和李子则基本上都供游人现场采摘，常常
是供不应求。

家住县城的曲玉凤一边摘葡萄，一边对记
者讲：“这里真的挺好，空气好，玩得好，心情也
便好起来。”中午，曲玉凤一家在山庄的钱龙大
酒店吃了顿农家菜后，将上午采摘的满满两箱
葡萄装车，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据了解，延寿县地处浅山区，具有发展林
果产业的资源优势。目前，延寿县宜林宜果面
积近 100万亩，而地产果生产基地达到 1万余
亩，年产绿色无公害品牌优质水果上万吨。

当然，在延寿，可以作为旅游商品的并非
山果一种。延寿县水资源丰富，森林资源覆盖
率近 50%，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3%～6%，境内没
有重污染企业，生态环境优良。而且该县位于
第二积温带，有效积温高，生长期较长，昼夜温
差大，日照时间长，非常有利于水稻的干物质
积累和沉淀。由于种植历史悠久，再加上农业
部门的积极推广，延寿县水稻优质品种覆盖率
达到 100%。早在 2008年，延寿就被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批准为“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县。今年 4月份，延寿
大米又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前，该
县以稻米为主的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企业有96
家，生产6大类50余个品种。

除了绿色、有机大米，香其酱和永和豆浆
粉也是到延寿县游玩的游客值得带回的产品
之一。香其酱总公司在延寿设有工厂，所生产
香其酱系列酱是采用当地非转基因优质大豆
加上香菇、元葱、芝麻等辅料经过深加工后而
成的烹饪佐料和方便即食酱，具有酱香浓郁、
鲜美醇厚、咸淡适口、风味独特的品质。永和

豆浆粉由哈尔滨永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这家
选址在延寿的企业生产原料也选用我省的非
转基因大豆，在生产过程中，采用 16道精制工
艺，烘干脱皮去芽（低嘌呤）、精细研磨、排渣、
脱腥、灭酶，饮用之后不会产生胀气问题，最后
三效浓缩、喷雾干燥，有别于传统工艺，只甄选
了 43%的大豆精华。香其酱和永和豆浆粉早
已成为游客买来自用或馈赠亲友的佳品。到
延寿游玩的游客，肯定能满载而归。

健字诀
“要健康去延寿、来延寿人长寿”；“延寿走

一走、下限九十九”。这两句顺口溜是延寿人
经常对外来客人常讲的话。最新统计数字表
明，目前，该县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2.3岁，
8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有 5884人，占全县总人
口的 2.2%，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是我
省最长寿县域的典型代表。

延寿人为何长寿？除了生活在一个优良
的环境中和食用未被污染的食物外，长期以
来，延寿人不断拓展养生内涵，探索养生真谛，
形成了一整套的养生良法。这吸引无数专家
慕名来访，有专家实地踏查后为延寿总结出

“德、习、健、食、笑”五字养生精髓。
在五字养生精髓中，“健”字即健身运动是

核心。一直以来，很多延寿人有健身运动的习
惯，或散步，或跳广场舞或打太极，或登山，或
钓鱼……全县已形成了崇尚健身、参与健身的
浓郁氛围，在增强体质的同时也丰富了业余文

化生活。
14日，延寿县 2015年“全民健身日”健身

项目展示活动举行，追梦少年篮球队、中老年
艺术团红叶舞蹈队、田园艺术舞蹈工作室、朝
鲜族老年协会广场舞蹈队、太极拳协会、东风
国际健身队、益水桥健身队、夕阳红秧歌队、山
河公园娟子舞蹈队先后进行了展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日，以“全民健身、
健康延寿、绿色家园、养生延寿”为主题的延寿
登山比赛举行。延寿此举既是向外界推广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次旅游宣传和造势
以吸引更多的人知道延寿、了解延寿和到延寿
游玩。

延寿将如何用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
务来回馈游客？县旅游局局长赵文权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延寿将以乡村旅游
资源为主体，以养生文化为依托，以现有乡村
旅游景点为支撑，拓展乡村旅游的内涵，突出
乡村旅游的特色，全力争取省市旅游项目支
持，进一步完善长寿山风景区、长寿村、万宝
村、长寿山庄、欣悦山庄和德强生态园等旅游
区景点配套基础设施，增加游客的接待能力。
以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业开发为突破口，大力发
展农耕体验观光游，建成一个以生态农业观光
旅游为主线，由历史文化风景区、工农业科技
示范区、休闲旅游度假区、农田绿洲浏览区和
农耕民俗绿色有机食品采摘品尝区等相对独
立、彼此衔接、功能各异、设施齐全、特色鲜明
的综合旅游风景区。

届时，到延寿旅游，肯定不虚此行。

延寿 浓浓乡土味 火爆休闲游
核 心 提 示

艳阳高照、秋风送爽。12 日，第二届园艺
采摘节刚刚结束。20日，一场参加者众的登山
比赛便欢乐开场。

青翠的山、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农家菜、
地产果、有机米，登山、或游湖、垂钓……延寿县
的独特旅游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
来，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今年又创新高。

旅游，富裕了一方百姓，也带活了一县的经
济。

本报讯（朱明哲 焦春龙 记者白云
峰）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实现快发
展，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今年以来，
五常市金融部门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
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融资服务作用，撬
动金融资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
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五常市的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一些宏
观因素影响，但仍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
时期。五常市已连续两年在哈尔滨市县
域经济综合排名第一，在全省十强县的
地位更加稳固。今年，五常市提出全力
实施牛家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旅游文化产业区、生态文明宜居区“四区
联动”发展战略，全市开复工产业项目
68个，计划总投资133亿元，年计划投资
36.5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五常经济
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为金融业提供了
更大发展空间。

金融组织不断壮大发展。目前，五
常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已达到12家，
银行网点 83个，全市金融总量已达 270
多亿元，布放各类结算工具 2400余台，
发放银行卡160余万张，全市261个行政
村实现了金融服务终端全覆盖。农村信
用社成为新形势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主要为广大农户、个体工商户、米特加工
类小微企业、各类合作社、土地集约化经
营主体等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
服务，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大
农业再登新台阶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融支持成效显著，“三农”资金需
求得到保障。农发行、农行、哈行、龙江
行、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都向三农领
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农业生产经
营资金需要。截至 6月末，全市涉农贷
款余额 74.5 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81.7%；种养业贷款 25.6亿元，占全部贷
款的28.1%；农户贷款29亿元，占全部贷
款31.8%。

新型经济组织获得支持不断壮大。
多家金融机构对各类合作社、种粮大户、
设施农业、家庭农场、土地集约化经营等
领域不同程度的给予信贷资金支持，今
年累计资金支持达到2.41亿元。

扶持中小微企业力度加大。近年
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的金融财税政策，小企业的发展也有效
地促进了整体经济稳定和发展。五常市
各家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上
都以不同形式予以信贷支持，涉及中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达 34.1亿元，占全部
贷款的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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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洪亮 记者刘柏森）17日，方正县委、县政府
组织方正县 16家大米加工企业、100多种精品大米，参展
2015黑龙江国际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博览会。

在方正大米展区，来往宾客络绎不绝，为了让客商和消
费者更好地了解方正大米，方正县邀请农业和营养学专家现
场讲授如何鉴别优质大米的方法和方正大米品质特色及食
用好处，同时还现场蒸煮方正大米、免费品尝。此外，方正县
还设计了一系列的互动活动，包括现场派发方正大米宣传册
及小包装礼品米、创建方正大米微信公众号。

方正 百种精品米参展绿博会

本报讯（王晓东 李兴远）巴彦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日在全县中小学
开展了“传承国学经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此次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从今年秋季开学开始，各学校将
国学经典文化课程纳入各年级课程计划，除每周单独设置
1课时外，还充分利用语文课、活动课、班会课、晨读、午诵
等有效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通过开设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举办国学经典诵读汇报演出、举办国学
经典文化知识大赛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亲近经典、感悟经
典、践行经典，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培养
民族精神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

巴彦 传承国学提升学生素养

□文/摄 钱玺勇 本报记者 刘柏森

金秋九月，是登高远望的好时节。
在这色彩斑斓、稻谷飘香的丰收日子里，

“健康延寿”以特有的魅力，笑迎八方宾朋。
20日 9时许，来自省内外的数百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云集长寿山脚下。随着一声枪响，人
群浩浩荡荡地向长寿山深处挺进，拉开了延寿
县首届全民健身登山比赛的序幕。

户外盛典：300名健将云集长寿山

本次登山比赛以“全民健身、健康延寿”为

主题，由延寿县人民政府主办，延寿县文体局
承办。承办方通过省市新闻媒体及“延寿发
布”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广发“英雄帖”，在
不到 3天的时间内，原定的 300个登山名额就
已全部被“秒杀”。

在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延寿
人喜欢上了户外运动。“延寿境内的石城山、花
砬山等很多天然‘氧吧’，非常适合人们从事户
外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登山比赛，让更多
的人了解户外活动的益处。”延寿县阳光户外
俱乐部负责人赵红军说。

虽然通过报名的方式参与这次登山活动
的人只有数百人，然而实际到来的却有上千

人，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网名为“萍水相逢”的尚志市户外爱好者

今天也参加了登山活动。“萍水相逢”告诉记
者，当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与延寿的几个户外
QQ群、微信群都有密切联系，双方会互相交
流信息。这次跟“萍水相逢”一起从尚志过来
的就有20多人，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北部户外”
的活动组织。

据了解，参加这次登山比赛活动的还有哈
尔滨、绥化、阿城、宾县等地的户外运动爱好
者，“可以说这是一场户外盛典。”

资深“驴友”：开启全新生活方式

延寿县城一家火锅店的经营者韩晓，是位
资深的“驴友”。在路上，她向记者讲述了上个
月在牡丹江镜泊湖参加“中国健身名山”登山
赛的经历，她的手机里还有一张登顶成功的完
赛证书照片。

“以前一直在外打工，经常熬夜,没有时间
运动。后来身体越来越差，还患上了腰椎间盘
突出和颈椎病。”深受疾病折磨的韩晓意识到
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四年前她加入了阳
光户外俱乐部，开始投入户外运动，病情至今
再未复发。

贾晶原本是名滑雪运动员，因为爱好户外
运动，几年前她开起了户外运动用品专营店，
不久成立了延寿县挑战者户外俱乐部，成为一
群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大本营。

“大本营”建立后，贾晶经常组织县内的户
外运动爱好者开展滑雪、滑冰、骑行、穿越等有
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这次登山活动，贾晶带领
俱乐部20名队友前来参赛，他们都有自己的本

职工作，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
延寿县文体局副局长阚金铃表示，这次登

山比赛是他们组织的首个大型户外活动，希望
这样的活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
身活动中来。

养生文化：唱响全民健身

“健身健脑与健心，健字推开长寿门。”位
于延寿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长寿山风景区，是
国家森林公园。

巍峨挺拔的长寿山、鬼斧神工的石林石
海……其独特的山岳地貌景观和舒适的登山
步道吸引着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挑战。
让人们在攀登中体验运动、健身之乐，在观景
中放松心情、开阔心胸，正契合了五字养生文
化精髓中“健”字要诀。

近年来，延寿县以构建亲民、便民、利民
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为核心，不断加强全民
健身组织建设、场地设施建设和品牌活动建
设，积极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
体化发展。

同时，坚持常年开展“中小学生春季越野
跑比赛”、“青少年户外冰雪大赛”、“中老年健
身舞大赛”、“自行车骑行大赛”、“全民运动会”
等20多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使该县的全民健
身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延寿健儿也多次在哈
尔滨市举办的各类户外赛事中获奖。

延寿县委书记封殿辉说，本次登山比赛全
面展示了“绿色家园、养生延寿”的品牌形象，
初步形成了“以赛会友、促进发展”的双赢模
式，同时也提升了延寿知名度和美誉度。

图为登山比赛现场。

绿色家园 快乐健身 延寿县首届全民健身
登山比赛侧记

长寿山国家级风景区之天下第一寿。

游人正在果园里采摘。 长寿山山脚下的农家乐。
在19日开幕的哈尔滨市2015中秋食品文化节上，双城区

以“创建全国放心食品产业城”为主题，重点突出有机、绿色和
无公害食品的展示展卖，几十家名优食品企业展出了中秋食
品及谷物粮油食品、乳制品、肉灌制品、山特产品、调味品、饮
料酒类等10类优质品牌产品。 胡胜龙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金秋九月，木兰县举行了全民运动会，全面展示了木兰
浓厚的文化底蕴，激发了群众全民健身的热情。

王雪菲 姜元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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