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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晚，备受瞩目的“秀美三江紫苏
情怀”第三十二届佳木斯三江旅游节暨第四
届桦南紫苏文化节开幕式盛大启幕。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桦南体育场内流
光溢彩、人声鼎沸，光影交织中，宛若进入了
紫色的梦幻世界。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灯光
和精彩绝伦的演出，开幕式在大型歌舞《鼓
舞龙腾》中拉开了帷幕。

“嘿嘿小土豆，跟着下雪的节奏……”一
首轻快的歌曲《小土豆》让人们回忆起去年
冬天的“尔滨”旅游热，点燃了“木斯”人宣传
家乡的热情；各县市文旅推介官带来的 rap

《Hei！Hei！佳木斯》用独特的方式带大家
领略了佳木斯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大
农业、大冰雪的无穷魅力。杂技表演《大美
之地》以别具一格的表演形式，让人置身
于奇妙的艺术世界，原创音乐快板《大美
桦南踏歌行》将快板和音乐巧妙结合，展
现了桦南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面貌，以欢
快的节奏、丰富的内容赢得满堂喝彩。

开幕式现场，企业代表化身文旅推介
官，宣传佳木斯市优质的旅游资源，助力佳
木斯的美景、美食和独特的文化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滋润着佳木
斯辽阔的土地，承载着佳木斯人的祝福。在
全体人员的见证下，满载三江之水的花车缓
缓驶入现场，八位文旅推介官举起容器，将
水灌入“旋叶芳桦”地标性建筑模型中，“紫
苏之花”和“金达莱花”瞬间焕发生机，璀璨
绽放，蝴蝶翩翩，烟花绚烂，漫天华彩，美轮
美奂，预示着桦南的紫苏产业欣欣向荣，蓬
勃发展。

桦南紫苏桦南紫苏

紫韵华章，召各界英才齐聚紫苏之乡；苏香四溢，引四海宾朋
共商紫苏发展。8月23日至24日，第三十二届佳木斯三江旅游节
暨第四届桦南紫苏文化节活动接连登台，中外宾朋汇集于桦南，聆
听紫苏养生知识、感受紫苏魅力、品尝紫苏美食、洽谈紫苏生意、共
谋紫苏产业发展……

□贺东旭 徐方琪 本报记者 刘大泳

8 月 23 日，桦南县体
育场的夜空被一场声势浩
大的音乐盛宴点亮，“激情
夏日乐在三江”摇滚之夜
专场演出激情开唱，让这
座城市瞬间化身为热血沸
腾的摇滚胜地。动感十足
的旋律，故事满满的歌词，
在声光电的交织与音乐碰
撞中，现场的每个人都跟
随着音乐的节拍尽情摇
摆，尽情享受摇滚乐的魅
力。摇滚大咖激情澎湃的
演绎，架子鼓和吉他迸发
出来的强烈节奏，如同呼
啸的狂风划过人们的心
弦，全场持续沸腾，观众们
纷纷举起手机和荧光棒，
与歌手们一同表达着对这
座城市的热爱和祝福。

8 月 24 日上午，第三
十二届佳木斯三江旅游
节暨第四届桦南紫苏文
化节——佳木斯市农文
旅产业资源推介会召开，
以文旅为媒，共谋合作、共
商发展、共话未来。

会上播放了佳木斯文
旅宣传片和桦南文旅宣传
片；佳木斯市文旅推介官对

“华夏东极美丽三江”佳木
斯精品旅游线路进行推介；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
学院副教授王振和马蜂窝
达人旅游推介官九一分别
从“佳木斯如何做好特色文
化旅游发展这篇大文章”

“关于佳木斯农文旅发展的
几点建议和意见”两个方面
进行农文旅融合发展交流。

佳木斯各县（市）及建
三江农文旅资源推介官则
结合地域特点，分别以歌
曲、舞蹈、快板、说唱等灵活
多样的形式展示了各地丰
富的文旅资源，呈现了一场
场精彩绝伦的文旅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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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紫苏魅力为发展献智献策

当日，紫苏产业融合发展合作交流会在桦南
大剧院举行，省农业农村厅、中国蔬菜流通协会、
省农业科学院、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各级领导及
1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90余位知名企业代表相
聚桦南，共赴紫苏之约。会上，桦南县相关领导
先后进行招商推介，全方位诠释了以桦南紫苏产
业发展为主的区位优势、发展优势、品牌优势和
产业现状，充分展现了区域招商优势和资源特
色，让与会人员深切体会到桦南包容万物、汇聚
八方的开放态势和追求卓越、不懈奋进的蓬勃活
力，进一步坚定了携手把握新机遇、合作共创新
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在与会人员的共同关注下，桦南县与黑龙江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佳木斯大学、省农业科学院、
江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黑龙江华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秋华硕
源食品有限公司、佳木斯荣祥农产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呱呱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招商签约，签约
额共计2.1亿元。县内多家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
业进行公益项目签约和产销合作签约，合作签约
额达 6.5亿元。签约活动有效拓宽了国内、国际
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桦南紫苏的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为紫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桦南
紫苏飘香世界，让世界爱上桦南紫苏”的愿景逐
步成为现实。

省林学会常务理事、省林业科学院佳木斯分
院院长孙喜奎为桦南县“‘九珍十八品’质量标准
实践基地”授牌，这不仅是对桦南紫苏种植标准、
质量品质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桦南紫苏产品质
量标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各界嘉宾走进紫苏种植示范园、紫苏产业
园、桦南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年蒸汽火车旅
游景区，实地观摩桦南县紫苏产业发展及农文旅
融合情况，感受紫苏的无穷魅力，共同为桦南紫
苏产业高质量发展献智献策。

金秋稻浪千层涌，丰收硕果满枝头。紫苏种
植园紫苏花盛开，紫白色的花海连成一片。嘉宾
们在扑鼻的香气中先后参观了紫苏种植示范区、
观光打卡区、研学体验区、美食品鉴区等功能
区。在紫苏产业园，紫苏加工企业先进的数字化
设备、世界首台变频冷压榨油机都引起了嘉宾们
的关注，大家观摩了产品展示大厅、紫苏油加工
生产线，了解紫苏从田间地头到食品、日用品的
华丽转变。

在桦南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嘉宾们通过逛
“非遗大集”，与非遗零距离接触，拓印、掐丝珐琅
制作、漆器、螺钿手工制作、桦树皮生肖制作等非
遗技艺陆续登台一展风采，原汁原味的细节呈

现、意趣盎然的场景铺展，揭开非遗的神秘面纱，
让现场嘉宾和群众充分领略到了佳木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紫韵华章展“华夏东极”风采

□贺东旭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从农家菜园到“中国紫苏之乡”

桦南县紫苏种植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
到 1953年，当时农民在房前屋后或者自家菜园
里种植少量紫苏，用于蒸苏叶黏豆包、炖鱼或调
味；1986年，驼腰子镇新合村开始大面积种植紫
苏；2015年，新合村被评为全国第五批“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紫苏）；2016年，成功申报了“桦南
紫苏”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18年，全县紫苏
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位居全省第一。

2021年，桦南县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将发
展农业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明
确以紫苏为主的“一主多元”特色产业发展战略
方向。桦南县柳毛河镇获评全国（紫苏）产业强
镇，省农业农村厅授予桦南县“道地药材紫苏生
产基地”。

2022年，桦南县深入实施紫苏产业发展“五
个一”工程，推进紫苏全产业链项目建设，连续
四年被评为全省中药材基地示范县。2023年，
与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院合作编制《桦南县紫
苏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年）》，桦南县紫苏
协会挂牌成立，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授予桦南县

“中国紫苏之乡”。

科学决策夯实基础

桦南县坚持把紫苏产业链发展列为重点突
破性工作强力推进，通盘考虑，统筹运作。成立
紫苏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科学制定决策，统筹紫
苏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构建紫苏产业“四园”联
动发展格局。

以建设紫苏产业强县为目标，桦南县与农
业农村部规划设计院合作编制《桦南县紫苏产
业发展规划（2023—2027年）》，确定了“一核 两
区 多点”总体布局，以规模化、园区化、设施化、
数字化、品牌化、绿色化“六化”为发展路径，加
快推动紫苏产业链向高端化、多元化、集群化发
展。先后制定了《桦南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与
建设扶持办法》《桦南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中药材基地建设示范县工作实施方案》，编
制了《桦南县紫苏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中药材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为产业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桦南县坚持以打造先优为发力点，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致富带
头人作用，示范引领全县紫苏产业提质增效。开展“企业+党支部+
致富带头人+农户”模式，探索多元化联农带农机制，示范带动全县
紫苏种植。发展驼腰子镇新合村、西合村、孟家岗镇保丰村等7个
紫苏种植专业村，紫苏种植户达1000余户。建设紫苏集成试验示
范基地1个、千亩种植基地7个，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10万亩左右。

紫苏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桦南先后荣获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县、
中国紫苏小镇等多项荣誉，先后获得“桦南紫苏”国家地理标识和
2个紫苏绿色有机产品标识，以及紫苏产品研发专利 2项，并顺利
通过 4个世界权威有机食品认证以及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10多项专业认证。“紫津坊”“半
山翁”等品牌远近驰名，产品出口至日、韩、俄等国。桦南县与江南
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建设紫苏品
种对比试验基地，进行对比试验，为标准化生产提供科学数据，紫
苏种植技术在全省示范推广。建立了江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制定了有关紫苏籽油的压榨国家标准。建成紫苏标准化生产
技术集成试验示范基地1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园1个。

农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桦南县将“组织链”嵌入“产业链”，通过串珠成链、聚链成群、
集群成势，助力服务紫苏产业高质量发展。成立桦南县农副产品
产业链党建联盟，以党建为引领，打造集紫苏种植、加工、科研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联、服务共促，实现党建工作
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桦南县发展紫苏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专业合
作社 5个、家庭农场 4个，紫苏原料加工能力达 5000吨，加工转化
率可达 50%，开发紫苏鸡蛋、紫苏月饼、紫苏蜂蜜、紫苏化妆品、紫
苏籽油等包含美容、保健、食品、调味品等十大系列120余款产品，
打造了集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进出口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成为全国最大的紫苏产品供货地。

桦南县以“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带”为新思路，深入挖掘
县中药文化，发展康养旅游业，探索“特色产业+生态旅游”新发展
模式，形成“种植基地+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建设紫
苏康养园，发展紫苏等中药材康养药浴文化，成功创建明义乡中医
药特色小镇，打造桦南县明义花山国家AAAA级旅游区。

桦南县成功举办四届桦南紫苏节，完成招商签约企业 10 多
个、签约总额 27.1亿元，并在新华社等 20余家主流媒体发布紫苏
节宣传报道，拓宽了行业交流平台，开拓了韩国、日本等国外市
场。举办产销对接会，北京新发地等26家外埠协会企业与12家本
土企业洽谈合作，与4家采购企业签订产销对接协议，“桦南紫苏”
影响力不断提升。

桦南县过去四年紫苏种植面积均在10万亩以上，始终居全省第
一，打造紫苏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试验示范基地1个、紫苏种植示范
园1个，带动紫苏种植户1500户，年产紫苏籽约8000吨，占全国总产
量30%以上，通过“龙头企业+高校+基地”“企业+合作社+农户”“保
底+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让紫苏种植户年均增收4万元。

目前，桦南县初加工企业主要有农盛园、久仙草、桦森食品等
6家，原料加工能力达5000吨，紫苏的加工转化率可达45%。紫苏
深加工产品关键研发技术国内领先，全产业链产值达3.5亿元。

未来，桦南县将进一步加大对紫苏产业发展的支持，强化园区
建设，招引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眼光的企业落户桦南投资建厂，
锚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开发更多精深加工产品，让桦南紫苏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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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南县紫苏种植示范园美食品尝区桦南县紫苏种植示范园美食品尝区。。

八位文旅推介官将三江之水灌入八位文旅推介官将三江之水灌入““旋叶芳旋叶芳
桦桦””模型模型。。

桦南县桦南县“‘“‘九珍十八品九珍十八品’’质量标准质量标准
实践基地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授牌仪式。。

演出现场激情互动演出现场激情互动。。

观众与歌手欢歌劲舞观众与歌手欢歌劲舞。。

紫苏籽油生产车间。

紫苏长势喜人。

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璀璨绽放

种植园里绿种植园里绿
油油的紫苏油油的紫苏。。

本版图片均由桦南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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