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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将至，晨风微凉。在长白山下二道白
河镇的一家咖啡店，来自广州的青年创客谢宛
莹启动咖啡研磨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咖啡
香渐浓，店内也逐渐忙起来。为什么选择在此
创业？“初到镇上，便被这里的生态环境深深吸
引。”这位“95后”如是说。

这座小镇因源自长白山天池的二道白河而
得名，长期以来是游客进入长白山景区的重要门
户，被誉为“长白山下第一镇”。近年来，二道白河
镇为文旅产业发展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走出
一条因山而兴、向“绿”而生的发展之路。

“大美山水才留得住乡愁。”33 岁的返乡创
业青年薛涛感慨，在不少当地人的记忆里，小镇
环境曾经不尽如人意。“记得小时候，家乡还有
连成片的木材加工厂，空气中是木屑的味道。
靠山吃山在当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

2005 年，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正式成立，下设池北、池西、池南等三个管
理区。二道白河镇正是池北区的主体。据池北
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王银全介绍，长白山管委
会成立前，镇上只有一条道路作为主干道，一刮
风就尘土飞扬，之后长白山管委会对长白山实
施了统一规划、保护、开发、管理，使这里的环境
逐步蜕变。

自 2014 年开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
区陆续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不仅为长白山

林海带来休养契机，也为二道白河镇的绿色转
型提供了动能。

贯穿二道白河镇的碱水河，曾因沿岸居民
侵占河道、倾倒垃圾而遭污染。为此，长白山管
委会对碱水河实施了河道疏通、河岸修复等治
理工程，使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绿色”为底，绘生态画卷，促文旅转型。如
今，依托变清变美的碱水河，池北区还建了一座
湿地公园。夏日的公园，绿树成荫，水草丰茂，
是游客享受清凉的好去处。

现在的二道白河镇，开窗见绿；沿二道白河
的景观带，转角遇景。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中
华秋沙鸭公园等文旅项目坐落于河畔，丰富着
游客们的体验。除了看天池，在小镇游览也是
不少游客的选择。

“这次一家人来长白山，特意在二道白河镇
安排了一天行程。”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女士说，

“白天，我们逛了长白万巷商业步行街；夜晚，吃
了铁锅炖，体验了露天温泉。这里有很多旅游
亮点，远超我们的预期。”

小镇游的兴起，也打开了文旅产业“提档升
级”的新窗口。建设云顶市集、恩都里、麓角村

等一批新项目，推出大型沉浸式演出《粉雪传
奇》，依托小说《盗墓笔记》打造“稻米驿站”……
一批深耕本地特色的文旅业态，正在长白山下
迎着八方来客。

随着文旅项目加快建设，镇上的人居环境、
旅游配套设施持续优化。“今年，池北区对旅游
公厕、标志牌、路灯等进行维修维护，展开道路、
桥梁、公园、广场的改造维护工程，并设立了4座
负氧离子监测站，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和游客
体验感。”王银全介绍。

池北区日益展现生态和文旅的魅力，更不
断积聚着人气与活力,长白万巷商业步行街、池
北区美人松街区的服务业态不断丰富，带动当
地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2023 年，1527 户经
营主体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登记，同比增长
49.1%。今年上半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新注册
150余家餐饮企业，其中大多数由青年人创建。

“咖啡店的名字叫‘长白之约’，是我和这
座山、这个小镇的约定。”谢宛莹说，随着小镇
越来越美，越来越好玩，相信会有更多人欣然

“赴约”。
新华社长春9月3日电

依山而兴向“绿”生
——“长白山下第一镇”的文旅转型

新华社记者王昊飞、胡戈、金津秀

6月13日，游客在二道白河镇的云顶市集游玩。新华社记者颜麟蕴摄

6月13日拍摄的《粉雪传奇》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颜麟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