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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近年来,大安市积极培育黄菇娘种植产业,通过政策引领、合作社示范、园区
辐射带动、科技支撑、开辟市场营销，逐步形成了“园区(合作社)+农户”“企业+基
地+农户”和“互联网+合作社+农村电子商务”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大安
市黄菇娘种植面积达 1.6 万亩，产量 900 万公斤，实现产值 1.03 亿元,带动农户
4800户,走出了一条发展设施农业、避灾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之路,成为全省最大
黄菇娘产区。 刘大易 李晓明/摄

扶余市增盛镇福民村今年花生喜获丰收。据了解，该
村有种植花生的传统，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三公顷以上花
生。图为农民车龙在院子里晾晒花生。 徐守俊/摄

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王家沟村位于天然无污
染的二龙湖风景区周边，以蒲公英等生态中药材
的种植闻名，被称为蒲公英之村。

蒲公英具有地质新鲜，风味独特，营养丰富，且
具有药食两用的特点，近年来广受国内外人们的
喜爱。同时，它的种植技术简单易学，无需复杂的
人工管理，且收益可观。2015 年，王家沟村依托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蒲公英生产经营，正式
成立四平市铁东区盛兴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赵兴带领王家沟村及周边农户种植蒲
公英 600 多亩，以及桔梗、刺五加、贝母、黄柏、细
辛、钙果等各类中药材共计900余亩，年产值200余
吨，年经济效益约达400万元，辐射带动农户100余
户，每户增收约4万元。

2017年，王家沟村新建农资仓库500平方米，
药材储备库1000平方米。其中，蒲公英叶茶、蒲公
英根茶、蒲公英粉的年加工量500吨左右，销往国
内市场以及出口海外市场，带动贫困户8户，年增
收两万元。小小蒲公英，在带领一方农民致富的
同时，更是走上了国际舞台。

合作社自建社以来，一直以中草药的种植和
研究为主，其中，蒲公英根茶是他们的主要产
品。蒲公英根茶有很好的养生作用，主要有促进
消化、催乳、清血、强健肝脏、利尿、改善胆石、缓
解便秘、改善畏寒、缓解气喘、降压等辅助效果，
深受群众的喜爱。其味道类似咖啡，一度被国外
友人誉为“中国式蒲公英咖啡”。合作社主要借
助互联网平台对蒲公英根茶进行宣传，以自产自
销的方式销往全国各地。2018年，合作社本着带
领百姓致富的目标，扩大蒲公英种植面积 600 余
亩，被评为蒲公英之村。

王家沟村另进行中药材加工，洗根机、切片
机、烘干设备以及炒茶设备一应俱全。除与药
厂签订合同外，合作社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网
络销售系统。王家沟村目前正在引进蒲公英深
加工设备，对根和叶采取不同的深加工方式，增
加产品种类和销量，致力打造东北三省最大的
蒲公英基地。

蒲公英里有“乾坤”
□ 崔路伟

作为东西部对口扶贫合作项目之一的延边
鹅如君禽业有限公司白鹅项目，以“公司+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图为龙井市老头沟镇铜尚村养殖户正在给
白鹅添加饲料。 钱文波/ 摄

本报讯 徐猛报
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

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伊通满族自
治县景台镇范家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
色产业，围绕重点特色产业，形成紧密链
条，推动黑玉米、菊花茶、中草药、黑果花
秋、苹果梨等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发展呈现出品种多样、类型丰
富、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格局，使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

近年来，范家村根据本地适合发展
中草药种植的实际，与农村精准扶贫工

作相结合，把中草药种植作为调结构促
发展的着力点。自去年开始种植中草药
26公顷，中草药射干每亩育苗产量达70
万棵，板蓝根每亩产量达1000公斤。产
业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目前，因为种植、
采摘、产品分拣、包装等岗位已吸纳诸多
贫困户，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实现了在
家门口上班就业，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中草药产业负责人范桂珍介绍说。

和 普 通 玉 米
相比，黑玉米具有甜、糯、嫩、香等
特点，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价格也比
普通玉米贵好几倍。捕捉到这个商机
后，黑玉米产业负责人杨昕2018年种植
10 公顷黑玉米，并成立种植合作社，收
得了很好的收益效果。贫困户张英伟、
范丙武、郭玉海加入种植合作社，黑玉
米每亩地比正常玉米多收入 500 元。
杨昕说：“下一步，我们准备大量推广种
植，为贫困户带来更多的收益，实现贫困
户早日脱贫。”

特色产业，离不开有效的销路。范

家村特色产业依托电商，“双线”销售。
线下与相关企业合作，线上销售黑玉米、
菊花茶、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广泛
宣传，打开了网上销售渠道。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发动机”，
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把农业做成让
百姓有奔头的产业，在这一点上，范家
村做了很好的示范，群众把日子越过越
红火。

范家村：

打造产业兴旺示范样本

本 报 讯 张 贵
友 报 道 靖 宇 县 把
蓝 莓 栽 培 产 业 作
为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农 村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要 产 业
来培育，有效带动
了 农 村 贫 困 户 脱
贫致富。

靖宇县地处长
白 山 腹 地 的 优 越
地 理 位 置 和 雨 量
充 沛 昼 夜 温 差 大
的气候特点，非常
适 宜 矮 丛 和 半 高
丛 等 寒 地 蓝 莓 生
长，并且蓝莓果实
富 含 花 青 素 和 多
种 维 生 素 成 分 。
高 质 量 的 蓝 莓 产
品，具有极强的市
场 竞 争 力 。 2011
年开始，该县把蓝
莓 栽 培 产 业 作 为

“ 优 化 产 业 布 局 ，
突出区域特色，增
加农民收入、推进
脱贫攻坚”的重要
产业来培育，结合

“ 退 粮 进 特 ”战 略
的 实 施 ，通 过“ 以
奖 代 补 ”“ 因 户 施
策”等方式实施蓝
莓 产 业 扶 贫 。 先
后 谋 划 申 报 蓝 莓
产 业 扶 贫 项 目 20
多个，投入各种政
策 性 资 金 1600 多

万元，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蓝莓
种苗，由此带动全县近千户贫
困户发展蓝莓栽培产业。

赤松镇西山村从 2015 年开
始发展蓝莓产业，目前全村已经
栽培蓝莓 860 亩。村里建档立卡
贫困户41户，有34户发展了蓝莓
栽培产业。今年有6户贫困户蓝
莓销售收入超过万元。贫困户张
永军通过扶贫政策栽培蓝莓 14
亩，今年蓝莓销售收入达到5万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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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 ，时 任 集
安 市 清 河 镇 清 河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的 陈 民 序 组 织 牵
头 ，香 菇 种 植 大 户 王 善
德、周慧海、董凤、高辉等
发起，成立了集安市青山
香 菇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
经过多年的努力，合作社
不断发展壮大，共有 46 户
香 菇 种 植 户 自 愿 参 加 合
作 社 ，带 动 了 510 户 农 民
种 植 香 菇 及 为 香 菇 生 产
服 务 ，年 产 量 1950 吨 ，产
值 1800 万元。

合作社依托集安森源
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采
取“统一菌种、统一购买原
材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收购、统一销售、分散生产
管理”的“五统一，一分散”
经营方式。统一菌种，合
作社统一制作菌种，按成
本价分配给社员使用，保
证了菌种的质量。同时，
统一购买原材料，由合作
社统一购买生产所需的原
材料，并全部按购买价
分 配 给 成 员
户

进行生产，杜绝了违反林
业政策问题，还降低了生
产成本。统一技术指导，
解决了成员户和菇农种菇
缺 技 术 的 问 题 。 统 一 收
购 ，合 作 社 专 人 收 购 、验
质，保证了香菇收购的质
量。统一销售，合作社所
生 产 的 产 品 全 部 统 一 销
售 ，保 证 了 产 品 的 价 格 。
一 分 散 就 是 菇 农 自 己 发
菌，自己出菇管理，降低了
生 产 成 本 ，提高菇农的经
济收入。

合作社还通过赊欠菌
棒款，协调信用社贷款、借
款等方式，为成员户解决
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共
协调解决资金 200 万元，保
证了成员户和其他种菇户
缺乏资金的问题。合作社
的统一购买原材料制度统
一由供销科执行，购买的
物资要交财务保管验
收入库，并及
时

向成员公布购买物资的数
量、单价、金额。这样既保
证了购买物资的质量，又
有 效 降 低 了 原 材 料 的 成
本，能够有效提高合作社
的经济效益。

合 作 社 经 营 模 式 为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产品实行产、供、销一
条龙经营发展的模式，社
员除家庭大力发展香菇产
业外，还积极带动周边农
民种植香菇。2018 年，青
山香菇专业合作社实现总
收入 400 万元，盈余 50 万
元。截至目前，合作社已
在 17 个 村 屯 建 立 了 香 菇
生产基地，产品销往上海、
大连、北京、长春等地，还
远销到韩国、日本、美国
等 国 家 ，深 受 广
大 客 商

的青睐。
合作社的“绿仙”牌商

标，2011 年被授予吉林省
名牌商标，并得到奖励资
金 5 万元；被中绿华夏有
机 食 品 认 证 中 心 认 证 为

“有机食品”；合作社被通
化市政府命名为“通化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被 省 林 业 厅 命 名 为

“吉林省林业产业基地”，
被省质检部门列为“吉林
省 食 用 菌 标 准 化 示 范
区”。现在，香菇产业已成
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支柱性
产业，被集安市政府列为

“ 五 大 产 业 基 地 ”
之一。

特色农业让农民富起来
——记集安市青山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

□ 张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