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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乡炭窑村,米景春育肥羊合作社注资50万元扶
贫资金，带动274户贫困户，每年为贫困户分红每户200元。 邱会宁/摄

畜牧业是四平市农业支柱性产业，占据较大比重。各乡镇也
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产业，
大力推进规模化、现代化养殖。这是梨树县刘家馆子镇西卡篓村
农民史国财在养殖场里为禽类添加饲料。 王爱平/摄

本 报 讯 李 囿 澄 宋
佳 明 报 道 在 辉 南 县 辉
南 镇 天 肽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施 工 现 场 ，施 工 人
员 正 在 如 火 如 荼 地 工
作 ，施 工 项 目 正 是 生 产
核 桃 肽 的 车 间 ，该 公 司
在 建 的 核 桃 肽 产 业 项
目 ，总 投 资 2 亿 元 ，日 产
核 桃 肽 7 吨 ，计 划 年 产
值 1.2 亿 元 ，预 计 2019 末
正 式 投 产 。 辉 南 县 野 生
山 核 桃 分 布 面 积 500 平
方 公 里 ，是 该 县 特 色 产
业 中 的 支 柱 性 产 业 。
2016 年 野 生 山 核 桃 产 量
约 为 15 万 吨 ，实 际 山 核
桃 采 出 量 3 万 吨 ，产 值 1
亿元，从事山核桃生产、
加工企业及合作社有 20
户 ，其 中 核 桃 油 生 产 企
业 3 户 ，核 桃 仁 生 产 企
业（合 作 社）16 户 ，山 核
桃 育 苗 基 地 两 户 ，育 苗
基地面积 300 亩。

出 台 政 策 促 发 展 。
辉 南 县 已 将 山 核 桃 树 种
纳入退耕还林主
要 树

种 ，积 极 鼓 励 栽 种 山 核
桃 ，增 加 人 工 山 核 桃 林
面 积 ，对 于 在 退 耕 还 林
地 栽 种 山 核 桃 ，每 亩 补
贴 100 元 。 加 强 山 核 桃
品 种 的 人 工 繁 育 、鉴 定
工 作 ，请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及 通 化 师 院 的 专 家 对 长
白 山 野 生 山 核 桃 进 行 无
性 繁 殖 和 品 种 鉴 定 。 计
划 到 2025 年 繁 育 、鉴 定
一 批 专 用 核 桃 品 种 ，如
适 合 核 桃 肽 生 产 加 工 用
的 高 蛋 白 核 桃 品 种 、适
合 核 桃 油 生 产 加 工 用 的
高 油 核 桃 品 种 、适 合 文
玩 的 文 玩 核 桃 品 种 。 同
时 加 强 对 野 生 山 核 桃 的
抚 育 ，提 高 山 核 桃 在 天
然 林 中 的 比 例 。 计 划 到
2025 年 使 野 生 山 核 桃 在
天 然 林 中 的 比 例 提 高 到
30%，山核桃年收储量达
到 35 万吨。

项 目 加 工 提
产 量 。

该 县 通 过 招 商 引 资 和 鼓
励 本 地 企 业 积 极 发 展 山
核 桃 深 加 工 产 业 ，目 前
辉 南 县 山 核 桃 深 加 工 企
业 5 家 ；长 白 山 野 生 山
核 桃 露 项 目 ，由 吉 林 省
辉 南 长 龙 生 化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建 设 ，总 投 资 1.4 亿
元 ，计 划 年 产 值 10 亿
元 ，已 经 进 入 试 生 产 阶
段；山核桃油产业项目，
目 前 由 吉 林 省 龙 湾 传 奇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和 辉
南 县 山 里 人 土 特 产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年 生 产 能 力
已 经 达 到 1000 吨 ，计 划
利 用 5 年 时 间 ，将 该 县
打 造 成 为 万 吨 长 白 山 野
生山核桃油基地县。

加 大 宣 传 扩 市 场 。
辉 南 县 通 过 网 络 、电
视 、广 告 牌 、
报 刊

等 媒 体 ，宣 传“ 中 国 长
白 山 山 核 桃 之 乡 ”的 发
展 潜 力 和 产 业 优 势 ，
2018 年 央 视“ 魅 力 中 国
城 ”和“ 农 特 产 品 进 北
京 ”将 野 生 山 核 桃 的 知
名 度 又 上 升 了 一 个 新
的 台 阶 。 深 度 挖 掘 长
白 山 山 核 桃 的 历 史 文
化 。 另 外 广 泛 收 集 民
间 有 关 长 白 山 山 核 桃
文 化 的 传 说 与 物 证 、文
化 饮 食 、药 理 典 范 及 山
核 桃 木 、核 、仁 加 工 技
术 等 文 化 ，进 行 系 统 编
著 ，形 成 完 整 的 长 白 山
山 核 桃 文 化 典 籍 ，利 用
文 化 资 源 去 拓 宽
市场。

辉南野生山核桃发展大步向前

“泉阳天麻外观好，品质佳，药效成
分含量高……”近日，在抚松县泉阳镇
影壁山村，代福禄讲起天麻头头是道。

地处长白山西麓的泉阳镇，是天麻、
返魂草、龙胆草等药材的最佳适生区，
尤以天麻历史最悠久，带贫效果最好。
代福禄为响应《建设中国绿色有机谷·
长白山森林食药城》实现农药化肥“双
减半”的任务和目标，带领村民大力发
展天麻产业。

代福禄外出打过工，做过生意，
2010年尝试种了200窝天麻，收入5000
余元。后来，因技术、菌种和市场原因，
种植天麻连栽跟头。爱钻研的代福禄，
潜心研究培育天麻零菌种，2014 年获
得成功，次年吸纳本村5名村民成立专
业合作社，边育种边种植商品天麻，带
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泉阳镇天麻产业从育种、种植到销
售，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代福禄主
要做的是育种。在影壁山村天麻基地，
代福禄随便刨开一块空地，密密麻麻的
小天麻种子就露了出来，现场给贫困户

传授天麻种植技术。
贫困户温泽凤自己育种，栽种了

50 平方米天麻失败后，用代福禄免费
给她提供的5公斤天麻种获得成功，采
挖天麻80多公斤，收入3000余元。

从地里挖出来的天麻，经挑选直接
进入市场销售；小天麻经过清洗、蒸煮、
切片和晾晒烘干，进入市场销售。“我们
从事天麻加工20多年了，有稳定客源，
客商每年把钱打过来，我们及时发货，
都是诚信交易。”镇上一名销售天麻的
人员说。

泉阳镇高度重视天麻产业发展，种
植已覆盖10个村，育种100亩，商品天
麻种植面积 500 亩。培育每年销售收
入5万元以上的大户5家，拥有天麻种
植专业合作社 28 家，每年采挖鲜天麻
10万公斤，主要销往长春、大连、河北、
安徽等药材市场，产值超过 3000 万
元。

全县天麻的蜜环菌和萌发菌，60%
的菌种都来自泉阳。泉阳天麻，已经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泉阳镇念活
天麻“致富经”
□ 周道君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王珊报道 白山
市江源区把扶贫项目作为群
众增收的载体，与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与本地
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精准对
接，打造区级项目兜底、镇级
项目引领、村级项目为依托、
庭院经济为补充的“四重保
障”产业发展增收模式，确保
高质量脱贫，可持续发展，坚
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大力发展区级兜底扶贫项
目。采取“龙头企业+平台公
司+贫困户”的模式，与白山市
信诺牧业有限公司建立合作
平台，养殖育肥牛550头，现已
收益54万元，实现全区贫困人
口人均增收546元。

大力发展镇级、村级引领
扶贫项目。继续扩大“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产业扶贫项目
规模，实施一批带动能力强、
市场销售稳定、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生态项目，增强镇级和村
级项目的引领和带动能力全力
发挥镇级、村级项目的先导作
用，总投资 50 万元，种植草莓
地107.5亩，预计年产草莓52.6
万斤，可直接带动松树镇11个
村的73户128名贫困人口，每
年每人可增收 300 元；总投资
80万元在大石人域内养殖育肥
牛70头，该项目将带动大石人
镇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
户 36 人，实现贫困户增收，户
均可增收800元。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包保
帮扶部门和社会力量量身为贫
困户制定自我发展的产业模
式，本着“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鼓励贫困
户发展庭院经济、联户经营、乡村旅游民宿民食等
小产业项目，按照“一户一策”的要求，投资14.2万
元，帮助100户贫困人口实施了庭院经济项目，实
现庭院经济总收入17.4万元。

今年，江源区将结合“一谷一城”战略，聚焦实
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补齐“两不愁三保障”
短板弱项、建立巩固成果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强化
举措，狠抓落实，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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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吉林

市船营区
大 绥 河 镇

的郭广丰养
蜂卖酒。

卖蜜没有附
加值，1 公斤毛

收入只有五六十
元；而且，市场上

各种各样的蜜有很
多，“乱花渐欲迷人

眼”。卖酒附加值就
上来了，1公斤毛收入

七八百元；
而且，蜜酒

是一种新型
保健酒，是市
场上的新宠。

“必须顺
应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向深加工要
效益。”2018年3月，已
经养了2年蜂的郭广
丰决定另寻蜂产业
发展出路，开始尝
试酿造蜜酒。此
后就是在酿造蜜
酒的摸索之路
中不断试验、
改进。失败
的 蜜 酒 ，倒
掉 一 桶 又
一桶。不
算蜂胶、
花 粉 、
王 浆
等 原

料，单是蜂蜜一项，就耗费
了六七百公斤。终于，2019
年 11 月中旬，郭广丰用蜜
酿酒宣告成功。近两个月，
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跑市场
打销路上，屡有斩获。几个
订单签下来，在摸索酿造蜜
酒这项工程中两年投入的
近20万元，全都回来了。

“ 以 后 的 日 子 ，会 更
甜！”郭广丰的信心至少有
三个强大的支柱。

市场有需求。经过调
查，郭广丰发现，目前市场
上的蜜酒多为用普通白酒
跟蜂蜜勾兑的，口感柔和度

极差，营养价值也不够高。
消费者需要真正的蜂蜜发
酵酿造酒。

蜜酒确实好。郭广丰
酿造的蜜酒，性状如珍珠般
透亮，入口微甜，滑润缠绵，
韵味悠长，有补肾养胃、改善
睡眠、平稳血压、养护心脏、
轻身益脑、壮神御寒等保健
功能，品尝者无不赞叹。

联盟作“总舵”。在发
展蜂产业的探索之路上，郭
广丰不是在单打独斗。在
本地，借助全市大力支持可
视农业发展的东风，他于
2017 年秋发起成立了吉林
市可视农业蜂业联盟，目前

盟 员
已 经
发 展 到
近 200
家 ，遍 布
全 市 各 县
（市）区。他
们都有自己
的养蜂基地，
而且所产蜂蜜、
蜂胶、王浆、花粉
品质较高，可为酿
造蜜酒提供充足的
原料。在全国，借
助国家倡导“大众创
业、万 众 创 新 ”的 东

风，他有全
国郭氏宗族
创业者联盟
作为“总舵”，
帮他寻找合作
伙伴、铺设销
售网络。

“郭广丰有思想，
有 办 法 ，有 战 略 眼
光。以后，我们就铁
了心跟着他干了！”
近日，在郭广丰举
办 的 一 次 蜜 酒
参观品鉴会上，
来自永吉县一
拉 溪 镇 的 兴
隆家庭农场
场 长 叶 长
龙 ，道 出
了 许 多
品 鉴 者
共 同
的 心
声 。

蜂蜜酿酒日子甜
□ 徐俊峰

大石人镇大力发展育肥牛，引领扶贫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