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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近年来，公主岭市桑树台镇河夹信子村积极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集聚食
用菌工厂化生产，大力发展平菇、鸡腿菇、杏鲍菇等食用菌棒的制作，食用菌品
质和产量不断提升，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图为省农院循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职工正在制作食用菌棒。 李好学 记者 侯春强/摄

德忠村大棚内的黄瓜、草莓和绿叶菜等即
将开园销售，将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采摘、购买。

3月6日中午，东辽县德忠村
四组。

春风和煦。春光透过大棚的
薄膜照在一株株正挺直腰杆、伸
展叶脉努力生长的黄瓜秧苗上，
嫩黄色的花蕾沐浴着阳光，迫不
及待地竞相绽放。

村民吴元胜小心翼翼地为每
株秧苗拉线吊蔓，以便于后期生
长。他说：“黄瓜现在正是坐果
期。看见这些小黄花了吗？一朵
花就是一根黄瓜，用不了几天就
可以收了，近期上市，准能卖个好
价钱。”

和吴元胜不同，村民王志权在
自家大棚里种的是草莓。放眼望
去，绿的藤蔓、白的花朵，几颗红
红的草莓从绿叶下悄悄地探出头
来。王志权说：“这些草莓在种植
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
口味独特、营养丰富又好吃，老少皆宜。一冬天已
经采了好几茬果了。受疫情影响，要不然全家人来
进棚游玩采摘的人不少呢。”

据村书记唐伟介绍，德忠村有六个自然组，共有
617户2114人，耕地面积2335亩。近年来，他们在县
委、政府的引导下，全力发展棚膜经济，全村有12万
平方米的蔬菜园区，建日光温室117栋，69户农民从
事棚膜经济作业，主要种植品种有黄瓜、西红柿、草
莓、葡萄等，年产蔬菜瓜果360吨，产值可达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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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辉南县朝阳镇向阳村
的棚膜产业园区内，工人们
正在将卷帘机安装在一栋栋
大棚之上。驻村第一书记陈
思洋说：“去年秋收过后，村
集体对村里的闲置大棚进行
了集中修缮，不久，这些大棚
正式投入使用了。”

据了解，向阳村棚膜产
业园区于2009年落成，由于
年久失修，一直没有很好的
发挥作用，2019年，在朝阳镇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资500
余万元，计划新更换3.5万平

方米防寒被，4万平方米塑料
薄膜，32套白钢门，64套卷帘
机，平整土地10万平方米，重
铺三条道路600延长米，改造
排水暗渠1000延长米。

向阳村党支部书记张
仁伟说：“修缮后的棚膜产
业园区将优化管理模式，通
过对外承包的方式进行经
营，引入外来资金和技术投
入其中，预计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收入20万元，解决剩余
劳动力 100 余人，每年每人
可增加收入3万余元。”

向阳村盘活棚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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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复
工 复 产 的 要

求 ，前 郭 县 积
极 行 动 ，谋 划 、

精 心 部 署 ，确 保
域内景区景点、民

宿和采摘园等涉旅
企业防控

和 生 产 工
作 有 序 开

展。
严 格 落

实 旅 游 景
区 疫 情 防
控主体责
任，本着
“严格管控、有序

开 放 、因 地 制
宜、科学复工”
原 则 ，积 极 与
查 干 湖 景 区
等域内旅游
景区景点、
民宿和采
摘 园 等
涉 旅 企
业 联
系 ，

制 定 完 善 疫 情 防 控 应
急 预 案 和 旅 游 行 业 复
工复产工作方案，切实
履 行 旅 游 行 业 监 管 责
任，适时逐步有序对外
开放景区景点、民宿和
采摘园。

以广大游客、景区
内居民、驻景区经营业
者、景区员工“零感染”
为 复 工 开 放 的 基 本 前
提，确定开放范围，有效
防控疫情。所有涉旅企
业 对 游 客 实 施 体 温 测

量，对体温异常的人员，
采取必要措施。开放景
区实时控制游客量，不
得 超 过 景 点 游 客 量 的
50%。积极倡导景区景
点、民宿和采摘园等涉
旅企业对游客实行“吉
祥码”认证。做好景区
员工疫情防控培训，提
升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综
合能力，并加强个人防
护，切实营造安全有序
的旅游环境。目前，查

干 湖
景 区
等已发
布 开 放
公告。

用 足
用 好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
资金，精准支
持 文 旅 企 业 ，
帮 助 文 旅 企 业
共渡难关。积极
配合涉旅企业做
好开放初期的应急

管 理 和 宣
传 引 导 工
作 ，通 过 网
络 平 台 以 及
微 信 等 媒 介
进 行 宣 传 发
动 。 利 用
省 级 宣 传
推 广 平

台 ，结 合 市 县 媒
体 资 源 ，加 大 对
域 内 景 区 景
点 、民 宿 和 采
摘 园 等 涉 旅
企业的宣传
推广 ，促进
景 区 旅 游
业 尽 快
恢 复 、
健康发
展。

前郭全面推动
旅游业发展

梨树县榆树台镇董家窝堡村年培育75万株黄瓜秧苗扶贫
项目于2017年11月投入使用。该项目去年实现收益22万元，
共计分红6.6万元，董家窝堡村及新合村共计26户58名贫困人
口受益。 李敬元/摄

近年来，柳
河县驼腰岭镇
广大党员干部
因 地 制 宜 ，引
领、鼓励广大村
民 发 展 庭 院 经
济，巩固脱贫成
果，引导农户围
绕“家”字做文
章，将房前屋后
的“方寸之地”
变成创收之所。

驼 腰 岭 镇
按 照“1+N”的
模式，扩大特色
农 产 品 的 种 植
面 积 、养 殖 规
模 ，抱 团 式 发
展，降低成本和
风险，提升市场
竞 争 力 。 坚 持

“产业到户、扶
持到人、一户一
策”的精准扶贫
理念，促进产业
健康发展，着力
扶 持 贫 困 户 发
展“五小型庭院
经济”，使贫困
户 房 前 屋 后 闲
置 地 充 分 利 用
起来，并从中获

得收益。
镇党委积极联系包保部

门，动员帮扶责任人、镇村干
部，入户帮助贫困户制定符合
贫困户实际的种植养殖庭院
经济项目。其中贫困村东兴
村利用闲置庭院 20 户，种植
蒲公英约 6 亩，同时带动周边
村屯发展中草药种植 300 亩，
成立了蒲公英合作社，生产销
售一条龙，由第一书记代言，
打响了“丁小苦”蒲公英茶知
名度。

发展“庭院经济”不仅可
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也可
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驼腰
岭镇东兴村的蒲公英种植让
困难百姓不仅脱贫致富，还
美化了乡村，大大改善了居
住环境。

（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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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记，如何诱捕野
蜂，用新蜂箱还是用木头？”

“冬天养蜂应该注意什么，
怎么喂水……”在疫情防控
期间，安图县明月镇西北村
第一书记王忠良，一有空闲
时间就鼓捣手机，解答村民
养蜂问题。

“今年收入没有受到疫
情影响，年前所有蜂蜜都卖
完了，供不应求，正好借这
段时间好好学习养蜂，多挣
点钱。”曾经西北村因病致
残重度贫困户邹国铁兴奋
地说。

西北村位于长白山北
麓，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森
林覆盖率达 85%以上。因
高海拔、低气温、无霜期短、
年积温低等原因，造成村民
耕地面积少，玉米、大豆亩
产低。大部分年轻人选择
外出务工，守家在地的村民
只能靠卖点山里特产维
持生计。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要想彻底脱贫，就要对症下
药。

2018年，村集体在发展
木耳产业基础上，为激发村
民内生动力，保障村民经济
持续稳步发展，利用村内四
面环山、椴树多这一地理环
境优势，因地制宜、转变思
路、开动脑筋，拓展特色产
业帮扶新途径，提出了一个

“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
息”的造血发展模式。

通过走访市场、多方对
比，村集体购买了 20 个优
质蜂箱，分发给 10 户贫困
户饲养，并为村民提供技术
指导、集体培训、答疑解惑，
负责监督蜜蜂的正常生产
及繁殖，保证蜂蜜质量。到
了第二年，村民再将原蜂
箱传递给下一
批 贫

困户，繁殖出的蜜蜂自行留
下继续繁衍。

“1个蜂箱繁殖出了4箱
蜜蜂，每箱可生产 50 公斤
左右蜂蜜。去年我增收 1
万多元，今年蜜蜂比这还能
多。靠自己努力劳动发家
致富，感觉很满足。邻居们
也不藏不掖，互相帮助，分
享经验，共同致富。”谈到现
在的生活，邹国铁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有了木耳产业和第一
批 贫 困 户 养 蜂 的 成 功 经
历，村民纷纷对养蜂产生
了浓厚兴趣。疫情期间，
村民们通过微信群线上交
流养蜂经验，学习养蜂
知 识 ，并 主 动
找 村

集体要求自掏腰包购买蜂
箱。

“以前村民只 想 着 等
靠，现在通过这个方法，
激发了村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目前，整
个 村 敢 比 敢 拼 ，苦 干 实
干，努力挣钱，谁也不想
拖 村 后 腿 。 村 集 体 也 通
过 每 年 回 收 农 户 生 产 的
每 箱 5 公 斤 蜂 蜜 收 回 成
本，不断扩大村再生产能
力，改善村居环境，真是
一举多得呀！”谈起近几
年 变 化 ，王 忠 良 感
叹道。

脱贫“春蜂”暖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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