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洮南市万宝镇实地调研，2019年4月开始发展育肥鹅，经过一年的试
养，今年由镇政府和鑫鸿原生态禽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一次可孵化鹅雏7
万只，并向三发、堿土村450户村民每户提供30只鹅雏，可使每户增收2000
多元。图为鹅雏在脱温车间的情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初夏，走进东丰县东丰镇太和
村，一栋栋整齐的温室大棚格外引
人注目。

大棚里，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
柿子苗和香瓜长势喜人，不禁让人
眼前一亮，村民精耕细作田垄间，忙
着掐尖、掰叉、拔草……

“自从村里发展棚膜经济开始，
我便承包了 10 几栋大棚，种植香瓜
和蔬菜，这一晃有8年时间了，过去
种水稻年收入只有 2 万元，现在每
年都能挣 10 多万元，这两年可没少
尝到棚膜经济带来的实惠啊！”太和
村 5 组村民赵素梅一边莳弄棚内菜
苗，一边高兴地说着棚膜经济给家
里带来的收益。

近年来，太和村不断加大棚膜
经济发展力度，积极推广绿色蔬菜
种植，累计带动 200 余户村民从事
棚膜经济发展、绿色蔬菜种植。

提起发展棚膜经济的初衷，太和
村“当家人”章永新最有发言权，他
说：“2008 年，县里组织我们出去考
察，当看到大棚种植香瓜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于是，带头发展棚膜经
济，目的是想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章永新
当年就收到了大棚带来的“第一桶
金”。

与种植玉米相比，大棚收入是
玉米的 10 几倍，这让章永新喜出望外，第二年，身
边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太和甜瓜种植合作社，在

“头雁”带领下，一起发展棚膜经济。
截至目前，太和村共有大棚 387 栋，其中冷棚

305 栋，暖棚 82 栋，发展露地甜瓜 200 亩，以甜瓜种
植为主，辅以食用菌、绿色水稻、绿色蔬菜，以及西
瓜、油桃、葡萄等水果种植。大棚年总产值达 600
万元，利润100万元。

太和村棚膜经济不仅为农民增加了“来钱道
儿”，还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增加了收入。

6 组贫困户李艳红因病致贫，平日里在蔬菜大
棚打工，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资，她说：“由于丈夫
双目失明，我不能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在村里的
蔬菜大棚干活，守家在地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人，
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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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德惠市布
海镇十三家子村常
丰 农 场 的 日 光 大
棚，清香扑鼻，一根
根顶花带刺的黄瓜
挂在藤架上，青翠
欲滴，这几天，这里
的黄瓜大丰收，到
了上市的旺季。

布海镇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拥有百栋无公害大棚瓜
菜示范园区1个、甜瓜大棚数量达
到千栋规模，百栋有机大棚蔬菜示
范园区1个、百公顷无公害露地蔬
菜园区6个，是远近闻名的瓜菜之
乡。2019年，布海镇的棚室规模达
6000 多栋，瓜菜年产值突破 3 亿
元。今年，布海镇棚室又增加了
800多栋，总数超过了7000栋，瓜菜
年产值预计可达3.5亿元，产业发
展呈现出强劲势头。

一个小乡镇是如何将瓜菜产
业做大做强的呢？笔者实地踏访，
一探究竟。

路通后再无“鬼市”
瓜菜好运又好卖

布海镇毗邻长春，102国道和
北哈铁路穿过境内。闻名东北三
省的瓜菜批发大市场——“鬼市”
就曾坐落在这里。布海镇在上世
纪 80 年代就开始大面积种植瓜
菜，由于当时农村公路不发达，农
民为了及时卖掉新鲜蔬菜，半夜起
来，通过马车、人力等方式将蔬菜
运到公路旁。由于交易大多发生
在半夜，菜农和商贩不得不点上蜡
烛或是煤油灯，远远望去像“鬼市”
一般，并因此得名。

近年来，随着布海镇实现了村
村通，农民不再需要半夜起来送蔬
菜，而是等着商贩上门收购。
便捷的农村公路节省
了 运 输 成

本，延伸了供货半径，增加了农民
收入。“没有农村公路建设，就不会
有布海镇瓜菜产业的再次繁荣。”
在布海镇新城村种了20多年香瓜
的瓜农李大波感慨地说。

如今，布海镇17个村都变成了
临路村。“便捷的交通使劳动力、物
流等经营成本降低，原材料收购和
产品销售市场得到有力拓展，极大
地推动了布海镇瓜菜产业的发
展。”布海镇副镇长孙成友说。

技术做“嫁衣”
瓜菜产量高品质好

“我们的黄瓜主根是小南瓜
根，用碗育苗，长出来后，主干上的
黄瓜更易分叉，一棵秧上也能多结
不少黄瓜。”布海镇长山村铁生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显生种
植棚膜黄瓜已有 17 年，他在嫁接
技术上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嫁接后
每棵秧苗可以结黄瓜3公斤以上，
这样的产量是普通黄瓜种植远远
无法达到的。

多年重茬种植使香瓜易患枯
萎病，影响产量和品质。布海镇的
瓜农们便采用换根种植的方式，即
利用哈密瓜的新根嫁接种植香瓜，
由于嫁接亲和力较强，嫁接后
的瓜菜伤口愈合比较
快，抗菌、抗
旱能

力增强，成活率也更高，甜度和口
感也得到提高。

新城村的瓜农李大波如今成
了村里的技术员，免费指导瓜农嫁
接技术。

目前全村400多栋大棚香瓜，
种的都是嫁接品种。“一栋大棚平
均能产 9000 公斤香瓜，好的时候
能达到1万公斤以上，香瓜的价格
最好时能卖到 20 元每公斤，最便
宜也能卖到6元-8元每公斤，一个
棚的收入保守地说有 9 万元。”李
大波说。

另外，错时生产也填补了外运
蔬菜的生产空白期，使布海瓜菜成
了长春、吉林和哈尔滨等城市重要
的“菜篮子”。
引领有“大户”就业帮扶两不误

“瓜王”杨大志、“香瓜王”郭传
义……在布海镇，从来不缺种植能
手，他们苦心钻研技术，勤劳致富的
同时，还不忘帮扶村里的贫困户。
这两年村里扶贫大棚的兴建，让农
村贫困群体也可以参与到瓜菜种植
这份“甜蜜”的产业中来。

“ 我 们 村
共

有550户，其中种植
香瓜的就有 100 多
户，种完了香瓜种
蔬菜、草莓，大棚用
工 都 可 贫 困 户 先
来，最多的时候，一
个棚就需要50名工
人，每人每天可收
入 150 元左右。”新

城村党总支书记吕玉龙说。
十三家子村的“农机大户”牟

长义帮村里盖起了 40 栋扶贫大
棚，园区里不仅种植黄瓜、西红柿
等蔬菜，还种植了 100 万株花卉
苗。“我们走的是龙头带动农户发
展这个模式，给村民普及技术，让
他们看到实在的收益，增强他们发
展棚膜经济的信心。”园区技术员
马春双说。

据了解，布海镇目前共有各
类经济组织 157 个，成为带领当
地瓜菜产业发展的“火车头”，这
些经济组织经常组织成员到外
地学习先进经验技术，并注册了

“ 德 升 ”“ 蔬 乡 门 地 ”等 瓜 菜 品
牌。由于品质佳、信誉好，布海
蔬菜在市场上树立了自己的良
好口碑，形成了规模化种植，产
生了品牌效应，每年蔬菜上市
时节客商源源不断，产
品供不应求。

本报讯 赵增明报道“这里实在太美
啦！我要拍几张照片留念。”抚松县沿江乡
后房场村的赤芍种植基地里，外来的游客正
招呼着同伴给自己拍照。

近年来，沿江乡充分做好土地的文章，
把土地资源盘活起来，在为各村规划特色种
植项目时发现后房场村尤其适合种植赤芍，
乡党委当机立断，决定帮助后房场村发展赤
芍项目。“赤芍以开花后亮丽的色彩而得名，
一方面具有观赏价值；另一方面，具有极高
的药用价值，它还有成长周期短、亩产高的
优点，三年即可成熟，每亩可收获5000斤，既
能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又能够带来实实在
在的经济利益。”后房场村党支部书记梁家
瑞一边招呼游客一边对笔者说道。

据了解，后房场村共种植赤芍10亩，为13
户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预计于今年9月成
熟售卖，收入可达10万元。提到收入，党支部
书记梁家瑞表示，下一步，后房场村将继续扩
大特色种植产业面积，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
民增收、为推动全乡绿色转型促进乡村振

兴步伐打下坚实基础。

沿江乡中药赤芍
开出“致富花”

棚室瓜菜年产值预计可达3.5亿元

小镇创收用好小镇创收用好““金钥匙金钥匙””
□ 赵猛佳

本报讯 赵南林 王志华报道
眼下，走进镇赉县各村屯，农家庭
院果蔬大棚不仅成为人们休闲旅
游观光、采摘瓜果的好去处，还是
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镇赉县自 2017 年开始，大力
发展庭院经济，并将庭院经济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重要精
准扶贫产业来抓，每年明确庭院
经济“三个全覆盖”的发展目标，
即农户全覆盖、补贴全覆盖、订单
全覆盖。各乡镇已确定适宜本地
发展效益高、销路好的发展品
种。其中，旱田乡镇充分利用资
源和区位优势确定发展蔬菜、果
树、中药材、小冰麦等种植品种；
水田乡镇利用水稻育苗大棚发展
棚膜蔬菜生产。

各乡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研究适合本地发展的
订单型庭院经济，通过与企业或

合作社联合，签订回收合同，确保
村民庭院作物销路畅通。对庭院
面积相对较小、不适宜种植规划
品种的农户，通过科学组选农作
物品种，实现多种类、阶梯式种
植。以大庭院广种植、小庭院精
细种植的科学手段，确保全县乡
镇庭院经济有声有色发展。目
前，全县已确定庭院经济“一乡一
业”模式的乡镇有4个。

庭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
往传统耕种模式，延伸了农业生产
链条，涌现出“果树村”“蔬菜村”

“大葱村”“葡萄村”等“一村一品”
致富典型。主打绿色、生态牌，由
科技支撑，合作社引领，典型带动，
村民们致富道路越走越宽。

3年来，镇赉县共对发展庭院
经济的农户进行种植补贴2728万
元，141个行政村全部发展庭院经
济，实现了农户全覆盖。

镇赉庭院经济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新引擎”

一户户具有朝鲜族风情的马尾
房依着起伏的山势迤逦而建，漫山遍
野苹果树像过节似的穿着花瓣织成的
白纱裙，迎风而舞，送来阵阵清香，构成了
一幅田园牧歌式的优美乡村画卷。

这里就是珲春市板石镇孟岭村，一
个因苹果而兴的村庄，一个用“小苹果”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的新农村。

孟岭村朝鲜族人口占86%，是典型的少数民
族边境村。20年前，村民一直以种植大豆、玉米为
主，收入并不高。1992年，珲春市政府根据孟岭村
昼夜温差大、冷凉小气候、土壤天然含硒等优势，帮
助村里明确了以“寒富”苹果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思
路，并成立孟岭富硒苹果专业合作社。发展至今，村
里共有 200 户村民栽种苹果树，种植面积达 550 公

顷。同时，孟岭村坚持“党支部+合作社+果农”的经营
模式，将贫困户纳入合作社，合作社年收入可达800万
元以上，村民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作为村苹果种植产业的带头人和受益者，村党支
部书记姜东珍告诉记者：“去年，我们村富硒苹果产量
近3000万斤，人均收入4万元左右。仅去年‘十一’期
间，村内果园就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同时，村里已
取得苹果产业有机认证，注册了“富硒”“孟宝”两个
品牌，形成了集种植、储藏、销售、加工、旅游于一体
的产业链。凭借个大、果圆、天然含硒的独特特点，
该村的富硒苹果远销辽宁、北京、上海等28个省、
市，并成功实现对俄出口，深受消费者欢迎。

近年来，孟岭村以苹果产业为支点、民俗特
色旅游为发展方向，在提升村民收入的同时，
小村的知名度也实现大幅度提升，已连续举
办了9届“珲春孟岭富硒苹果旅游采摘节”，
逐步形成集农业体验、民俗文化、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旅游品牌，成为3A级乡村旅游经
营单位、“延边十佳魅力乡村”，进入了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行列。

小苹果
富了孟岭村
□ 张月 张宇健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