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清县大兴沟镇红日村村民关波通过成立庆丰农作物种植家庭农
场，大力发展养牛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姜乃晗/摄

近日，笔者走进辽源市西
安区灯塔镇古洞村的“那里庄
园”，6栋大棚风光无限。

每天早上，庄园负责人纪
贵林都来到大棚里查看温度。

前段时间气温较低，需要随
时放好大棚外的帘子，确保没有
问题，纪贵林开始采摘草莓。

“过完春节就开始卖，现
在草莓可是应季水果，微信里
不少人下单，我们都是现摘现
送，保证新鲜。”纪贵林开心地
说。

7 点左右，工人到岗，他则
要开着自己的现代轿车将订单
草莓送货上门。

此时，来到大棚“上班”的9
组贫困户李忠兰已经穿好了劳
动服，开始到 5 号香瓜棚里梳
理藤蔓。

藤蔓上的香瓜已经散发出
诱人的清香，李忠兰和同伴蹲在
地上熟练地忙着手中的活儿。

“守家在地就有这份像样的工作，不然 60 多
岁了去哪儿人家都不用，在这干一天还有70块钱
的收入，家里日常开销够用了！”李忠兰很是知足。

临近中午，送货回来的纪贵林一点儿不觉得
疲惫。“今天又送出去了 100 多斤。”指着空空的
后备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配送是一方面，周六、周日还有不少人来采
摘，都是回头客。有时候一天能来 70 多人呢！”
纪贵林十分自豪。

那里庄园除了香瓜大棚、草莓大棚，还有 2
栋大棚里种的是草莓柿子。1人多高的柿子秧上
挂满了红红的果实。

“这柿子泛点红就能吃，口感可好了，供不应
求。”介绍起精心莳弄的果蔬，纪贵林滔滔不绝。

余下的一栋大棚里，茂盛的樱桃树正在拼命
地吸收养分。“只要掌握好休眠期，明年2月份左
右就能挂果！”纪贵林的语气中充满期待。

如今，那里庄园已成为一个田园范儿十足的
立体农业综合体。在这里，6栋大棚一年四季不闲
着。

通过辛勤劳作，那里庄园收获的不仅是春色
满园，还有小康路上的幸福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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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盛开，成群结队的蜜蜂
又将开始辛勤地忙碌。养蜂人
遍布在广袤的森林中，开启新一
年甜蜜的事业。

在前不久中国国际养蜂者
大会暨国际蜂业展览会上，经中
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评估认定，
白山市蜂业协会前会长丁起先
获“蜂业工匠”称号。同时获此
称号的，全国只有 12 人。近日，
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采访了丁
起先。

甜蜜的记忆
今年 70 岁的丁起先出生在

山东莱西，1959 年春，随父母来
到白山，落户到现在的板石街
道。

在丁起先的记忆里，父亲早
在山东的时候就养蜂，由于条件
所限，尽管养的不多，但总能让
亲戚朋友尝到一份不一样的甘
甜。能吃上蜂蜜，让小伙伴们羡
慕不已，这也成为丁起先童年最
深刻、最甜蜜的记忆。

来到白山以后，父亲继续养
蜂，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家庭副
业。丁起先在吃蜂蜜的同时，也
喜爱留意、学习父亲的养蜂技术，
少年的他希望将来长大后，也能
养蜂，给全家人带来享受。让他
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养蜂不仅
为他创造了财富，而且成就了他
的事业。

1970 年，丁起先招工成为板
石 矿 的 一 名 工 人 。 工 作
后，丁起先拾起

了少年时的梦想，悄悄养了 3 箱
蜜蜂，终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让家人和亲朋也吃上了蜂蜜，这
让他很开心。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丁起先养蜂的数量增加到
8 箱，工作之余，也给家庭增添一
部分收入。在此期间，丁起先在
父亲养蜂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
结、提高。同时，参阅了大量专
业书籍，养蜂技术日臻成熟。

甜蜜的事业
小打小闹养蜂，丁起先感觉

很不“过瘾”。1999 年，他索性提
前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全力养
蜂，一下子养了 30 箱蜜蜂，当年
就销售五六千元，这在当时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规模养蜂，初战
告捷，更坚定了丁起先的信心，
那就是养蜂行业大有可为。

丁起先带着他的蜜蜂走遍
了白山，研究不同季节、不同植
物的花期、产量、质量等，做到了
心中有数。

为推动白山养蜂业的发展，
2006 年，在丁起先的召集下，成
立了白山蜂业协会，他被推举为
首任会长。协会不定期免费开
展养蜂专业培训，提高养蜂业者
的技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到
目前，白山蜂业协会已有会员近
300 人。会员不仅遍布六
个县（市、区），而
且有很多

外 地 养 蜂 户 也 加 入 其
中。

今年 61 岁的王殿臣
是板石街道新兴村村民，看到有
些外地养蜂人带着蜜蜂来白山
采 蜜 ，他 也 动 了 养 蜂 的 念 头 。
2008年，经人介绍，他结识了养蜂
经验丰富的丁起先。在丁起先的
帮助支持下，王殿臣用三年时间，
由两箱蜜蜂发展到 10 箱，并且有
了每年几千元的收入，比他务农
强多了。现在，王殿臣养了 30 多
箱蜜蜂，年收入近 10 万元。住在
三道沟滴台的关仁生提起丁起先
满是感激，他是通过亲属认识了
丁起先，并跟丁起先学习养蜂。
丁起先上门指导，关仁生的养蜂
技术逐渐成熟，一箱蜜蜂最多能
出 100 多斤蜜，他的 60 多箱蜜蜂
每年都给他带来极为可观的收
入。关仁生说，能有今天，丁会长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甜蜜的未来
采访中，丁起先说，经过比

较，白山无污染、蜜源多、质量
好，产出的蜂蜜也是一流的，可
以说，在白山养蜂，有着别处不
可 比 拟 的 先 天 优
势。他也

品尝过国外的蜂蜜，总感觉不如
咱长白山出产的蜜好，他坚信，
在白山养蜂一定会有很大的发
展、很大的市场。

前年，丁起先提出不做会长
了,把这一职位交给了他的一名
徒弟。但是，他不会离开养蜂行
业，他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腾
出了家里的十几间房子，准备免
费开办养蜂技术培训班，让更多
的人了解养蜂，参与养蜂，通过
养蜂过上好日子。

白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
“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
食药城”，将蜂业作为“一谷一
城”建设的九大版块之一，这让
丁起先的劲头更足了。他说，不
能浪费了白山的资源，有了政府
的支持，养蜂业一定要大干，将
来做成出口产品，让全世
界 尝 一 尝 白 山 的 蜜
有多甜。

本报讯 王竞晗 王可慧报道 抚
松县抽水乡因地制宜，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转变产业种植模式、引领村民由传统
农业向新型特色农业转变，探索产业扶
贫乡村振兴新路子。

抽水乡结合实际引入树莓种植，建
立树莓采摘园，每逢丰收时节，满园果香
四溢，红扑扑的果实点缀在枝头，与传统
农业相比收益更是可观。今年，该乡深

度谋划特色树莓种植采摘项目，计划树
莓种植由500亩扩大到1000亩。延伸产
业链，上深加工生产线，发展树莓罐头、
树莓饮料、树莓红酒、树莓玉米面条等相
关衍生产品，不断提高附加值，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全力打造树莓之乡。

“以前我们家种植玉米大豆，找不到销
路，收入也低，想出去打工，但没有办法照顾
家中老小，现在不一样了，跟着村里种植树
莓，经济效益高，政府统一收购，不愁着没

销路。”抽水村种植户兴奋地说。

抽水乡种植树莓忙致富

朝鲜族特色民居依山而立，清澈
河流穿村而过……珲春市密江乡下洼
子村冷水鱼养殖基地里，鱼儿追逐嬉
戏、欢快成长。冷水鱼项目作为脱贫
攻坚的一个亮点，带动村民走上致富
路。

“冷水鱼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得
天独厚的水资源，给下洼子村养殖
冷水鱼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密江乡
党委书记金吉范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密江
乡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多举措、多渠
道筹措资金，打造多个富有特色的产
业项目，总投资378万元的下洼子村
冷水鱼产业项目就是其中之一。项目
坐落在青山绿水间，2017年正式投产，
养殖红点鲑、撑子鱼、大西洋鲑等，不
仅为下洼子村贫困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还改变了村民靠天吃饭的收入模
式，更帮助下洼子村摘掉了“穷帽子”。

产业的成型、项目的发展不是一

蹴而就的。下洼子村第一书记李君
说，早在2013年，该村便明确了发展
冷水鱼养殖目标并着手实施，但因资
金问题，项目进展缓慢。脱贫攻坚战
打响后，密江乡政府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2017 年，该项目具备了投产条
件。但项目投产之初，由于村民们缺
乏养殖经验和专业养殖技术，更不懂
如何宣传推广，无法打开销路。

为解决这一问题，下洼子村积
极转变思路，村干部、驻村干部带头
到其他地区参观学习养殖经验，邀
请延边州和珲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技术专家、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养殖
指导。他们利用微信等方式大力推
介冷水鱼，通过走访酒店等经营场
所，及时了解市场行情。经过不懈努
力，2018年春节前后，冷水鱼销售量
激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销售了
5000余斤，销售额达15万元。随着
销路的打开，经常有人开车专程来买
鱼。

下洼子村游出“致富鱼”
□ 王法权 张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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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走进东丰县那丹
伯镇曙光村的村月牧业，“牛人”张
晓军正向省内外慕名而来的黄牛经
纪人介绍着自家的黄牛。张晓军养牛
有二十余年，从单打独斗到现在成立牧
业公司，把黄牛产业越做越大，带领村民
共同致富。

今年，受疫情影响，河北省唐山市黄牛
经纪人唐英伟未能如约前来选牛，几经周折
后，张晓军为他精心挑选了几头黄牛装车发
到了唐山。唐英伟说，他在那丹伯镇买牛都十
多年了，黄牛品质一直没得说，疫情期间不能外
出把他愁坏了，看着满车的黄牛进家后，心里悬
着的石头才落了地。

张晓军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来这里买牛，
下一步他准备多引进种牛，把黄牛产业做大做强。

一直以来，黄牛养殖都是东丰县那丹伯镇最具
特色的“名片”，那丹伯镇黄牛也蜚声全国。今年，那
丹伯镇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围绕当地黄牛产业，倾力
打造“第一牛镇”，助推“牛经济”跨越发展。

40岁的李可新是那丹伯村村民，养牛二十多
年，不仅成了村里养牛的“好把式”，还成了远近闻
名的黄牛经纪人，每年收入几十万，日子过得越来
越红火。

要想黄牛卖得好，规范销路很重要。以往，
由于黄牛市场不成熟，部分经纪人垄断价格，
那丹伯镇黄牛市场发展也曾遭遇低谷。如何
做大做强黄牛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
富？那丹伯镇政府从为养殖户和客户“牵线
搭桥”着手，规范流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前来交易。

目前，那丹伯镇养殖存量达到7万头，
黄牛养殖户800多户，经纪人队伍发展到
500多人，年交易量20万头，交易额达到3
亿元。那丹伯镇也成为东北非牧区最
大黄牛交易集散地，黄牛产业已成为
当地百姓发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那丹伯镇做强
“牛经济”

□ 隋二龙 赵蓓蓓

棚外绿意渐浓，棚内瓜果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