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化市大蒲柴河镇大蒲柴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奎兰丈夫因病
离世，一双儿女因学致贫，该市帮扶部门及驻村工作队为其制定了“小
养殖”扶贫计划，利用庭院养殖家禽，实现稳定增收。 党淑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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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近年来，白山市大阳岔
镇调整种植结构，退出沿线籽
粒玉米种植，优化种植结构，扩
大黑木耳、灵芝、雪菊等食药材
种植，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剩余劳
动力就业，全面推动“一谷一城”建
设，助推绿色转型全面振兴高质量
发展。

黑木耳以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
白山一带的黑木耳口感最好，大阳岔镇
木耳基地日常管护规范，采摘过程纯手
工、晾晒过程纯天然，经大阳岔镇山泉水
浇灌的黑木耳口感极佳，是小洋桥村和小
东岔村的主要经济作物。

今年小洋桥村、小东岔村在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抓经济发展。走进田
间，一眼望去圆柱形的菌袋一串串、一排排
整齐地摆放在田地里，经山泉水浇灌，形状
各异的黑木耳从菌袋四周的小孔中探出头，
长势喜人。目前黑木耳已完成第一轮采收，
即将迎来第二轮采收，实现了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
推进“一谷一城”建设，关键在于有效增

加农民收入。大阳岔镇木耳种植采取“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可带动 60 余
名村民实现季节性就业，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22 户 38 人实现增收。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老乡的腰包鼓起来
了，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大阳岔
镇的木耳种植产业在致富的路上越走越
远。

种植结构调整敲开了大阳岔镇“一
谷一城”建设之门，目前大阳岔镇正依
托地缘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集种植、旅游、休闲、康养为一体的绿
色生态园，着力推进一二三产深度
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形成种植业结构调
整与乡村旅游良性互动、深度融
合的发展新局面，不断树立江源
区“一谷一城”区域品牌。

木耳铺就幸福路
产业融合进行时

□ 赫文 梁曙冬 徐丽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郭燕报道 近日，长白县十二道
沟镇十三道湾村西瓜种植基地内一片繁忙的景

象，眼下正是暖棚西瓜成熟的季节，一个个油亮亮、
圆滚滚的西瓜“躲”在茂盛的瓜藤下面，惹人喜爱。
瓜农们正在喜滋滋地采摘西瓜，丰收的喜悦写满脸
庞。沈长线 303 省道穿村而过，公路旁摆放着多处
西瓜销售点，不远处的公路旁，一辆辆货运车停靠
在田间地头，准备装箱将西瓜销往长白、白山等地。

十三道湾村产出的西瓜皮薄肉厚，黑籽红瓤，

果肉清脆、沙而不纤、细柔蜜甜、水分充足，深受父
老乡亲、来往游客的喜爱，有素有“鸭绿江畔第一
瓜”的美誉。今年，全村种植西瓜 70 余亩，西瓜种植
分暖棚种植、六米棚种植、三米棚种植和露天种植
四种。暖棚西瓜在 6 月初已经开始上市，六米棚西
瓜在 7 月初上市。西瓜亩产量 5000 斤左右，按照现
在的市场价格 5 元计算，今年，村民们依靠种植西
瓜每亩就可获利 1 万余元。

十三道湾村

甜葫芦嫁接西瓜
拓宽群众致富路

本报讯 陈晨报道 抚松县兴
参镇依托优势，发展壮大“发籽儿”
产业，结合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
打造智能化、现代化产业模式。

兴参镇参籽培育产业作为当
地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全镇全年完
成参籽、西洋参籽市场交易量共
125 万斤，按照市值每斤 400 元计
算，完成交易收入约5亿余元。兴
参镇培育出的人参种子具有出苗
率高、信誉好、品质佳的特点，南来
北往的客商认准了兴参“发籽儿”
的这块金字招牌，齐聚于此，为兴
参镇的产业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
断的生机与活力。

说起兴参的“发籽儿”历史，与
代代相传的人参“放山文化”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前放山挖参
的人，发现山参仔细抬出后，都会
将参籽找一个土好蔽日的位置埋
起来，并做好标记，以便若干年后

人参长成再来采挖。受此启发，
勤劳的参户试着将参籽从山上移
到家中，尝试人工培育。经过一
辈又一辈参户的试验与改良，人
参种子的培育技术愈加成熟，人
工栽培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最终
将兴参镇的“发籽儿”行业带入了
全盛时代。

如今的兴参镇可谓是“遍地开
花”，大大小小的参籽培育加工厂
都在加班加点地忙碌着。今年因
人员、车辆流动受限，全镇的参籽
订单量锐减，在一如既往地保证品
质的前提下，各参籽培育加工厂忙
着线上选籽、电子交易、物流快递
发货。

兴参镇通过产业带动，辐射镇
域内其他村屯，进一步提高农户收
入，尤其是贫困户，扶持其发展相
关经济项目，帮助贫困户早日脱
贫，实现共同富裕。

兴参镇：“发籽儿”里的大门道

清晨 4 点多，带着
一脚泥土和满身的玫
瑰花香，白城市洮北区
平台镇大岭村村书记
王忠友走出了大棚，迎
面驶来一辆轿车，驾驶
室里走出一名年轻人。

“ 咋 不 多 睡 一 会
儿？”王忠友说。

“睡不着啊！过来
看看。”答话的年轻人是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驻大岭村第一书记
刘雪松。

“你可得休息好，
开到长春得3个多小时
呢！我就怕你这几天
来回往返送货太累。”
王忠友说。

为了在“5·20”这个
特殊的日子拓宽玫瑰
花的销路，刘雪松联系
到了长春的花店，这些
花都要在采摘当日运
抵长春，因此，刘雪松
成了运输玫瑰花的专职司机，在白城和长春之间
来回往返送货。

8时多，阳光穿过云层照射在大棚里，温度一
下子升高了。剪花、除刺、分装……几名从一大早
就开始忙碌的村民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我们这几栋大棚里培植了近3万株玫瑰花，
在这工作的都是村里的贫困户。”刘雪松说。

2018年，大岭村运用国家扶贫资金，建设了9
栋大棚，成立了种植合作社，发展花卉种植，其中
7栋大棚3900平方米种植了玫瑰花，一年可采摘8
次，为贫困户长期稳定收益提供了保障。

“我们从零起步，一点点摸索才建立起这玫瑰
花产业，就像脱贫攻坚一样，脱了贫摘了帽并不意
味着结束，还要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的发展之
路。”刘雪松说，村里的花卉种植产业也不能仅仅
停留在种植上，要沿着产业链发展下去，这样才能
让扶贫产业持久发挥功效。

今年，村里着重营造品牌效应，通过拍摄宣传
照、微视频等在微信群及筹建的平台电子商务网
站进行推销，并试探着与周边采摘园合作，引导游
客到玫瑰园区游览参观，推广乡村短日观光游和

“土特产品订单”销售，刘雪松说这既是个费脑筋
又需要时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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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晓佳 周永生报道 长春
市双阳区强化机制保障，推动新型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全区 134 个村集体经济
收入全部达到 5 万元以上，收入 10 万元
以上的村达到 76%。年集体经济总收入
达到 2100 万元。

双阳区成立领导小组，印发了《双
阳区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的实
施意见（试行）》等配套文件。18 家部门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助力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仅部门协调项目资金就达 1000 多
万元。

立足村域资源优势，发展“资源利
用型”集体经济。充分挖掘村集体可支
配的机动地、册外地、“四荒”、山林、水
面 等 资 源 潜 力 ，由 村 集 体 以 发 包 、租
赁、入股、吸收社会资金联合开发等方
式，增加村集体收入。目前，全区这类
项目 58 个，项目收益 990 万元。齐家镇
李家村将村集体机动地、预留地、林地
等资源进行发包，2019 年实现收入 178
万元。

盘活村级集体资产，发展“资产活
化型”集体经济。把村集体可支
配 的 闲 置 厂 房 、临 街
门 市 、

场地等资产，采取租赁、参股经营等方
式，实现企业化经营和商业化运作，发
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目前，全区这类
项目 16 个，项目收益 125 万元。平湖街
道城郊村将闲置生态园、车库等对外租
赁，2019 年实现收入 22 万元。

加入企业生产链条，发展“村企合
作型”集体经济。与域内外企业、院校
联合，村集体以可支配的闲置资产、资
源和资金入股方式合作经营或创办实
体，为企业、院校提供服务，以占股比
例 或 服 务 收 入 获 取 村 集 体 收 益 。 目
前，全区这类项目 43 个，项目收益 323
万元。山河街道东升村与吉林省宝升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秸秆
加工饲料和燃料，2019 年实现收入 12
万元。

发挥合作经营优势，发展“合作社
带动型”集体经济。采取“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村民以土地补偿款
或自筹资金的方式入股，
村集体以可支
配

的资源、资产、资金入股合作社合作经
营，增加村集体收入。目前，全区这类
项目 58 个，项目收益 408 万元。齐家镇
广生村与双阳区冠科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合作，发展棚膜经济，2019 年实现
收入 11.5 万元。

服 务 农 民 生 产 生 活 ，发 展“ 三 农
服 务 型 ”集 体 经 济 。 由 村 集 体 、村 干
部或致富能人领办创办农资超市、网
上 农 贸 市 场 、粮 食 收 储 、农 家 乐 等 合
作项目，村集体以资金、土地、闲置活
动场所和其他可支配资源入股经营，
促进村集体增收。目前，全区这类项
目 10 个，项目收益 161 万元。奢岭街
道 东 营 村 由 村 干 部 牵 头 创 办 了 长 春
浩瑞农资肥料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种
子、化肥、农药，村集体以土地、资金
入股，2019 年实现收入 1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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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农正在摘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