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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作为镇中大村，抚松县兴参镇兴华
村落实绿色转型发展战略，以生态建设统领经济发展，

在村内的“一亩三分地”念起了“百花齐放”的花苗培育致
富经。

打造新时代下的美丽新乡村，村屯环境的美化绿化是
重要的一环，栽树种草是各村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

“好琢磨”的兴华村党支部书记公培杰看到了商机，“咱要地
有地，要人有人，为啥就不能自己盖花圃培育花苗呢，这样
就不愁到处跑买花了。”在兴参镇政府的扶持下，兴华村花
卉培育基地真的建起来了。据了解，兴华村花卉培育基地
占地约2400平方米，分为6个培育大棚，总投资20余万元，

计划培育一年生的“步步高”“万寿菊”“天人菊”等花苗30余
万株，面向镇内外村屯、企业销售。

“咱建这个花卉培育基地，不仅是为了带领百姓发家致
富，更是为了提升咱们村的人居环境。”村书记公培杰介绍
说，“有了这个基地，咱们全镇各村和社区就不用东奔西跑
地买花苗了，而且每年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定向选择花种，
价格还很优惠。”除此之外，兴华村花卉基地还聘用一些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到基地务工，拓宽贫困户的就业渠道，增加
生活收入，不仅如此基地产生的一部分收益，还会反哺给

贫困户，确保脱贫致富“一个都不能少”。

兴华村花苗培育拓富路
□ 陈晨

本报讯 韩馥羽 刘志禹报道
2020 年是长白县马鹿沟镇转型
发展的关键之年，镇党委、镇政
府找准方向、高标定位、扭住重
点，着力打造“长白山食药菌小
镇”特色品牌，深入推进“一谷一
城”建设。

深 挖 优 势 ，精 准 规 划 谋 出
路。马鹿沟镇地域面积辽阔，有着
十里不同天的区域优势，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满足了松杉灵芝、桑黄
等食药用菌对温度、湿度的较高要
求，镇党委、镇政府紧抓这一优势，
在对自然条件、市场需求等方面进
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决定
大力孵化中国单品种食药菌产业，
进一步扩大食药用菌种植规模，完
善食药用菌生产、销售链条，丰富
食药用菌文化内涵，着力打造“长
白山食药菌小镇”。

多 方 联 动 ，打 造 产 业 新 模
式。为提高食药用菌产业竞争

力，马鹿沟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广泛吸纳社会人才，强化资源统
筹调度，创新构建了“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的食药菌特色产业发
展体系。截至目前，已投产规模
食药用菌基地 5个，带动农户就业
80 余人，全镇有桑黄 60 余万棒、
松杉灵芝 24万段、玉木耳 30余万
棒，共占地 510 亩，年产孢子粉 1
吨、灵芝 4吨、桑黄 6吨，单品种规
模和产量在全省位列第一、全国
排名靠前。

创树品牌，提高产业知名度。
围绕桑黄、松杉灵芝、玉木耳等优
势食药菌资源，积极申报和参评单
品种绿色有机食药菌之乡等荣誉，
该镇于 2020 年初成立调研组，现
已编制上报“特产之乡”申报书，马
鹿沟食药菌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断提高，全镇绿色转型跨越式发
展进程加快，“一谷一城”战略深入
落实。

马鹿沟镇：

打造“长白山食药菌小镇”
靖宇县花园口镇的“珠宝香

瓜”以其个大、皮薄、香脆可口而
远近闻名，是白山市主要农特产
品之一。香瓜从每年 5 月初开始
栽培，到 7 月末结束，短短三个月
时间，每亩可实现收入 2 万元左
右。近几年，“珠宝香瓜”以其见
效快、利润高而迅速发展，百余户
村民栽培香瓜实现脱贫致富。

科学选地。栽培香瓜宜选择地
势比较平坦，靠近水源方便引水并
且靠近公路交通方便的油沙土地
块，前茬种植玉米或大豆为宜。

双拱棚栽培。每年 4 月 20 日
左右开始扣大棚烤地增温，扣棚
同时铺设滴灌设备，做床时一次
性施足硫酸钾、发酵好的鸡粪、饼
肥等底肥，并进行地膜覆盖提高
土壤温度。

人为调整棚内温差。5 月初
开始移栽，移栽时一次性浇透水，
每亩栽瓜苗1200株左右。移栽完
后，每两个小床再合并扣一个小
拱棚进行增温。瓜苗缓苗期间，
大棚要人为掌控温度。从果实膨
大期开始可以加大昼夜温差，促
进果实生长。

控制结瓜数量，促进香瓜成熟。瓜秧主蔓长
5 叶后开始摘心，留下 3个子蔓，子蔓长到 5 叶后
再次摘心，每个子蔓上再留 4个孙蔓，一共12个孙
蔓结瓜，不留重孙蔓。个别孙蔓也会出现空蔓不
结瓜现象，平均每株可采摘成熟香瓜10个左右。

提早上市。每年6月20日左右，头茬瓜即可上
市。香瓜最初上市时，每公斤一等瓜可以卖40元。
整个香瓜采摘季节，每公斤香瓜销售价格10元左
右。每亩平均产量2000公斤上下。可实现销售收
入2万元左右。每亩纯收入平均在1.5万元以上。

珠宝香瓜栽培算得上高效特色产业。由于重
茬迎茬栽培技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近几年，许
多瓜农把香瓜栽培到花园口镇以外的其它乡镇
以及抚松县的万良和仙人桥等乡镇，还有的瓜农
把香瓜栽培到通化和四平地区，但是“珠宝香瓜”
的名声却始终响亮，每年千万元以上的收入揣进
了瓜农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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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辣”之乡农安县
哈拉海镇广袤的田野，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辣”味，一株株
绿油油的辣椒秧已栽到地
里。“赶上了好政策，今年收成
肯定错不了，我把种植面积从
2 公顷扩大到了 15 公顷。”哈
拉海镇头道沟村“三辣”种植
大户杨胜利说。

因自然条件适宜、种植经
验成熟，辣椒种植曾给哈拉海
镇农户带来可观收益。但近
些年由于经营模式“老套”，
农户收益打了折扣，全镇的
辣椒种植面积一度下滑。为
了让“三辣”产业再现蓬勃之
势，农户们组团去外地取经，
解决种子退化问题，采用新灌
溉技术……让哈拉海辣椒种
植走上转型之路。

引良种提产量

哈 拉 海 镇 有 着 几 十 年
的辣椒经营史，但近些年种
植面积萎缩。“主要原因是
品种单一、种子不断退化，
导致产量低、收入低。”哈拉
海 镇 副 镇 长 阳 光 介 绍 ，为
此，该镇依托专业合作社，
指导农户科学选种、科学种
植、科学管理。

“这片地

去年种的玉米，今年春天调整
种植结构，全部改种辣椒。今
年的辣椒新引进了优良品种，
估计产量能高不少。”正驾驶
水车浇灌秧苗的金大房子村
村民赵风奇说。

去年，哈拉海镇组织全
镇有种植辣椒意愿的农户，到
内蒙古开鲁县考察辣椒种植
模式。“真是大开眼界，那边辣
椒种植的品种有100多种，我
们种植的几个品种早就过时
了。”有着20多年“三辣”种植
经验的守奎三辣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杨守奎说，这次合
作社新引进的“红源一号”品
种，每公顷产量有望突破 3.5
万公斤，收益可达过去的两倍
以上，今年合作社辣椒种植面
积增加了近80公顷。

“膜下滴灌”解决大问题

种子问题解决了，技术难
题咋解决？农安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成立技术指导小组，
把最新的种植技术送到田间
地头，并分时段进行指导。
辣椒最怕旱，传统
的灌溉方

式既费时又费水。农安县便
重点推广作物节水项目，采用
了“膜下滴灌”水肥一体技
术。农户不但可以全额享受
国家拨付的农资，还能得到专
家面对面的技术指导。

“通过滴灌的形式，让水
分直达农作物根部，水分利用
率可以提高10%以上，一公顷
土地能节省 1000 元左右，还
能增产 20%。现在大伙种植
辣椒的积极性可高了。”说起
新灌溉技术的优势，杨守奎信
心满满。

有了“辣椒贷”资金不再愁

“更新了品种，学到了技
术，我就琢磨着扩大种植面
积，可资金不够。”眼看着辣
椒种植的前景越来越好，资
金问题却愁坏了杨胜利，“幸
亏北银村镇银行提供的35万
元低息贷款帮了大忙，今年
我要大干一场。”

今年，农
安

北银村镇银行结合政府种植
结构转型政策，采用“合作
社+农户+银行”的贷款模
式，上门服务农户，签订贷款
手续，解决农户燃眉之急。

“针对辣椒种植的贷款
业务，银行设立专人专岗，简
化审批流程，推出了为农户
量身打造的‘辣椒贷’，利率比
农业贷款还要低。”农安北银
村镇银行哈拉海服务站站长
于化超介绍，目前，申请“辣椒
贷”的农户达到了50户。

从 去 年 的 300 公 顷 ，发
展到今年的 500 公顷，哈拉
海镇逐步形成“政府+合作
社+银行+农户”的辣椒种
植 模 式 。 阳 光 表 示 ，明 年
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还将增
加至少 10%，把哈拉海镇的
辣椒“盘”进一步做大。

外地“取经”换良种 新技术节水又省钱

哈拉海全力打造新哈拉海全力打造新““椒椒””傲傲
□ 梁闯

本报讯 高寅报道 四平市铁
东区叶赫满族镇英额堡村利用当
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注重扶贫
与扶智，扶贫与扶实相结合，在精准施
策上出实招、千方百计提高贫困村和贫
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致富内在
动力。

在英额堡村扶贫项目绿源生态大棚，一片
绿油油的九月青豆角长势喜人，即将上市。丰
收的硕果将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让贫困农民获
得更多的红利。

据了解，2018年末，英额堡村建设了扶贫产业
项目——绿源生态大棚，大棚占地4.3公顷，共有
12 栋特色大棚，面积 9200 平方米，现已全部流
转。村三委积极争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项目，在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绿源生态大棚快速发展。同时
扶贫项目为村里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收
入。村里每年把盈利资金给贫困户兜底分红，一部
分纳入村集体收入。如今，绿源生态大棚已成为村

里的支柱性扶贫产业。
“今年，大棚第一茬种的是绿色叶菜，主要供应四

平市场。现在第二茬种的是黄瓜、豆角茎类菜，主
要销往四平市周边地区，所得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户
分红和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我们将继续管好绿
源生态大棚，争取产生最大的效益。”村书记胡成
君说。

今年77岁的刘玉柱老两口是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严重的心脏病让他们干不了什么重活，村里每年都会
把扶贫资金准时送到老人手中。

“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脱贫之后也没忘了
我们，年年还给分红，我就想回报党对我的关
心，我虽然没多大力量，但打扫卫生还能干，我
也不想计报酬，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致富奔
小康。”刘玉柱说。

英额堡村有贫困户43户，2017年末已
全部脱贫。为持续脱贫不返贫，村干部
还将不断调研村内现状，开辟致富新
路，盘活各类资源要素，不断激发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走上致富之路。

特色大棚惠民生

英额堡村发挥资源优势助脱贫

农民在瓜棚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