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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今年的蜂蜜喜获大丰
收，这让长白县新房子镇的
蜂农们心里乐开了花。

走进新房子镇佳在水村
孤山子屯于丽梅家的蜂场，
两口子正在热火朝天地摇
蜜。那晶莹剔透的蜂坯在摇
蜜机里呼呼的旋转，黄澄澄、
粘糊糊的蜂蜜带着浓浓的甜
香，从蜂坯里分离出来，禁不
住让人垂涎欲滴。

新房子镇拥有丰富的原
生态椴树资源，优质椴树蜜
远近闻名。近日天气晴朗少
雨，椴树花期比以往长很多，
因此蜂蜜的产量大增。于丽
梅现养蜜蜂145箱，每箱产蜜
90 斤以上，收获了约有一万
多斤的蜜，按保守零售价每
斤20元计算，估计会有近30
多万元的收入。特别喜人的
是今年的蜂蜜纯度相当高，
达到42.5波美度以上。

“蜜好不怕巷子深”，今年的蜂蜜一定不愁
销。自己富不算富，作为蜜蜂养殖合作社的社
长，于丽梅还给老人沟村无偿代养30箱蜜蜂，
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五六万元的收入，统筹应用
在贫困户扶贫上，极大地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村民杨树军是在于丽梅的带动帮助下开
始养蜂的，今年已是第三年，现已发展了80多
箱，赶上今年的大丰收，也收获了8000多斤高
纯度的椴树蜜，保守估计能有十五六万元的收
入，这让杨树军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

据统计，新房子镇现有养蜂人21户，蜂蜜
总产量约10万斤，总产值近200多万元。

近两年，新房子镇党委、镇政府坚持遵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
念，全力推行“一谷一城”建设。带领干部群众
解放思想的禁锢，寻求发展方式新突破，从生
态上谋出路，在“绿色”里做文章，依托新房子
镇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大力引导推行

“生态养蜂”。扶持成立了“长绿”养蜂合作社，
以合作社为龙头，广泛带动村民发展养蜂产
业；利用“出山虎牙”农特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党委书记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助力蜂产品销
售。在强力助推下，全镇生态养蜂行业得到蓬
勃发展，养蜂人切实尝到了甜头，殷实的小日
子过得比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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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今年新繁殖的梅花
鹿，长得多水灵呀。现在，梅花鹿养
殖对我们村和全镇都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可以说，养殖梅花鹿是助力
脱贫攻坚、农民增收的好项目。”望
着鹿圈里欢蹦乱跳的梅花鹿，东丰
县横道河镇驼腰村党支部书记刘俊
山的眼中写满了希翼。

过去，驼腰村集体经济收入渠
道单一，村民只能靠种植水稻、玉米
等农作物维持一年的生活，增收致富
步伐缓慢。村党支部书记刘俊山任
职后，逐渐把眼光投向特色养殖业。
通过学习考察、调研论证，他感觉作
为中国梅花鹿之乡，发展梅花鹿养殖
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梅花
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鞭、鹿血、鹿
肉、鹿胎、鹿胎膏、鹿脂、鹿筋、鹿皮、
鹿尾、鹿角、鹿骨等都是本草纲目上
有记载的可供药用的名贵中药，营养
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

说干就干。刘俊山经过奔走协
调，向上争取资金50万元，利用原村
小学房屋建起了梅花鹿养殖场。鹿

场采取村集体经营模式，实施规范
化养殖和经营。建场之初，梅花鹿
存栏只有 60 头。经过精心饲养繁
殖，陆续出生了32头仔鹿，现在，梅
花鹿存栏已达到100头。

在鹿场，饲养员孙大哥告诉记
者，现在一只鹿的饲养成本在900元
左右，等小鹿长大后，仅靠卖种鹿这
一项，每只鹿可以收入5000元。

对于梅花鹿产业今后的发展，
刘俊山表示，驼腰村将协同吉林腾
翔牧业有限公司和吉林德兴探感
食品有限公司，合力开发鹿茸、鹿
茸酒、鹿茸血制品、鹿胎盘和鹿茸
膏等附加产品，打响“神州鹿苑”品
牌。同时，计划通过“集体+农户”
经营模式，创建百亩果园，将鹿场
和果园打造成一处精品微旅游景
点，形成“春观花、夏尝果、秋赏叶、
冬进补”的四季经营业态，前来游
玩和参观的游客可以享受到赏鹿、
品鹿的乐趣，让更多村民分享梅花
鹿产业的红利，带动驼腰村农民增
收致富。

吉鹿欢跃富路宽
——驼腰村培育梅花鹿产业侧记

□ 李莹 李洋 本报记者 吴连祥

靖宇县濛江乡复兴村发挥资
源优势和人参栽培技术优势，改变
传统种植模式，大幅度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科学发展农田人参栽培，促进了
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

复兴村地处靖宇县城西南部15公里
处，全村农户300多户。改革开放40多年
来，复兴村一直是靖宇县的人参专业村。
2000年前后，全村栽培人参面积曾突破100
万平方米，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种参大户近
百户，许多参农靠种植人参富了起来。

2015年以来，国家全面限制森林采伐，伐林
种植人参已经成为历史。多年栽培人参练就了
人参种植手艺的参农面临产业选择问题。有的
选择种植其他中药材，有的选择外出打工。但多
数参农对人参栽培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的眼
睛盯在了村里的几千亩耕地上。他们虚心学习集
安、抚松等地农田种参经验。决心进行土壤改良，

靠农田栽培人参继续实现增收致富的目标。
村党支部书记林君介绍说：“现在全村有200多

户村民利用农田栽培人参，人参种植规模 1800 多
亩，每年人参产业产值始终保持在1000万元左右，
现在复兴还是全县的人参专业村。”该村现有确权
耕地6300多亩，有4000多亩可以种植人参。按照
每年 800 亩的发展速度，可以再利用 3 年左右。
现在已经有部分参农到辉南、柳河等地租赁水田
地栽培人参。利用农田种植人参，土壤改良是
关键。近几年，复兴村的参农们在休闲养地、多
次深翻、种植绿肥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
研究，土壤有机质含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人
参单位面积产量有了稳步提升，平方米产量
由过去的1公斤提高到1.5公斤，最高的达到
2.5公斤。人参种植乡土专家段文宝，曾经
获得省农委评选的“高级农艺师”职称。近
几年与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联合进行了
农田栽培人参施用生物有机肥、施用益
生菌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在土壤改良方
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人参栽培收
益实现了稳步增长。

复兴村科学栽培
人参稳增收

□ 张贵友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处暑已过，秋意渐浓。
在其塔木镇中草药现

代特色农业示范基地，漫
山遍野的京白菊含苞待
放，沁人心脾。

近年来，长春市九台
区其塔木镇坚持以工业
化理念谋划发展现代农
业，进一步调优农业产业
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积极引进吉林省昊
缘中草药有限公司中草
药现代特色农业示范项
目，主要种植京白菊、白
术，集中草药种植、生产、
加工于一体，是其塔木镇
重点产业之一。

创新运行模式，
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

中草药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项目覆盖塔木镇5个
村，总占地面积约7000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5000平
方米。一期种植面积为
1000亩，二期种植面
积 为

4000亩。以建设中草药产
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为
目标，实施“公司+基地、基
地+农户、契约+技术服务”
模式，实施整地、土壤改良
和培肥，加快中草药品种
改良、栽植，推进抚育管护
改造等，推进标准化生产
技术，依托原料供应基地，
不断提升中草药特色农产
品的产业化水平。

优化生产线，发展
特色农产品环保加工
基地

引进绿色环保、现代
化生产线，建设标准化厂
房，安装配备生产车间、杀
青车间、高标准生产车间、
中草药晾晒场等，全力开
展环保化加工基地和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
与此同时，改善储藏、保
鲜、清选分级、包装
等 设 施 装

备条件，建设初加工设施，
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初加工
水平。该基地还聘请多名
中草药专家、教授及专业
技术人员跟踪服务，把品
种培育和技术创新作为提
升中草药市场竞争力的战
略措施，加强新品种培育
科技支撑体系。

农业产业化，村民
家门口的就业基地

“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产业化经营模
式，给其塔木群众带来了
福音。中草药基地的落
户，一方面接纳农民务工
就业；一方面通过基地引
领带动农户发展中草药种
植。现在，村民都可
以到基地

从事工作，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真正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据统计，
该 基 地 用 工 达 5300 人
次。

中草药基地以其特
色、高效、绿色的农产品
产业，带动了传统农业向

“新型现代农业”转型。
项目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约 7500 万元，利润 2200
万元，实现税收400万元，
可实现农民增收 1000 余
万元。

目前，中草药现代特
色农业示范项目将迎来
丰收的黄金时节，其塔
木镇也将迎来乡村振兴
的新契机。

白菊飘香其塔木
□ 窦丽萍 高勇

如火的八月，放眼望去，抚松
县赤松镇西山村漫山遍野都是在蓝

莓地中辛勤劳作的人们，他们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时正是贫
困户收获希望的美好时节。

西山村自然条件优越，极适宜
种植蓝莓。近年来，赤松镇聚焦聚
力发展蓝莓产业，大力推广“农户+
合 作 社 + 订
单”产业扶贫
模式。截至目
前，西山村蓝
莓种植规模已
达 850 亩，采
取股份合作、
技能培训、劳
务用工、订单
收购等有效做法，依托合作社，积极
与蓝莓收购公司达成稳定合作，每
年以不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收购西
山蓝莓。今年“北路”收购价稳定在
每斤7至12元，“蓝金”和“蓝丰”收
购价稳定在每斤14-18元，累计带

动全村贫困户17户次，带动贫困

户增收2万余元，户均增收可
达1万元。真正走出了一条“订单
稳定、价格稳定、收益稳定”的产业
增收之路。

“蓝莓种植让我家彻底告别了
贫困，我打算筹建自己的蓝莓基地，
家里有了稳定的收益来源，我也越
发敢想敢干。”丰收的村民喜悦地

说。如今西
山村家家户
户发展蓝莓，
大家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
红火。“下一
步，我们要考
虑如何促进
蓝莓的深加

工，可以做蓝莓果酒、果酱、果汁、蓝
莓面膜、酵素等，真正把蓝莓产业做
实做大，争取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
特别是贫困群众参与，把这个产业
做成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望着眼前丰硕的蓝莓果实，西
山村党支部书记感慨地说。

小蓝莓大收益
稳增收促脱贫

□ 冮林山

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洮河镇那哈尼村着力打造“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模式致富平台，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大棚种植、畜禽养殖，
拓宽增收渠道。图为村民正在蔬菜大棚里劳作。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