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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月 报道 随着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玉米由
最初的纯粮食作物，经改良
后，无论在口感还是营养上都
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喜爱的
粘玉米就是其中一种。

走访中我们来到了长春
市九台区兴农粘玉米农民专
业合作社。据了解，合作社于
2009 年成立，位于沐石河镇
桦树村一社，经营范围包括为
本社成员提供粘玉米种植所
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
产品的销售以及与农业生产
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咨询服

务；速冻鲜食玉米、速冻面米
食品、速冻果蔬制品、速冻其
他食品、包装产品、加工、冷
藏、储藏、销售；农产品及粘玉
米收购；物流辅助服务、仓储
等。负责人张社长向我们介
绍：合作社前身是粘玉米协
会，为统一协作发展后成立兴
农合作社，粘玉米（白、黄两
种）种植面积为 520 公顷，收
购土门岭村、桦树村等地的粘
玉米进行加工，设有 12 条蒸
锅，使用原天景玉米生产线，
采取人工扒皮、人工入库蒸
煮，确保生产质量。

凭借“质量第一、诚信经
营”的做事原则，兴农粘玉米
合作社的产品经过包装后远
销郑州、上海、大连、湖南、湖
北、青岛、深圳等地，深受市场
欢迎。张凤岐社长表示：合作
社发展至今离不开社员的共
同努力，对于社员，不仅全方
位提供种植技术
服务和指导，更要
考察市场行情，确
保农户利益，分批
支付钱款，共同劳
动致富。现与 6
户农户合资建立

冷库 1万多平方米，存储量在
1000万穗以上，常年有货，确
保市场供应（春节期间供应粘
豆包、香叶饼）。

九台区兴农粘玉米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
带动了地方经济，改善就业环
境，现解决就业人数47人。

长春市九台区兴农粘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

粘玉米加工带富农民

本报讯 初 艳 平
报道 葫芦对于很多人来
说并不陌生，但是能长到 30
斤经切削晾晒后可以出口创汇
的葫芦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带
着疑问笔者来到了榆树市八号镇
万发村一探究竟。

进入万发村就能看见成片肉葫芦
种植和晾晒场，在八号镇嘉睿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村副书记、合作社社长
孙汉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他介绍，
村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引进种
植肉葫芦和生产干瓢，因产品具有拉力
强、耐煮等特点深受日本客商青睐，“大
岗干瓢”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已
拥有自主商标。每年收购季节来自辽
宁、天津、山东的客商都云集于此，一部
分经挑选后直接出口；另一部分生产味
付（寿司原料）食品，出口到日本、韩国
和部分欧盟国家。

孙汉卿说：“种植之初经历不少波
折，遇到很多困难，在 2000年后终于有
了起色，目前，肉葫芦成为全村的主导
产业之一。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种植
1公顷，大概收益12万元左右。”

为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增加市场
的占有份额和竞争力，由原来一家一户
分散经营的“单打独斗”转为集体经营，
建立以“合作社＋客商＋农户”的模式，
以合作社名义申请出口食品原材料种
植场备案，牵头组织采购生产资料、为
社员提供种植专业技术服务；肉葫芦种
植、干瓢加工销售等。合作社把种植户
的利益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时刻为客商
着想，双向解决需求。

2020 年
嘉睿蔬菜合
作社种植面
积 达 50 公
顷，解决就
业人数 240
余人，计划
2021 年 种
植面积达到
100 公顷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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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梦娇 报道 吉林省占林绿
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主
要经营项目为绿色果蔬种植、苗木培植
及销售、生态畜禽养殖，农副产品加工、
配送及休闲观光农业。

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发展至今规模
不断扩大，并致力于不断研发创新。公司
负责人杨总表示，公司不仅与省内两所农
业高校签署校企合作方案，还与省蔬菜花
卉研究所等单位进行深度合作，研发出自
主品牌的水果和蔬菜特别适合采摘和观
光旅游，备受市场欢迎；农业开发企业中
独一份的冷苗技术让观赏物在冬季开花销
售，为北方的冬天提供更多颜色。

走访中我们参观了占地 5公顷的综
合示范区；约 30公顷的绿色水果生产区
（西梅、木瓜、红桃、黄桃、香蕉均为自主
培育）；10公顷绿色蔬菜生产区、5公顷禽
畜生态养殖区和 2公顷苗木及花卉避光

冷控生产室。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君子兰
品种，100余栋智能化温室和大棚，全部
自己培育，整体项目达产后，水果、蔬菜、
养殖可达产值约 1.8亿元。公司采用出
租给当地农户或者自营雇用本地农村劳
动力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统一提供技
术支持，确保农户利益，共同致富，现解
决农村就业人数200人。

未来公司计划新增千万元投资用于
土地流转、100余栋现代化零能耗温室、50
余栋大棚及配套设施等建设。占林绿色农
业将继续阔步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
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
的力量，助力中国农民丰收节圆满召开。

吉林省占林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讯 洪媛 报道 豆制品
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
物，原料和工艺的好坏决定了
产品的质量，白山市浑江区安

孚农副产品加工厂是一家专
业生产加工销售豆制品的优
秀企业。

安孚农副产品加工厂于
2014 年 注 册 成 立 ，
2016年 8月 4日，注册
成立江北分厂，并注
册商标“李文喜”，主
营 豆 制 品 加 工 与 销
售。据了解，负责人
李文喜从事豆制品行
业 20 余年，在当地颇
具口碑。为了让百姓
吃上放心的产品，李

厂长精选豆制品原材料，采用
绿色优质非转基因大豆，从源
头起严格把控品质，采用传统
工艺，结合现代机械加工而
成，真正做到“良心”加工制
作。生产出的干豆腐以“干、
薄、细”著称，色泽微黄，口感
细腻，可炒可炖，色香味俱全；
李厂长表示：“我们专营豆制
品，就是把擅长的技术做精、
做好、做强。”

厂区占地面积 2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拥有
两条生产线。作为互联网＋

行业应用普及示范单位，安孚
农副产品加工厂于线上设有
网上商城及官方网站，线下则
拥有白山地区的对外批发点
及独立批发市场，日生产量
4000多斤，年生产量达 150万
斤。

“打造绿色生态豆制品，
为百姓提供放心产品”是安孚
农副产品加工厂发展的宗旨，
未来在李厂长的带领下将继
续以质量求发展，带动地区经
济，创造就业岗位，为助力乡
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白山市浑江区安孚农副产品加工厂

为百姓提供放心产品

本报讯 王思宇 报道 中草药是中医
预防治疗疾病所使用的独特药物，也是
中医区别于其他医学的重要标志，随着
人们对健康保健意识的逐渐增强，中医
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吉林省康百草中草药种植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6年，坐落在白山市浑江
区铁南新城B区，是一家从事中草药种植
的股份制公司。依靠得天独厚的环境优
势，经营范围为人参、林下参、天麻、三枝

九叶草、蓍草等地产中草药的研发、
种植、销售；桑黄、灵芝、猪苓菌制作、
栽培技术推广、收购与销售，尤其是
桑黄的研发、栽培、种植、加工、销售
更为成熟。据了解，公司种植的桑黄
由 2012年起步的 10个大棚，到 2019
年种植面积在全国产业内排到前三，
公司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生产绿色有
机产品，年产量有50万棒，通过自然
烘干，加工成块、片、丝、口服液和茶
等不同形态，销往全国各地，凭借优
秀的品质获得了市场充分肯定。

作为一家集团企业，康百草中草
药下辖有五个全资子公司和一个桑

黄种植合作社。据公司负责人薛总介
绍，为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运营模式多
样，公司直属种植基地分别建在通化县
赶马河村和敦化市大石头镇；采取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前期为农户垫付菌种
费用，让农户无风险种植，从采购菌种开
始，三年内全程免费提供指导和技术支
持，按等级包销产品。拥有自主商标“康
百草”及科研团队，可提供线上线下技术
指导，集种植、科研、销售一条龙服务。

公司在发展中草药种植项目的同
时，既发扬传承了我国的中医文化，又促
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解决近200人的就业
问题，带领周边农户 50余人脱贫致富。
薛总表示：未来集团将借助桑黄产业大
会的东风，继续扩大生产，计划2021年达
到 80万棒，三至五年建立长白山百亩百
万棒桑黄种植基地，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带动经济发展。

吉林省康百草中草药种植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本报讯 王韩玉 报道 苏子是我
国栽培种植的油料作物之一，含油量
高达 40%以上，用途广泛，长期以来
一直是我国出口创汇的农产品之一，
桦甸市金裕苏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就
是少有的规模化种植苏子的合作社。

笔者来到位于桦甸市红石镇会
全村会全社的合作社，负责人田忠良
介绍，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占地面
积 3000平方米，硬化面积 2900平方
米，建筑面积 500平方米，规划合理
明确，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以苏子种植、加工为主要产
业。在田社长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
种植基地：苏子的种植面积为 1500
亩，为实现科学种植和规范化管理，
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过程中提供
技术支持，确保生产作物质量，配备
专业的机械设备，进行生产加工。

苏子和苏子籽经过多种包装后
备受市场欢迎，已销往韩国，出口创
汇。田社长表示：建立合作社的初心
是要整合村里及周边的资源，发展特
色产业，帮助村民增产增收、创造财
富，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合作社现解决就业固定 7人，
临时15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村里贫困户几十余
人通过劳动脱贫。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合作社凭借优秀的作物品质，
在田社长的带领下提供种子，带动周边三个行政村、600
多农户加入了苏子
产业，实现产业规
模化，极大提高了
地区产业的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田
社长说：“未来我们
要用质量和服务赢
得市场，保证农户
利益，保护环境、带
动周边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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