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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1岁的卢廷春盼
过年。春节前后，马蹄叶
的售价能达到 30 元左右
一斤。他承包了村里3栋
反季节大棚种植特色山
菜，最多时一天能挣 2000
多元。

在延边州安图县明月
镇福林村，像卢廷春这样
依靠小小山菜脱贫致富的
村民还有不少。这里的山
菜种植如何渐成规模，形
成脱贫致富的强劲动力？
这就不得不提到福林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
怀习。

二十几年前，刘怀习
无意间发现了当地山里恣
意生长的山野菜里蕴藏着
商机。“我随意种了一把，结
果当年长势特别好。我拿
到延吉市场上一卖，竟然卖
出了8块钱一斤的高价！”
刘怀习说，“我一看，这个可
种！”

马蹄叶是朝鲜族民
俗料理中一种

常用食材。夏季价格在每
斤四五元，而临近过年时
能达到每斤 30 元左右。
因此，反季上市，将极大拓
宽其利润空间。经过不断
探索尝试，刘怀习掌握了
丰富的反季节山菜种植经
验，并办起了种植基地，成
了 当 地 有 名 的“ 山 菜 大
王”。

怀揣“致富经”，刘怀
习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村
子跟着富起来。经过反复
论证，福林村确定了种植
反季节山菜、发展棚膜经
济的致富方向。

2009 年，刘怀习开始
筹划建设反季节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2010年末，合
作社正式成立，注册资金
240.3万元，全村43户农户
全部参股入社。经过多年
发展，合作社如今已建
成 169 栋 蔬 菜
大棚，

带动周边60户农户种植山
菜，年销售额达 200 余万
元，每户平均年收入5万余
元。同时，合作社吸纳闲
散劳动力和贫困户在基地
采摘山菜，每人每天能赚
200元，每年能有七八千元
的收入。

2019 年，福林村在福
利片区中心村党委领导
下，成立了安图县春茂山
野菜种植加工销售有限公
司，主营方向为马蹄叶、蒲
公英、水芹菜、柳蒿芽等山
菜的种植加工和销售。

中心村党委积极培养
村干部成为致富带头人，
所有村干部入股公司，共
负盈亏，同时鼓励本村村
民以自愿参与的方式进行
入股。

明月镇党委副书记沈
以耀说，公司的成立，将进
一步整合村里的优势资
源，通过统一经营、统一加
工、统一销售，不断增强竞
争力，同时增加村集体收
入，更好服务村民，建设村
庄。

此外，福林村还将与
片区内其他3个村子的产
业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福成村的黄牛养殖产
业将为福林村的山菜种植
提供大量有机肥料。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
国内规模最大的马蹄叶供
应基地，让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好。”刘怀习满怀信心
地说。

小马蹄叶做出大文章
——明月镇福林村的致富经

□ 徐慕旗

本报讯 王竞晗 王可慧报道 抚
松县抽水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深入推进“一谷一城”
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开
拓创新特色产业模式，走出一条绿
色、有机、健康的产业新路子。

为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发展，抽水
乡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传统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收益差的状况，

采用“党建+农户”的模式，打破“单打
独斗”的局面，推动抱团发展，农民利
用自家的土地栽种树莓，政府精准指
导、贴心帮助、统一收购，为农户吃了

“定心丸”，也为树莓绿色种植按下了
“快进键”。今年，树莓种植面积扩大
至500至1000亩。同时建立树莓罐
头、树莓饮料、树莓红酒、树莓玉米面
条等相关衍生产品生产线，全力打造
树莓之乡，实现“兴产”和“富民”齐头

并进。

走进北沟村中药材种植基
地，浓郁的药香味扑鼻而来，放眼望
去，苍术、黄精、辽藁本、沙棘等中药
材为抽水大地铺上一条绿地毯。抽
水乡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资源丰富，
气候适宜，是发展种植中药材的首选
之地。乡党委、乡政府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打造大健康旅游发展理
念，以创建“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
森林食药城”为有利契机，多次组织

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中药材产业特
色、优势、作物生长习惯等，引进各类
中药材种植项目。实行“三变+扶贫+
产业”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稳步
推进特色种植，促进农户持续增收。
现建立中药材基地60.7亩，2019年收
益10万余元，预计2020年同比增长3
个百分点，吸纳贫困户就业5人。一
株株飘香的中药材，已成为绿色富民
之“良方”。

抽水乡产业富民走新路

2017年，家住榆树市红星乡富有村5组的返乡青年
王彦文办起了聪氏散养笨鸡养殖家庭农场，总占地面
积12.3公顷。 由于科学饲养，精心管理，绿色笨鸡蛋深
受消费者青睐，供不应求。

徐书秀/摄

处暑已过，秋意渐浓。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育英村的山坡地

上，300多亩的如兰百合正在默默汲取养
分，再过几天将迎来采收期。

“这是我们育种的适合东北种植的百
合，采用绿色种植方法，精心呵护了两年，
今年就可以收获了。这几天很关键，因为
正是根茎积累糖分和淀粉的时候，关系到
百合的口感和售价。”吉林省佳焱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东看着田埂
中的百合欣喜地说。

佳焱农业公司投资4200万元，打造了
5200亩的百合种植基地，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运营模式，通过流转土地，绿
色种植，吸引了4家合作社参与种植，在用
工方面优先吸纳贫困户劳动力，每人每天
能获得100元收入。

在安石镇朝阳村的如兰百合种植基
地，200余名工人正在百合地里除草。村
民张景新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我们家原
来是贫困户，现在家里7亩地都流转给他
们种百合，一年下来比种玉米收入多，脱
贫的底气也更足了！”

近年来，随着生态种植理念的不断深
入，东辽县以种植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在全面推进农业产业
发展的同时，推广绿色种植、生态种植，在
绿水青山中收获金山银山。

东辽县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中心主
任刘淑红说：“我们从项目支持、财政补
贴、人才支撑、用地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保姆式服务，并积极引导这些企业参
与到扶贫、带贫中来，从而实现调结构、兴
产业、带增收、促振兴的特色种植产业格

局。”
东辽县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作

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
业产业，食用、药用兼观赏的百合产业就
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如兰百合亩产量可达 3000
斤，亩产值在2.5万元左右。目前，百合种
植已经从最初的两个村发展到现在的6个
村，接下来还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与更
多合作社、种植大户合作，并在带动绿色
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贡献力
量。

百合产业助增收
□ 隋二龙 庞智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经梅河
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梅河口市自然资源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018-041 号地
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2018-041 号地块,宗地位
置：海龙镇 G202 线与海龙绕越线交汇
处，总用地面积3803.3平方米，建设用地
面积 2777.8 平方米，出让用途为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出让年限为40年，容积
率不小于0.10，建筑密度不小于5%，建筑
高度不高于20米，土地级别为海龙镇二
级，该地块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75.00
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75.00万元，
增价幅度为人民币2.00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人可以独立
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本次竞买采取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以
报价单形式进行竞价，可按增价幅度整
数倍多次报价。在挂牌期限截止时，有
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6日工
作时间内，到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
厅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9日至
2020年11月16日工作时间内，到梅河口
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至时间为
2020年11月16日15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
11月17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挂牌时间为：2020年11月9日9时至

2020年11月18日16时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联系电话：0435-4214746
联 系 人：李女士 胡女士
开户单位：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梅河口支行

梅河口市工行营业部
账 号：1604 1752 1005（中行）

0806221029001073760（工行）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自然资告字【2018】04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经梅河口
市人民政府批准，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020-013-1 号地
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2020-013-1号地块,宗地
位置：兴隆大街与正阳路交汇处南侧，总
用地面积77898.0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
面积68595.0平方米、城市公共绿化带面
积 9128.0 平方米、城市公共道路用地面
积175.0平方米。出让用途为居住、商业
用地（居住95%、商业5%），出让年限为商
业40年、住宅70年，容积率1.5-1.8（地下
空间建筑面积不计入强度指标），建筑密
度不大于25%，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
高度不大于54米，土地级别为四级，该地
块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0290.00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10290.00 万元，增
价幅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人可以独立
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本次竞买采取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以
报价单形式进行竞价，可按增价幅度整

数倍多次报价。在挂牌期限截止时，有
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11月10日至2020年11月17日工
作时间内，到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
厅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0日至
2020年11月17日工作时间内，到梅河口
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至时间为
2020年11月17日15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
11月18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挂牌时间为：2020年11月10日9时至

2020年11月19日16时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联系电话：0435-4214746
联 系 人：李女士 胡女士
开户单位：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梅河口支行

梅河口市工行营业部
账 号：1604 1752 1005（中行）

0806221029001073760（工行）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自然资告字【2020】013-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经梅河
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梅河口市自然资源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2020-013-2 号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2020-013-2号地块,宗地
位置：正阳路与阳和街交汇处东侧，总用
地面积10520.0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
积 7062.0 平方米、城市公共绿化带面积
3324.0 平方米、城市公共道路用地面积
134.0平方米。出让用途为居住用地，出
让年限为70年，容积率1.8-2.4（地下空
间建筑面积不计入强度指标），建筑密度
不大于20%，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高
度不大于54米，土地级别为四级，该地块
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1060.00万元，竞买
保证金为人民币1060.00万元，增价幅度
为人民币10.00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人可以独立
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本次竞买采取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以
报价单形式进行竞价，可按增价幅度整
数倍多次报价。在挂牌期限截止时，有

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11月10日至2020年11月17日工
作时间内，到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
厅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0日至
2020年11月17日工作时间内，到梅河口
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至时间为
2020年11月17日15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0 年
11月18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梅
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挂牌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10 日 9 时至
2020年11月19日16时；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大厅
联系电话：0435-4214746
联 系 人：李女士 胡女士
开户单位：梅河口市自然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梅河口支行

梅河口市工行营业部
账 号：1604 1752 1005（中行）

0806221029001073760（工行）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自然资告字【2020】013-2号

金秋时节，大地溢彩，谷薯
飘香。东丰县东丰镇湾龙河村
的红薯地里热闹非凡，农民挥
舞着镐头，从土里起出红彤彤
的“宝贝”，脸上满是丰收的喜
悦。虽然今年雨水较多，但产
量 却 没 有 受 到 影 响 ，每 亩 达
1500公斤以上。

近年来，湾龙河村根据本村
耕地属于沙壤土，土壤透气性
好，适合种植地瓜的优势，着力
打造以金薯为代表的“两薯一
菜”产业。村两委牵头，成立了

“东丰县丰龙薯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了“万龙”牌商标。
制定出台了扶持措施，推动“薯
菜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 目 前 ，
合作社已发展
成员 38 户，薯
类种植面积连
年攀升。

记者在该
村看到，尚未采收的金薯仍旧
绿意盎然，种植户们割去瓜秧，
随着人们手里镐头的起落，一
个个红彤彤的“宝贝”破土而
出，有序地排列在垄上。种植
户柳清财正在和家人装筐，片
刻间便装满一大筐，他告诉记
者：“我虽然只种了一亩多地，

但一亩地可以收 3000 余斤，按
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每亩地净
利润能达到5000元左右。”

在不远处的另一块地里，种
植户巩长娥忙着起地瓜，看着
满地的“宝贝疙瘩”各个体态饱
满，巩大姐的脸上洋溢着丰产
的喜悦……

据了解，由于
湾龙河村出产的
地瓜口感特好，
因 而 闯 出 了 名
气，成为当地增
收 致 富 的“ 金
薯”。为发展壮

大这一产业，村里及合作社充
分发挥龙头作用，对形状、颜
色、品质好的精品地瓜进行收
购，并利用储藏窖进行贮存，实
行错季上市，确保种植户的利
益最大化。今年，全村种植地
瓜的农户已达到 80 余户，面积
达到60公顷。

“金薯”鼓起钱袋子
□ 李莹 左文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