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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东辽县
甲山乡积极创新发展思路，采取“借
鸡生蛋”等办法，发展优质高效产业，
加快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进程。

2017 年以前，甲山乡农业种植结构单
一，产业发展缺少项目、资金和技术，也没有成
功的致富带头人，农民增收步伐缓慢。2017年，
乡里抓住落实贫困村产业扶贫计划的契机，在县
扶贫办的协调下，五龙村与龙头企业东峻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大棚栽培木耳协议，双方联手打造木耳
生产基地，开启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龙村木耳基地项目利用扶贫专项资金，解决了
基地建设缺少启动资金的难题。基地建成后，由东峻
公司负责技术、管理，既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还成功规
避了市场风险。当年，由于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适宜，
基地生产的木耳质量优良，获得了大丰收，无论质量还是
产量，都位居东峻公司其他基地之首，五龙村与东峻公司
实现了共赢。

在五龙村黑木耳基地成功范例的带动下，全乡棚膜经
济犹如雨后春笋一样迅猛发展，到2018年底，全乡大棚已
发展到56栋，每栋经济效益均达1万元。优质高效的食
用菌产业，让干部群众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

五龙村黑木耳基地创建伊始，村民刘才就参与管
理。两年来的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管理经验，
成为全乡棚膜经济的带头人。在他的带动下，三阳村、
左家村、正义村的村组干部纷纷建起大棚，种植了西
红柿、香瓜等，都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效益。

经过几年的发展，全乡已发展大棚77栋，棚膜
经济面积超过100亩，每栋大棚经济效益都达2万
元。平均每栋雇用工人2人，每人工资收入8000
元。仅棚膜经济一项，全乡已增加收入近400万
元。

现在，甲山乡棚膜经济已按下了“快
进键”。以食用菌产业为引领，全乡棚膜
经济正在向香瓜、蔬菜等品种延伸，市
场前景看好。

甲山乡“借鸡生蛋”兴产业
□ 李金红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收获季节，长春市九台区上河
湾镇双顶村的山林里，一株株苹果
树果实累累，红彤彤的金红苹果煞
是惹人喜爱。

“今年的苹果又脆又甜，现在基
本都成熟了。”村民于丽清家正忙着
将成熟的苹果采摘装箱，准备发往
外地。于大姐预计，今年3公顷果
园能产5万多公斤苹果，带来10多
万元的收入。

双顶村是有名的“金红苹果之
乡”。村里有大小果园260多个，果
树种植面积达到350公顷，村民大多
从事苹果种植和销售。2017年，双
顶村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甜脆可口的金红苹
果成了双顶村一张闪亮的名片。

近年来，长春市以市场为导向，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点
发展以蔬菜、水果、苗木花卉等为代
表的园艺特产业。全市倡导“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各地根据农业资
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基础，大力发展

优质、高效、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
作物。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的棚
膜蔬菜、德惠市布海镇长山村的绿
色果蔬、双阳区平湖街道黑鱼村的
葡萄、九台区波泥河街道的苗木花
卉、农安县靠山镇卧牛石村的红石
砬小米……目前，全市已创建“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34个，其中国家级
12个、省级13个、市级9个。

随着“一村一品”建设的推进，
各个村镇更加注重三产融合发展。
除了苹果种植销售，双顶村还积极
发展果汁加工和采摘游等项目；长
山村将蔬菜深加工并制成粉条等产
品；黑鱼村办起了葡萄采摘节……
不断延长的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产
品附加值，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带动全市
园艺特产蓬勃发展。目前，全市果蔬
生产面积达到12.2万公顷，产量达
到59.6亿公斤，其中设施果蔬面积
2.1万公顷，建成省级以上棚膜园区
121个，其中国家级标准园20个。

“一村一品”致富之门
□ 袁达

近年来，靖宇县深入贯彻白
山市“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
森林食药城”发展战略，坚持新
发展理念，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过程中，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推
进蓝莓产业发展。目前蓝莓产
业发展规模突破 2.1 万亩，实现
年产值 1.8 亿元，蓝莓产业真正
成为靖宇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
支柱产业。

蓝莓栽培成为扶贫主产业
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县里

把蓝莓栽培产业作为“优化产业
布局，突出区域特色，增加农民
收入、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产
业来培育，结合“退粮进特”战略
的实施，通过“整村推进”“以奖
代补”“因户施策”等方式实施蓝
莓产业扶贫。2016年以来，先后
谋划申报蓝莓产业扶贫项目120
多个，投入各种政策性资金4600
多万元，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蓝莓
种苗，由此带动全县近千户贫困
户发展蓝莓栽培产业。

目前，全县有 986 户贫困户
栽培蓝莓 4810 亩。今年有 1600
多亩进入盛果期，预计鲜果产量
600吨，可实现销售收入800万元
左右，贫困户户均增收可以达到
8000 元以上。赤松镇西山村从
2015年开始发展蓝莓产业，目前
全村已经栽培蓝莓 960
亩 。 村 里

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有 28 户
发展了蓝莓栽培产业。去年有6
户贫困户蓝莓销售收入超过3万
元。

返乡创业建立蓝莓栽培园
今年44岁的杨志春，是地道

的靖宇人，1999年毕业于长春税
务学院，毕业后到深圳海关从事
海关检查员工作。2003年，看到
家乡丰富的资源和不断崛起的
特色产业。他毅然放弃了丰富
多彩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回
到 家 乡 靖 宇 开 始 重 新 创 业 。
2009 年，他注册成立了吉林省
润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专门
从事长白山人参、天麻等特产
种植研究和开发。近几年，公
司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承包
管护天然林和人工林 1600 多
亩 ，营 造 林 业 苗 圃 200 多 亩 。
2017年开始，又陆续建立蓝莓栽
培基地 600 余亩，成为靖宇县最
大的蓝莓栽培产业园。公司还
经常举办蓝莓栽培技术观摩、现
场培训、技术咨询等公益活动。
2019年7月，公司总经理杨志春
被吉林省人社厅和林草局评选
为吉林省乡土专家。公司
2019 年又投资 500
多 万 元 ，

改造扩建蓝莓仓储冷库 1000 平
方米，建设蓝莓交易市场5000平
方米，钢结构大棚 1200 平方米。
为靖宇蓝莓栽培户和外地果商
提供了冷链物流和仓储方便，基
本满足了周边农户蓝莓集中销
售的需求。

全力打造蓝莓产业第一镇
靖宇县三道湖镇地处龙岗

火山苔原区，土壤湿度大，有机
质含量高，是长白山蓝莓黄金生
长带的核心区。距靖宇县城9公
里，长长高速从镇南部穿过，营
抚公路横穿东西。近几年，三道
湖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
优势，全力打造“长白山蓝莓产
业第一镇”。

从 2009 年开始，历时 12 年
时间，全镇蓝莓产业规模达到
9800 亩。拥有 1000 亩以上的蓝
莓专业村6个，拥有蓝莓栽培专
业合作社12 个。镇政府与吉林
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形成了院镇
合作关系，成立了“吉林农业大
学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推
广 基 地 、吉
林

农业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吉林省蓝莓研究中心靖宇
研发基地、吉林省蓝莓产业化
创新团队靖宇创新基地”等，为
栽培管理技术提升提供了有力
保障。镇里还积极搭建高校、
果农、合作社、电商、收购商、加
工企业、物流、仓储等产业链各
主体的交流平台，“三道湖”区
域知名度不断增强。已经成功
举办三届“长白山蓝莓节”。目
前已经形成了以吉林森工森林
食品、东源饮品为代表的二产
加工；以润泰农林为代表的仓
储销售服务；以爱仁小镇、蓝莓
山庄为代表的休闲旅游等产业
发展模式，初步具备了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近
期，三道湖镇将集中各方面力
量，全力打造“长白山蓝莓集散
地”“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吉
林省三道湖蓝莓小城镇”“长白
山蓝莓第一镇”。

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丰收季丰收季””
——靖宇县蓝莓产业发展侧记

□ 张贵友

本报讯 徐楠报道 每年六月至八月
是鹿茸收获的最佳时节，也是鹿场最忙碌的

时候。近日，在东丰县黄河镇文福鹿场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鹿茸丰收季。

据悉，文福鹿场梅花鹿存栏 1000 只，今年
的鹿茸产量预计达 1000 公斤，产值达 260 万
元，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 15 人。家住文福村
的张喜金是场里的员工，他说：“养殖场的工作
真不错，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五年了，活不累、待
遇好，守家在地，既方便照顾家里，又能赚到
钱。”同张喜金一样，鹿场的员工欣喜于养殖工
作带来的利好，对未来鼓起腰包充满了信心。

除了抓住梅花鹿产品的广阔市场、带领村

民一同增收致富以外，文福鹿场还潜心经营管
理，不断探索养殖模式，加强种源保护。为做
好梅花鹿种源保护工作，文福鹿场主动申报了
梅花鹿良种登记工作，委托中科院特产研究所
专业团队，对场内符合条件的种源鹿只进行全
方位检测。科研人员走进鹿场，对每一只鹿进
行疾病检测、外貌测量、血样抽检、茸质筛选，
全程实时记录并对每一个鹿茸进行筛选登记，
使梅花鹿养殖在当地持续开花结果。

人工饲养，成果颇丰。如今，文福鹿场已形
成了造福于当地百姓的支柱产业，并随着东丰

梅花鹿事业大发展，进入发展新篇章。

黄河镇鹿茸丰收富乡邻

梅河口市李炉乡农民徐振家敢为人先勇于创业，建起集旅游、
住宿、餐饮、采摘、垂钓于一体农旅融合联合体，成为梅河口市全域
旅游的重要打卡地。图为徐振家正在查看棚栽葡萄长势。

记者 吴连祥/摄

在长白县十二道沟镇
中和村山顶，只见满目青
山，黄牛成群，宛若一个天
然大牧场。这里，空气清
新，沁人心脾，此起彼伏的
牛叫声，似乎正在演奏着一
场人与自然的“交响曲”。

“我们这里就是长白山天然
的养殖场。”中和村村民侯
宝山乐呵呵地说道。

候宝山指着正在低头
吃草的牛群说:“为了保证长
白黄牛肉的营养和口感，我
的牛不喂饲料，春天和夏天
全部在山上散养，每年的 10
月份赶下山，冬天牛吃的是
玉米秸秆，这些草料不仅低
廉实惠，而且天然健康，用
这些草料养出来的黄牛是
中国最好的!”说起自家的
牛，侯宝山喜上眉梢。

时光回转到 2017 年，侯宝山一家还在贫
困中苦苦挣扎。他和妻子常年患病，已近花甲
之年，无劳动力，家中的两个近 30岁的女儿也
均患有精神分裂症，全家无稳定收入来源，基
本靠低保维持生活。这一年，他家成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为了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他千方百
计想办法。2018 年，在一次和邻居唠嗑时了
解到近几年牛肉市场行情好，养黄牛赚钱。可
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侯宝山没本钱。在得
知侯宝山的想法及困难后，村干部和扶贫干部
马上想到了扶贫产业信贷通，很快，侯宝山获
批免息贷款 3万元。侯宝山乐了，拿着钱，先
后购买了 6头黄牛。在他的精心照顾下，一头
又一头的小牛顺利产下……

如今，侯宝山家的牛已经发展到 15头，每
年收入七八万元。“我家的收入越来越多，日子
也越来越好。”每当这时，他脸上总是洋溢着满
满的笑容。他说，感谢村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关
心帮助。

侯宝山养牛脱贫故事一直为十二道沟的
村民们津津乐道，也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转变
思想，依靠辛勤劳作实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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