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德惠市朱城子镇沿河
村，村民们都喜欢称杨雪为

“花仙子”。在大家心中，她不
仅人长得靓，事业也很成功，是
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谁说女子不如男？人家
杨雪，让我们男人都自愧不
如。”在沿河村，提及“花仙子”，
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2011 年，杨雪与爱人商
量，打造玫瑰花种植基地，万事
开头难，当年因为无技术、无资
金、无销路，两栋大棚的玫瑰花

一朵也没卖出去。虽然赔了

钱，但俩人一点也没气馁。“我们
都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事业，也
是一个朝阳产业。”杨雪回忆，为
了尽快走出困境，他们考察了

解市场青睐的玫瑰花品种，学
习科学种植技术，并积极与长
春的花市建立联系，打开鲜花
销路。苦心人，天不负。他们

种植的玫瑰长势非常好，花期
恰逢七夕，仅几天时间就将两
栋大棚的玫瑰花售卖一空。

走过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

他们终于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2018年，杨雪的玫瑰花产值达
到400万元，安排农村剩余劳动
力30人，为朱城子镇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作为 沿 河 村 远 近 闻 名

的致富能手 ，这 些 年 ，杨 雪
自己发家致富了，却没有忘
记 其 他 村 民 。“ 我 的 财富也
是村民们帮我一起创造的，
我应该有所回馈。”对于大
家的赞扬杨雪非常谦虚。她
说，自己种植玫瑰花的成功让
周边的乡亲们也看到了商机，
帮助大家找到了一条致富之
路，她愿意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与村民们一起奔跑在小康路
上。

“花仙子”带村民奔小康
□ 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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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袋菌包码放整
齐，一朵朵木耳破袋而出，
叉车将一摞菌包高高举起，
又轻轻放在指定区域……
在梅河口市双兴镇新盛木
耳菌包厂，各个生产环节井
然有序，工人们紧张而有序
忙碌着。

菌包厂的建立为双兴
镇内的双兴村和庆胜村两
个省级贫困村带来了希
望。以前，两个村共有贫困
户 194 户 437 人。2016 年，
双兴镇提出“党委谋划、支
部推动、党员干部引领示
范、贫困户积极参与”助力
脱贫的办法，通过入户走
访、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
域外考察学习等方式，最终
形成发展产业帮民致富的
主导思想，并确立“产业链
上有组织、产业链上强服
务、产业链上富农户”的工
作思路。

双兴镇木耳种植有着
20 多年的历史，木耳种植
产 业 也 是 镇 里 的 主 导 产
业。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包保部门、企业的帮
扶下，全镇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 ，利 用 79 天 时
间，在

双兴村 6 组建成了全市最
大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梅河口市新盛木耳种植专
业合作社，当年生产、当年
见效、当年分红，贫困村精
准摘帽。菌包厂总投资845
万元，占地面积 4 万平方
米，分两期完成，一期建筑
面积为 3920 平方米，其中
建设木耳生产车间1040平
方米、养菌室2500平方米、
附属设施380平方米。

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
助力脱贫产业发展，2018年
4月，双兴镇和梅河口燃气
有限公司共同制订“三年定
投，收益扶贫”计划，启动造
血工程，燃气公司为菌包厂
每年援建资金 100 万元助
力脱贫攻坚，创造的收益全
部用于贫困户的生产生活，
确保他们最终实现全部脱
贫。

随后，菌包厂兴起二期
工程建设，新建培养室1680
平方米。菌包厂的日产量
在 2 万 至 3 万 木 耳 菌
袋 ，年 可 生 产
菌 包

300万袋。
菌包厂采取“企业+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产业
扶贫模式，即由村集体领
办，以扶贫资金参股、村民
个人入股，合作社进行经营
管理的股份制公司，打造扶
贫造血基地，并聘请梅河口
市燃气公司精英团队负责
日常事务管理，带领贫困户
脱贫致富。

如今，菌包厂带动双兴
村、庆胜村贫困户共计 108
户，采取贫困户入股、种植、
增加就业和定期分红 4 种
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现
在已安排长期就业贫困户
9 人，年收入达 8100 元左
右；安排季节性短工15人，
年收入达 6000 元左右；菌
包厂每年定期为双兴村和
庆胜村贫困户发放产业收
益，按照贫困户致贫原因，
实 行 差 异 化 分 红 。
2017 年 分

配红利 31.5 万元，2018 年
分红 20 万元，2019 年为双
兴 村 分 红 17.4 万 元 。 从
2021 年开始，合作社各方
将以出资额比例承担风
险、获得收益。

在此基础上，双兴镇
全力推进“木耳之乡”建
设，在木耳产业发展方面，
确定“一线两点多星”的思
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延
伸产业链条，强化帮扶力
量，让小木耳做出大文章，
小产业实现百姓富。

双兴镇不断加大对木
耳产品提档升级力度，探
索深加工，引进精品菌种，
种植优质木耳，提升品牌
影响力。今年，菌包厂共
培育菌袋 200 万袋，其中
春耳 182 万袋、秋耳 18 万
袋。

双兴木耳“脱贫记”
□ 隋二龙 庞智源

本报讯 佟粒玮 记者 郭
小宇报道 近年来，临江市苇沙

河镇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重要突破口，结
合当地实际，大力发展蓝莓产
业，让小小的蓝莓成为“致富
果”，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蓝莓果实中富含多种维生
素及丰富的矿物质，营养价值
非 常 高 ，堪 称“ 世 界 水 果 之

王”。苇沙河镇充分借助其独
特的地理优势，大面积种植蓝
莓，利用金丰玉种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将蓝莓产
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

苇沙河金丰玉种植养殖合
作社成立于2012年，现有蓝莓
地 500 余亩，日常田间维护人

员保持在20人左右，到采摘

季更是有 50-80 人的采
果队伍，日产量在四五千斤，
日销售额在5万余元。主要销
往临江、白山、通化等地，并在
临江、白山、通化设有销售处。
同时，依靠外来游客采摘和微
商销售等方式，基本做到日产
日销。

在蓝莓收获季节，不足一
米高的蓝莓树上，枝枝杈杈

都挂满了深蓝色的果实。据
介绍，今年预计产量在 10 万
斤以上，销售额达 120 万元左
右。

苇沙河镇围绕蓝莓特色
产业，不断完善配套栽培技
术，进一步将蓝莓产业做大做
好，以“合作社+农户”的运营
模式，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

苇沙河镇特色产业
拓宽发家路

本报讯 刘伟伟报道 金秋时节，五谷丰
登。环查干湖田野一派丰收景象，中草药进
入收获季节。

前郭县查干湖镇西索恩图村种植户孙
文丽正在田野里收获防风和半夏。防风是
三年生中草药，今年是第二年，工人们正在
田间收获防风种子；半夏是一年生中草药，
春种秋收，当下正在收获。“这个中药是半
夏，投资高，一亩地投资就得1万多元。我家
种了 30 亩，现在刚刚收，预计亩产量能有
1000多斤，价格比较贵，大点的一斤能卖到
50元左右，小的价格要低一些，今年收益能
不错。”孙文丽说。为保证中草药的品质，要
降解土壤农药残留，以此保证中草药生产环

境。为此，今年在流转的土地中还复种土
豆、白菜、萝卜等矮科农作物。“响应查干湖
镇号召，今年和去年共流转土地900亩，我们
种了五个品种的中草药，黄芩、桔梗、防风、
半夏和赤芍，大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耕地
流转之前是玉米和花生地，农药残留比较
重，为降解残留的农药，去年没有收成，今年
瞅着收成还不错。中草药生长期比较长，一
般都在三到五年，但收益还是很可观的。”

查干湖镇党委、镇政府积极引导农户和
合作社发展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是草本植
物，生产过程不使用化肥、农药，采用人工除
草，经济效益好，生态效益更是意义深远。

查干湖镇中药材种植
农民增收生态受益

秋日的暖阳照在白城市洮北
区东胜乡晓光村村部，村委会的
牌匾泛着金光，也晒红了站在门
前的白城市住建局驻晓光村第
一书记王博的脸，看到道路远处
越来越清晰的羊群，王博的脸上
绽开了笑容。

“咱们的羊回来了。”王博推
开村部大门，对村干部们说，大
家闻讯后都跑出来围观。

“今年羊群又壮大了，这得
有 400多只吧！”有村干部说。

“叔、婶，你们辛苦了。”王博
笑着向羊倌老夫妻走去，欢迎
他们凯旋。

“王书记，全部安全回家，
一只也没少，你可以放心了。”
羊倌王宪军笑着说。

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天然草
料，羊群在五月便被转到了五
十多公里外的草场进行饲养，
十月初返回村里的农场准备越冬，五个月的时间
不在村里，这群羊没少让王博惦记。

“这些羊是我们的扶贫产业，每一只羊都关系
到村集体和贫困群众的收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
了。”王博说。

2018 年，为了帮助晓光村贫困群众脱贫增
收，在包保单位的帮扶协调下，晓光村建起了拥有
1万平方米养殖园区的旭日东升家庭农场，以“合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育肥羊产业。

从最初的 200只小尾寒羊发展到现在的 400
多只，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现在的育肥羊专家，
农场的发展凝聚了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大量心
血。

羊群被驱赶着进入羊舍，一只洁白的小绵羊，
冲进了灰色的成年羊群中，王博抱起这只可爱的
小绵羊，小绵羊也温顺地用舌头舔着王博的手，咩
咩地叫着。

王博说：“今年羊价非常好，现在一只羊羔的
价格在七八百元，目前农场已经销售收入十五万
元，年底是母羊产仔的高峰期，预计今年收入突破
二十万元问题不大，扶贫产业发展得好了，乡村振
兴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王博抚摸着怀中的小绵羊，眼神中满是喜悦
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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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孔令涛 王德
云 记者 郭小宇报道 金秋
十月，长白县新房子镇虎
洞沟村的“红菇娘”试验
田里，一群村民正在手脚
麻利地采摘丰收，红彤饱
满的“红菇娘”像一个个
喜庆的大灯笼，挂满了植
株。

新房子镇地理位置偏
远，有了好的产品，怎样
销售出去，成为摆在所有
人面前的一个难题。经
过县、镇、村三级干部多
方推销，品相好的果实以
每斤 10 元的零售价销售
400多斤，获利4000多元，
其他的果实进行初步晾

晒，试烧养生酒产品，成
功后将会极大增加附加
值，晾干的果皮还将出售
给药厂。特别喜人的是

“红菇娘”果根繁殖十分
旺盛，为明年春天村民大
面积栽植节省一大笔资
金，多余的还可以出售创
利。

“红菇娘”铺就增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