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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
基于这一理念，辉南县辉发
城镇立足地域资源实际，把
打造香菇产业作为振兴乡
村的战略工程来抓，依托这
一项目，初步建立起了产加
销一体化经营、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食用菌产业发展
体系，开辟了百万香菇小镇
的扶贫产业新格局。截至目
前，全镇年产鲜菇约 55 万
棒。培植了多家工厂化、智
能化食用菌生产企业，全镇
食用菌产业实现集群集聚发
展，走在了全县的前列。

辉发城镇位于龙岗山脉
和吉林哈达岭之间，全年中
低温期长、昼夜温差大，非
常适宜食用菌生长，发展反
季节食用菌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镇党委、镇政府充
分发挥这一优势，于2010年
引进了香菇生产项目，并从
资金、技术、销售等方面对
种植户给予扶持，使这一产
业得以落地生根，到 2016
年，全镇已发展温室香菇大
棚18栋，每栋大棚面积1500
平方米，年产香菇
90 余

万棒。
2017 年初，镇党委、镇

政府决定利用香菇产业优
势，打造扶贫产业整镇带动
项目。整合扶贫资金155万
元，新建香菇大棚 20 栋，每
年可生产香菇 30 余万棒。
建成后，以每年 14.2 万元的
价格发包给辉南县聚富香
菇种植专业合作社，2018年
5 月投产达效，并带动周边
村镇农民走上了种植香菇
致富的道路。2018年以来，
香菇专业合作社每年都给
全镇贫困人口分红，2020年
为每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分红660元。

为了把产业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辉发城镇经过深
入调研，决定打造以食用菌
为 主 导 产 业 的 特 色 小
镇——香菇小镇。经过持
续发展，蛟河村已建设香菇
大棚26栋，养殖香菇菌棒40
万棒，年销售额达 180 余
万元。2019 年，
在 香 菇

产业的带领下，大屯村成立
了辉霖菌业，建设高标准香
菇大棚10栋，在香菇扶贫基
地的技术支持下，种植香菇
15 万棒，年销售额 70 余万
元，全镇香菇规模进一步扩
大。2020年，为巩固贫困村
产业发展，镇里继续申请资
金，建设 10 栋香菇大棚，推
动 贫 困 村 产 业 进 一 步 壮
大。同时，在香菇产业成型
的基础之上，镇里通过招商
引资，引进了百万棒香菇种
植大户，计划建设香菇大棚
100栋。

目前，全镇已建成两家
大型食用菌工厂化企业，吸
纳就业100余人,走出了以发
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为村民增收的新路径。

蛟河村党支部书记于瑞
平带领村民成立聚富香菇
种植合作社，
从

事食用菌生产、种植、加工、
储存、技术推广和产品销
售。生产大棚内配套有降
温、净化等现代化设备。走
进棚内，只见标准化架子上
整整齐齐摆满香菇菌棒。
他告诉记者，合作社在镇
党委、镇政府引导下，建立
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从而达到了企业增活
力、集体扩增收、群众能致
富目标。

如今，辉发城镇正充分
利用香菇产业“短、平、快”
的特点和产业基础坚实、技
术普及率高、广泛适应农户
等优势，把香菇产业作为乡
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建档
立卡户长期稳步增收。

“菇”香飘溢辉发城
——辉南县辉发城镇着力打造香菇产业小镇

□王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郑天媛报道 寒
冬临近，松原市查干湖即将迎

来冰雪世界，渔民也即将迎来一
年中收获的季节。进入11月以
来，查干湖渔场就开始筹备冬捕
生产，渔民开始检修网具、编织
渔网，为今年冬季的冬捕节整
装，以崭新的风貌为游客呈现渔
猎文化盛宴。

冬捕鱼网整修俗称“装
网”。在查干湖渔场的鱼仓里，
40多名渔民正在紧张作业，不
时喊起劳动号子。大家穿针引
线，缝缝补补，分工合作，初冬的
鱼仓大院充满欢声笑语，喜庆吉
祥。据查干湖渔场“鱼把头”张

文介绍，已开始装网一周，组

装八张网四大四小，按照
生态繁育要求，抓大放小，预计
一个月时间装网工程完成，冬捕
开始撒网日期根据往年预计，今
年产量预测320万吨，比去年增
加20万吨。

查干湖冬捕一直保持古
老的捕鱼方式，采用人工凿
冰和马拉绞盘的传统工艺，

撒网、收网、捕鱼、归仓。近
年来，查干湖渔场不断革新
渔具材料，新型装网材料取
代过去笨拙沉重的材料，网
线采用聚乙烯线，网剽子采
用泡沫浮子，底绞用铸铁制
成，网具更结实耐用，比重更
科学合理。

欢声笑语备渔耕
查干湖渔场冬捕装网工作正在进行时

本报讯 张欣禹报道
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玉潭
镇友好村今年抓住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验
区有利契机，实施“友好
北沟”改造工程，全力打
造全域“东部民宿集聚、
西部商旅带动、南北侧风
光游览、中部传统村落留
痕”的特色文化旅游体验
综合体。乡村变景区、农
舍变民宿、田园变公园。
在整体规划和持续不断

的建设中，综合体的美丽
形象日渐丰满，成为许多
人游玩的好去处。

“这里的花海分为纹
绣、乡愁、彩虹三片，种
植了百日草、波斯菊、醉
蝶花等植物和药材，还
有人工打造的‘麦田怪
圈’。”净月高新区农业
农 村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针对友好村的土地
特点，他们征收流转300

公顷土地改造成花海，
种植花卉、药材增加农
民 收 益 。 搭 配 花 海 的

“橡果农庄”项目，成功
地将“观光游览+健康休
养”组合起来，打造30公
顷的湿地公园、东北亚
国际康养及民族风情文
化展示区。

“每到周末，来这里
享受田园生活的游客很
多。过去我们就是种地，
收入也不高，现在好了，

土地变花海，还改造了民
宿，收入也增加了。”友好
村村民许跃根高兴地说。

融合乡土文化与现
代农业建成连片民宿，
友好村的“乡愁记忆”展
示区渐成规模。全村流
转农民230公顷土地，已
改造 12 户闲置民居，一
个个分散的小农户纳入
到全村发展产业链中，
村民收入大幅增加。

文旅康养为
友好村添红利

11 月的东北，寒意
渐浓，永吉县兴隆村的
大棚里却依旧郁郁葱
葱。西红柿、茄子、辣
椒……各种蔬菜茁壮
成长。大棚外，厢式货
车 正 在 装 卸 货 物 ，只
需 1 小时，新鲜的蔬菜
就会摆到吉林市各大菜
市场的柜台上。

村子里，水泥村道
上很难见到垃圾，凉亭、
广场、景观树木一应俱
全，整洁的村容村貌令
人舒心。

但兴隆村过去并不
“兴隆”。2015年，村子
被列为省级贫困村。“那
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村
民们心气不高。”村党支
部书记丁文福说。

距主城区近，土壤
又肥沃——丁文福对
此琢磨，可以发展蔬菜种植，带动村民奔小康。

2016年，在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帮扶下，兴
隆村成立合作社，开始建大棚，搞反季节蔬菜种
植。合作社采用“村集体+土地入股+贫困户”
模式，将上级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 103户贫困
户，在利益分配上覆盖全部贫困户。

普通村民可以用土地入股合作社。“种玉米
1亩地 1年也就收入 700多元，我用这 1亩地入
股，合作社在上面盖大棚，1年收入 1200元租
金。”村民孙延学说，“我们进入合作社打工赚工
资，效益好了还有分红。”

在农技人员帮助下，兴隆村大棚用上了立
体栽培、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棚内 10余个
蔬果品种品质高、味道好。兴隆村注册了“大岔
屯”牌果蔬商标，与各大商超开展合作，蔬果供
不应求。

丁文福介绍，2016年以来，合作社每股累计
分红 5300元，带动贫困户及周边农户 300余户
进园区打工，每人每月收入 3000元左右，已经
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

除了蔬果种植，兴隆村还依托半山区的自
然优势，发展起山黑猪养殖、葡萄种植等项目，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大家齐心协力奔小
康，村里还会更兴隆。”丁文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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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村村民在蔬菜大棚内进行管护

磐石：精准扶贫优质高效
□丁研

近年来，磐石市紧紧围绕当地农
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通过携
手助力等形式，大力推动“龙头企
业+金融+贫困村”“富裕村+贫困
村”等联动模式，实现了贫困户全面
增收的产业覆盖。

石嘴镇永丰村的东北袜业缝制
分厂在疫情防控期间，率先复产，不
但安置了6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而且

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助贫企业众合
食品有限公司春节过后第一时间复
工，极大地提升了脱贫的士气。红旗
岭镇草莓基地项目已先后带动233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省级贫困村磨盘山
村的蔬菜大棚项目，共投入扶贫资金
130万元，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增加贫
困村集体收入以及贫困户分红，保证
了精准扶贫工作的优质高效。

乾安县委、县政府立足县
情，因地制宜，全力转变生产方

式，大力实施黄小米、红辣椒、糯玉
米、杂粮杂豆、葡萄、“两瓜（西瓜、
香瓜）”“六大特色农业产业带”打
造工程，高标准建设黄金小米杂粮
杂豆产业示范区，
扩大特色农产品
生产规模，走特色
化、经济化、产业
化发展之路，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致富。

目前，乾安县“六大特色农
业产业带”建设在稳步推进中。
绿色弱碱乾安黄小米生产基
地。该县依托省农发行10万亩
“黄金小米”项目，打造乾安县黄

小米“千米条田”。目前，乾

安县谷子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
绿色弱碱红辣椒生产基地。该
县以“中国红辣椒之乡”的让字
镇为中心，其他乡镇为补充，逐
步形成纵横交错、覆盖全县的红
辣椒基地，全县红辣椒种植面积

达 2.25 万亩。绿色弱碱糯玉米
生产基地。乾安县以所字镇、让
字镇、余字乡、水字镇等乡镇为
主，辐射带动其他乡镇，发展种
植糯玉米，全县糯玉米种植面积
达12万亩。绿色弱碱杂粮杂豆
生产基地。该县以所字镇、水字

镇和大布苏工业园区等乡镇为
主，其他乡镇为辅，发展种植杂
粮杂豆，全县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达55.5万亩。绿色“两瓜”基地。
以所字镇、让字镇等乡镇为主发
展西瓜种植，以严字乡和大布苏

工业园区等乡镇为主发展香瓜种
植，全县两瓜种植面积达6.5万
亩。绿色葡萄生产基地。以余
字乡、赞字乡为主，发展葡萄种
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1万亩。

据了解，在乾安县，同样1亩
地，种植谷子的收入是普通玉米的

3倍，红辣椒是普通玉米的
4.7倍，葡萄是普通玉米的10倍，
糯玉米是普通玉米的2倍，杂粮杂
豆基本上也在3倍左右，而“两瓜”
则收益更高。这种高效益，又强力
推动特色农业发展。

在组织特色农业
发展同时，乾安县积极
开展特色农产品品牌
建设。目前，乾安县共
有18个品牌，其中黄

小米品牌有“乾方谷粒”“淞源牌”
“唐谷河道”“泥花”“乾谷安香”等，
红辣椒有“富有乾城”牌，糯玉米有

“吉兔丁”“奥琦特”等品牌。与此
同时，乾安县十几家企业借助现
代网络直播平台销售农产品，年
成交额在1000万元左右。

“六大特色农业产业带”绘就丰收图
□ 刘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