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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梳理、捆扎、裁剪、卷折……
一把不起眼的玉米皮，经朱耀兰

的一番巧手编织后，变成一件件精
美的艺术品。朱耀兰是辉南县辉
发城镇新民村村民，是当地有名的
草编手艺人，做草编整10年了。

一人致富不算富，让村民都
有钱花才是富。2015 年，朱耀兰
开始举办草编培训班，农闲时灵

活组织村里的妇女学习草编技
术。看到姐妹们能用手艺换钱，
她心里满是欢喜。可是这种各自
为战的状况形不成规模，效益不
高，2017 年，她吸纳 20 余名妇女
成立起玉润草编专业合作社。

玉润草编专业合作社以手工
艺编织技艺为主，集草编非遗文
化传承、创新及各类手工艺产品
的设计加工、销售于一体，开发

文旅产品、手工艺品、生活用品

等 ，创 新 设 计 了 潮 流 手 提
包、汽车坐垫、拖鞋等编织品，还
可以根据消费者的特殊需要提供
订单式服务，深受顾客喜爱。

在玉润草编专业合作社，专
门辟出了一间屋子做样品室，摆
放她们编织的花瓶、背包、茶几、
收纳盒等草编工艺品。“这些产
品，都是以稻草、玉米皮等为原材

料，美观又实用，现在好多人喜
欢。”朱耀兰介绍说，她们运营的
模式首先是研发产品，然后统一
加工、销售，线上在阿里巴巴、淘
宝、拼多多等网店销售，线下销售
则以参加各种展会为主。

“ 我 们 在 家 照 顾 老 人 、带 孩
子 ，业 余 时 间 在 这 里 不 用 出 村
就 能 赚 钱 贴 补 家 用 ，多 好 啊 ！”
合 作 社 成 员 纪 海 波 满 脸 幸 福
地 说。

草编“编”出幸福梦
□ 王忠先

近年来，辉南县辉发城镇始
终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
治本之策，立足当地资源实际，
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发展现代农
业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战
略工程来抓，以促进全镇产业兴
旺为最终目标，依托香菇扶贫产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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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乡村振兴开拓出一条新路。
辉发城镇蛟河村已有香菇

大棚26栋，养殖香菇菌棒40万
棒，年销售达180余万元。2019
年，在香菇产业的带领下，辉发
城镇大屯村成立辉霖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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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为巩固贫困村产业发展，辉发城

镇继续申请资金建设10栋香菇
大棚，开展香菇种植，推动贫困
村产业进一步壮大。与此同
时，在香菇产业成型的基础上，
辉发城镇党委着眼于招商引
资，成功落户一家百万棒香菇
种植者，预计建设香菇大棚100
栋，进一步加快香菇小镇之路
步伐。目前，该镇已建成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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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带动乡 村 振 兴 、为 村 民
增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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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建档立卡户长期稳步增收，今
年为每名建档立卡户分红 660
元，为农户撑起了一把“小康
伞”。

香菇撑起“小康伞”
□ 韩明泽 王兰

水稻机械
收割现场本报讯 孔令涛 王德云

记者 郭小宇报道 近日，长白
县新房子镇大顶子村新建的

“山珍土特品”加工厂开始收
购鲜山蘑菇的广告在村里的
微信群里转发，引起了村民极
大的兴趣。大家结伴到周边
山林，采摘蘑菇拿到厂里卖。
家 门 口 就 能 赚
钱，村民特别高
兴。

蘑菇以每斤
5元的市价收购，
种类以本地盛产的冬蘑、榛
蘑、粘蘑、小黄蘑等为主。每
人每天基本都能采四五十斤，
收入在 200 元左右，有的村民
一天能挣三四百元。在半个
多月的蘑菇盛产期，厂里共收
购了一万多斤蘑菇，村民创收
8万多元。收购的蘑菇采用了
纯原生态保鲜速冻的加工方

式，工人把蘑菇进行分拣、清
洗、焯水轻烫、装袋真空封袋
后，放入冷库进行速冻保存。
厂里以每人每天150元的工资
雇用了20多名村民，加工了20
多天，村民能收入6万多元。

除了加工蘑菇外，加工厂
还收购贫困户周景武试种的

3000 棒无公害甜玉米、900 斤
花生，进行纯天然原味加工冷
冻。试销售成功后，明年，将
在全村大面积推行甜玉米等
种植。玉米和花生让周景武
一下子收入7000多元。

大顶子村地理位置十分
偏远，海拔高，气温低，拥有丰
富的森林资源，山芹菜、薇菜、

猴子腿、天麻等野菜种类繁
多，各种蘑菇更是非常丰富。
为了带领村民找到一条适合
本地长远发展的转型之路，镇
党委、镇政府和村委会秉承绿
色生态发展理念，全力推行

“一谷一城”建设，全面解放思
想找出路，经多次论证，决定

依据本地自然优势靠山吃山，
形成山野菜、山蘑菇、土特产
加工的发展思路。在“中央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扶持村项目
建设”的50万元资金的支持帮
扶下，大顶子村山野菜加工项
目开始启动，建起厂房和冷
库，购买了设备，进行蘑菇试
加工。村里和白山市“绿丰冷

鲜食品公司”签订销售
合同，产品全部由公司保底销
售，给予村里最低利润后，再以
实际销售效益情况给村里分
红，保障了村里能只赚不赔。
不到一个月，就带动村民有了
十几万元的收入。

明年，新房子镇计划以
山珍土特品
加工厂为依
托 ，开 始 大
规模的春天
山 野 菜 、夏

天 种 植 甜 玉 米 及 秋 天 的 山
蘑菇加工一条龙项目，保障
村民年年有活干，天天有收
入，不用再远走他乡打工；同
时 确 保 村 里 的 贫 困 户 不 返
贫，又极大地提升了农村集
体经济增长，带领村民找到
了一条生态绿 色 的 富 民 增
收 路 。

新房子镇富民增收闯新路

靖宇县三道湖镇发挥
资源优势，采取多项举措，
全力打造蓝莓产业强镇，助
力白山市“一谷一城”建
设。蓝莓产业不仅带富了
一方百姓，也成为靖宇县乃
至白山市重要的产业亮点
之一。

科学制定规划。三道
湖镇位于靖宇县东南部，地
处龙岗火山苔原区，土壤偏
酸并且湿度大，有机质含量
高，是长白山寒地蓝莓黄金
生长带的核心区。多年前，
镇领导班子就多方考察研
究，确定把蓝莓栽培产业作
为振兴乡镇经济的主导产
业来培育。依托镇内区位
优势和气候优势，科学编制
了蓝莓产业发展规划。随
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又
聘请省里相关专家对产业
规划进行了充实和完善，突
出了长白山“蓝莓小镇”的
发展定位。

争取政策支持。围绕
蓝莓产业发展，镇村两级
积极谋划产业发展项目。
抢抓国家扶贫、山区农业
综合开发、振兴东北老工
业 基 地 等 政 策

机遇，先后争取蓝莓栽培、
生产加工、种苗繁育等产业
项目80多个。通过产业扶
贫“整村推进”“以奖代补”

“因户施策”等产业扶贫模
式，争取各种政策性资金
6800多万元，受益农户达到
1600余户，扩大蓝莓栽培规
模6000多亩。

突出能人引领。在推
进蓝莓产业发展过程中，村
两委班子成员、产业大户、
乡村能人起到了关键的引
领作用。支边村党支部书
记胡桂波果断决策，率先带
领全村栽培蓝莓，支边村已
经形成了蓝莓专业村；隆盛
生态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
李晓峰发展蓝莓80多亩，并
且申请了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岳家村蓝莓栽培示范户
王世勇科学栽培管理，取得
了亩收入2万元的高效益；
向阳蓝莓种植合作社理事
长赵京洪，带领40多户农民
按照标准化栽培蓝莓600多
亩，形成了“抱团兴业”的
良好氛围。

强化技术服务。镇政府与
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形
成了院镇合作关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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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试验
基地。镇里每年都邀请蓝
莓专家举办栽培技术培训
班，县里科技、特产和农业
技术推广部门，也围绕蓝
莓标准化栽培积极开展技
术服务，蓝莓栽培管理技
术得到了有效提升。

推进产业融合。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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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交流合作平台，“三道
湖”区域知名度不断增强。
已经成功举办四届“长白
山蓝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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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联农带农机制。

全镇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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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栽培规模达到 1.2 万
亩。蓝莓栽培占全镇耕地
面积的30%以上，占全县蓝
莓种植规模的 60%。2020
年蓝莓鲜果产量达到3000
吨，年产值6000多万元。

三 道 湖 镇 目 前 已经
取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省级“长白山蓝莓小
镇 ”、“ 一 村 一 品 示 范 乡
镇”等多项殊荣。

三道湖打造长白山蓝莓产业强镇
□ 张贵友 张驰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家住靖宇县龙泉镇大北山村村民高秀虎是远近闻名的
“小能人”，多年来，他通过摸索和钻研，走上了一条种植灵
芝的致富路，并带领周边农户和村里残疾人共同致富。图
为高秀虎查看灵芝长势。 聂旭 摄

2020 年，镇赉县再获丰
收，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34.3
亿斤，实现“11 连增”。水稻
种植面积发展到 145 万亩，成
为我省水田第一大县。镇赉
将水稻确立为县域突破的优
势产业，正在努力打造“镇赉
大米”这一地标品牌，由水稻
大县向水稻强县迈进。

镇赉地处北纬 45 度线，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
夏长，春秋短，昼夜温差大，
为水稻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
境。2892 小时的充足日照，
2800 度以上的有效积温，180
天的黄金生长周期，让每一
粒稻米都吸收了足够养分。

2009 年，镇赉有 15 万亩
水田获得“全国绿色食品标
准化(水稻)原料基地”认证，
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种植
环境，优化水稻品种，实现水
稻量与质的全面跨越。2017
年，“镇赉大米”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获国家工商总局通
过，成为地标品牌。

优越的自然环境，庞大
的产业规模，着眼于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如
何让“种得好”变成“卖得好”，实施品牌战略势
在必行。镇赉县开始实施打品质牌、打健康
牌。以绿色食品(水稻)原料基地建设为切入点，
在原有绿色食品(水稻)原料基地的基础上，增加

“三品”水稻数量，从源头上抓好水稻的质和
量。围绕“三品”水稻联合打造高端产品，如“镇
赉大米”——有机米、“镇赉大米”——鸭田米、

“镇赉大米”——蟹田米等不同系列。他们在现
有种植品种中，从良种抓起，依据本地气候环境
引进、筛选，确定吉粳 816、稻花香等几个品质
优、口感好的优良品种，扩大种植。同时，与省
农科院、吉林农大和国家粳稻中心合作，聘请专
家培育适宜当地的优质水稻品种，为全县优质
稻种提供后续力量。

驻足洮儿河、二龙涛河畔，举目嫩江之滨，
稻乡镇赉，紧紧围绕建设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
这一目标，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责任，与
促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在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粮食产业融合发展和
农民增产增收上，做出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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