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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近年来，永吉县万昌镇积极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推进农业生态观光采摘园建设，引进木

瓜、香蕉等热带果品发展“南果北种”，

助力当地农民致富增收。图为

游 客 正 在 采 摘 园 内 观 光 游

览。 常淼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佟粒玮 狄洋
记者郭小宇报道“我们四
道沟镇坐拥青山绿水，良
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资
源。”临江市四道沟镇党委
书记迟进德介绍：“去年，
我们成功举办了临江市
首届桃李节暨临江市网
红直播季，在向广大网友
推荐桃李的同时，还拓宽
其他农特产品的销售，效
果特别好。”

从四道沟镇政府出
发，驱车 5 分钟就到了种
植面积达 1200 亩桃李种
植基地。虽然已经到了清
明时节，东北地区气温仍
然很低，桃李树还没有长
出嫩叶，仍然可以想像出
花开满园、桃李丰收的喜
人景象。

四道沟镇位于临江市
东南部 17公里处，属于典
型的农业镇。围绕近水傍
山的优渥生态环境和丰富
自然资源，大力推动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

“一谷一城”建设，形成了
以沿江村屯发展果蔬类、
休闲农业为主，海拔较高
村屯发展中草药为主的发
展思路，实现农民增收、绿
色转型的发展目标。

坚持政府主导、多元
投入、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发挥涉农政策资金的
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探
索发展以“绿色生态农业、
休闲观光农业、园艺化农
业”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新
模式，构建具有地方特色
的生态旅游景观。

大力推行“双培双带”

“党员农户”结对帮扶等活
动，从生活、绿色农业种
植技术等方面为农户提
供帮助，不定期开展技能
培训讲座，提高种植生产
效率，受益群体超过 200
人次。

通过宣传和引导的方
式，使有投资意愿的投资
者到四道沟镇发展，采取

“企业+集体+农户”的方
式，将传统农业进行转化，
使集体和农户在有限的土
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达
到农民致富、集体增收的
目标。

目前，四道沟镇已经
建设桃李、有机稻米、沙棘
果、蓝莓、大榛子、猕猴桃
等 6个绿色示范基地，带
动农户 200 余户，实现了
以规模发展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强力推进
“一谷一城”的建设。充
分利用上级资金和个人投
入，发展大棚 49 栋，其中
温室大棚4栋，冷棚45栋，
扶持发展食用菌及反季节
果蔬，使有限的土地收益
最大化。

根据当地实际，深入
挖掘乡村文化，打造了“龙
头山”景区，把乡村旅游与
生态种植养殖和风土人情
有机融合，在保护当地生
态环境的同时，充分释放
乡村振兴新动能。以龙头
山景区为轴点，盘活镇域
旅游资源，深挖红色村史
文化，建设集旅游观光、休
闲娱乐、绿色采摘于一体，
打造具有人文内涵、康养
宜居的文化综合旅游目的
地。

四道沟立足生态优势打造绿色小镇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走进镇赉县镇
赉镇南岗村瓜农的温室大棚，绿油油的甜
瓜苗长势喜人。瓜农们正抢抓时机进行
香瓜移栽、浇苗、覆膜，播撒希望，为新一
年的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南岗村的香瓜种植规模逐渐
扩大，从最初的一两户发展到如今的近三
十户，成为全村主导产业之一。经过十多
年的生产实践，瓜农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成
熟的种植方式。甜瓜只施用农家肥和生
物有机肥，不用任何农药和增甜剂，果形
和口感远远好于其它同品种香瓜。省农
科院、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为生产提供
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对农民提出的在甜瓜
生产中存在的高产种植技术、药害、病害
等实际问题进行全面答疑解惑。同时专
家现场检测镇赉甜瓜含糖量最高可达
16.5度。

南岗村党支部书记徐程凯介绍，瓜农
从 3月 20日左右开始移栽瓜苗，今年吊
蔓香瓜将于五月中旬上市，地趴香瓜将于
六月中旬上市，抢占市场先机。在棚室管
理上，主要采用二层覆膜、高垄双行栽培
技术，使地表温度和棚室温度大幅提升，
促进瓜苗生长。

村民岳振兴家春节一过就移栽瓜
苗，现在瓜蛋儿长到鹅蛋大小了，两口子
正在瓜棚里疏果选型，老岳说：“我家的
瓜4月初就能上市了。”

瓜农封勇胜提起甜瓜充满自信：“我已经种了 4年‘大
舌头’甜瓜，今年种了两亩地 4个棚，能产 2万斤左右，去掉
成本能剩10万元左右。别人追求的是数量，我追求的是质
量。我的‘大舌头’香瓜从上市卖到最后一个，一直是 6元
一斤，从没掉过价，供不应求。7月中下旬香瓜罢园后，还能
种植一茬茄子、西红柿、豆角、黄瓜等蔬菜，实现棚膜经济年
产两茬的高效栽培模式。”

据了解，南岗村棚膜经济作物总面积 25公顷，果蔬除
了内销，部分会销往白城、乌兰浩特，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
评。“镇赉甜瓜”自 2017年 6月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
来，在全国各地热销，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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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么彦鹏 报
道 辉南县杉松岗镇围绕
产业振兴，大力发展“一
村一品”，因地制宜培育
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
富、村集体增收。

据了解，该镇注重发
挥“土专家”“田秀才”等
能人带动效应，引导鼓励
创办合作经济组织，助力
产业发展。通过“政府主
导推动、合作社联合联
动、能人积极带动”模式，
促进形成“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格局。依托沉陷
棚户区平整的土地和清
收回的林地资源，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现已建成
特色种植村 5个，种植西
瓜、香瓜、沙棘、刺五加、
刺嫩芽、果树等，种植面
积达到 9200 亩。此外，
该镇还围绕打造特色牧
业小镇，积极发展畜禽养

殖。现已建成特色养殖
村 4个，养殖生猪、黄牛、
肉鸡、鸭等，养殖总量达
到 11 万头 (只)。其中，
猪、羊、鸭养殖总量在全
县排在前列。全镇发展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24家。

在抓好特色种植、养
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电
商产业。依托吉林省山
水门户农业发展公司，
整合全镇粘火勺、粘豆
包等土特产品资源，联
合 11 个村专业合作社，
全 力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电
商孵化基地，“杉松小
城”粘火勺品牌产品远
销北京、浙江等地。乡村
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村
集体增收，去年全镇 11
个村中，有 7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
上。

“一村一品”助推村强民富

本报讯刘刚 记者吴
连祥报道 通化县西江镇
以生态产业为主体，以贡
米产业为核心，其他环境
友好型产业为外延，构建
生态经济产业链，着力形
成“一个核心，两个循环，
三向融合”，全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前不久，该镇
被确定为 2020 年度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

主导产业持续壮大。
全镇稻米种植加工已经形
成完整产业链条，企业与
村民之间已经建立了土地
流转、订单种植、劳务补偿
等利益联结机制，标准化、
集约化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日臻完善。依托通化江达
米业、吉林省西江米业等
5 家企业，建成西江贡米
绿色有机循环生态农业示
范区，园区内发展认证绿
色水稻1.4万亩、有机水稻
0.87 万亩，推广稻田养鸭
0.44 万 亩 ，农 民 年 增 收

1500多万元。
加工产业特色鲜明。

在发展农业主导产业的同
时，该镇大力发展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以平欧大榛
子种植加工、中药材种植
和其他农副产品深加工业
为辅，从而构建特色鲜明
的生态循环经济产业链。
全镇共有中小企业 11户，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5 户，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商标 6
个、吉林省名牌产品 1个、
吉林省著名商标 1 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个。截至目前，全镇共种
植平地人参 4200余亩、种
植贝母等 2300多亩，道地
药材种植及加工产业粗具
规模。依托禾兴园食品有
限公司和果香平欧大榛子
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
大榛子产业，公司和合作
社实行利润分成，合作社
和榛农实行股份经营，合
作社负责苗

木资金的投入、技术指导
和榛果销售服务，带动 9
个村 400多农户种植大榛
子 4200亩，实现产值 2000
万余元。目前，全镇发展
标准化养殖小区 5 个，肉
牛年出栏 1500 余头、羊
5000只、各种禽类 10万余
只。

休闲观光产业厚积薄
发。该镇依托稻米产业优
势，稻田鸭蟹、观光栈道、
认养农业、乡村民宿、果蔬
采摘、沿江垂钓等旅游产
业粗具规模。通化县融达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西江月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了“稻
家里”餐饮民宿、2000 延
长米稻田观光栈道、“果家
体验园”集装箱民宿采摘
园等旅游景点。
结合旅游景

点及稻米季节特点，相继
举办了“环稻田公路越野
赛”“环西江公路自行车
赛”“万亩稻花香乡村旅游
周”“迎国庆，金秋开镰节”

“通化县稻米产业发展论
坛”等系列活动，共接待游
客5万余人次。

国家级生态镇、全国
绿色村庄、吉林省首批特
色小镇、稻米产业特色小
镇……一张张闪光的“名
片”，昭示出这个特色小镇
的亮眼风光。立足优良生
态，该镇将加快稻米产业
转型，强一产、优二产、活
三产，拓宽稻米产业从基
地到产品的综合开发渠
道，推动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

成功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西江镇特色富民产业兴旺发达

梅河口市李炉乡“炉香庄园”休闲农业综合体在当地首创葡

萄、李子等果树棚栽模式，发展田园采摘项目。图为该庄园负责

人正在观察葡萄苗长势。 记者 吴连祥/摄

遗失声明
双辽市农家菜馅饼王店，许

可证编号：JY22203820006750，
法人：蔡春亮，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蛟河市新站镇中心卫生院，

法人：梁洪峰，统一社会代码：
12220281412684728U，法 人 章
2021年4月13日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产权人刘焕珍的申请，

坐落于集安市果树村 332丘 168
幢 1层，丘（地）号为下套 332，结
构为土木，面积为38.23平方米，
原（产证号、预售登记证号、他相
权证、预售证）12449的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或者损毁），现声明作
废。自本公告公布之日一个月
后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集安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1年4月15日
遗失声明

杨 兴 志 身 份 证 号
371122198310056654丢失，声明
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
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李 伟 民 身 份 证 号

220323200109305114丢失，声明
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
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隋 立 娜 身 份 证 号

230902198710202127丢失，声明
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
任与本人无关。

声明
庞 茉 （ 身 份 证 号 ：

22082219****303428）购房收据
遗失，房屋坐落：北部新城 1苑
C-1-102，面积：93.57平方米，金
额：壹拾壹万伍仟伍佰陆拾陆元
整（￥115566.00），收 据 编 号 ：
4223874，交款日期：2018年 1月
11日，收款单位：梅河口市吉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部新城
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李雨生、关
凤英，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
街卓越家园 C2 号楼 4 单元 411
室，建筑面积：59.3 平方米，用
途 ：住 宅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吉
(2020) 辉 南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8865号。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屋
所有权证书作废。与此相关的
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
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
的，补发不动产权证书。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朱石成、贾

月环，坐落：辉南县杉松岗新民
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用途：
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字
第 2000677 号。由朱世江继承
该房屋，配偶贾月环一半继承权
赠与给朱世江。其他继承人自
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
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
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
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李瑞新、王

太平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
七委一组，建筑面积：70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辉朝字第
0043873号。由王金姝继承该房
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