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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惠 市 地 处
我省中北部、松辽

平 原 腹 地 ，幅 员
3322平方公里，辖16

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
处，总人口90万。德惠

市位于长春市、吉林市、
哈尔滨市之间，处在长东

北开放开发先导区、哈大经
济隆起带和哈长城市群的重

要节点位置。
德惠地处世界著名的黄金玉

米带，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
之一，有耕地 21.4 万公顷，粮食
单产居全国前列，粮食总产量
正常年景稳定在 40 亿斤；畜
牧业发达，肉鸡年出栏量居
全国县（市）前列；松花江、
饮马河、伊通河、沐石河、
雾开河贯穿全境，地表
水丰富；德惠市委、市
政府牢固树立工业强
市思想，积极推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大
力招商引资，强

化项目建设，打
造了德大、德翔、
佳龙、佰顺等一批
全国知名的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近年来，德惠市认真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
求，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
定不移地抓发展、抓改革、抓民
生、抓稳定、抓落实，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项事业迈
上了新台阶。先后获得“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市”“全国菜篮
子工程先进市”“中国肉鸡之
乡”“中国肉牛之乡”“中国
松花江大米之乡”“中国
优质小町米之乡”“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中国
食品名城”“全国食
品安全示范县”“省
级文明城市”等荣
誉称号。

双辽市位于我省西部，地处
吉林、内蒙古、辽宁三省交界
处，素以“鸡鸣闻三省”著称。
近年来，双辽市立足自身资源
优势，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
民兴农”的总体要求，做大做强
特色效益农业，如今“双辽花
生”、畜禽养殖等项目都走出了
致富新路。

“小花生”承载“大产业”
由于降雨量偏少，沙性土壤

面积大，多年来以玉米为主要作
物的常规农业受到极大制约。
双辽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因地
制宜，扬长避短，自1997年起引
种花生，从不足2000亩，到目前
25.8 万亩，产值 3.87 亿元，优势
产业强起来了，农民腰包鼓起来
了，一方“旱地”终变“良田”。

双辽市区位优势明显，陆路
交通和运输十分发达；自然条件
适宜，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
利于花生的物质积累；加之种植
技术成熟，已探索出花生从种到
收全程使用机械化集成技术，双
辽花生研究所的成立更为花生
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近年来，为打造产业隆起
高地，引领特色农业向高阶迈
进，双辽市实现了农田环境标准
化，严格按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
操作规程，实现了产品质量标准
化；积极打造“双辽花生”品牌，
拥有“双英”“科富”等自主选育
品种4个；拥有“嘉仁”“郑家屯”

“科富”等“吉林省著名商标”3
个；拥有“二品一标”认证产品4

个，其中双英种业有限公司申报
的“双英”花生获得绿色食品标
志，吉林省天元润土农业有限公
司申报的“郑家屯”红花生、黑花
生获得有机农产品标志，双辽市
科富花生经济合作协会申报的

“双辽花生”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授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双
辽市红旗街被评为吉林省“花生
之乡”。

提到“花生之乡”，就不得
不说起双英花生合作社。该社
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基地+农户”模式，全力打造
花生联合体。其选育的“双英 2
号”通过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
高产技术措施，公顷产量超过
1.5 万斤，创东北小花生高产纪
录。双英花生合作社不仅在新
品种新技术上引领产业发展，
还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助力脱
贫攻坚，带动农民增收，通过土
地流转、分红、季节性用工等方
式，让农民腰包真正鼓起来，脱
贫奔小康。2021 年双英花生合
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接
下来，双英花生合作社要在花
生全产业链上下功夫，在双辽
市委、市政府及市农业农村局、
红旗街的支持下，将“建设特色
花生产业园区+花生出口基地+
花生万亩良种繁育基地和精深
加工（花生油、花生芽、吊卤花
生）+仓储物流+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创新模式，把花生产业推
向新高度，把双辽的花生打造成
特色的、优质的国内、国际最有
影响力的花生品牌。

“牛羊满圈”促振兴
作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

集散地，双辽拥有辽阔的草原及
秸秆资源，以发展生猪及草食牲
畜为主。截至 6 月末，全市猪、
牛、羊、禽分别发展到63.9万头、
15.91 万头、72.9 万只、604.4 万
只。规模化养殖场达到179家，
养殖合作社达到198家、家庭农
场达到 52 家，屠宰加工企业 4
家。

项目建设有序开展。双辽
市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速度。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双山200万只肉鸡养殖项目
等6个在建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
展。同时春防免疫工作也在扎
实开展，以确保畜牧业健康发
展。

肉牛产业稳步推进。为促
进特色肉牛产业的发展，双辽市
结合发展实际，实施多项促进措
施带动肉牛养殖场（户）的养殖
积极性。为全市各乡镇街40个
牛输精站点发放肉牛补贴冻精
1.5 万剂。开展畜禽繁殖改良，
解决畜禽繁殖技术难题。积极
开展宣传发动、培训指导等工
作，助力全市畜禽养殖主体畜禽
养殖档案建立工作。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发
展，双辽市将立足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明晰主导产业、做强做大
做优农业主导产业，持续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高
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双辽：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 牛庆国 徐宝慧 边景惠

德惠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德惠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 张玉清张玉清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侯亚范，

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农街
七委一组，建筑面积：38平方
米，用途：商业。房权证辉朝
字第 0022163号，由子女史晓
红 继 承 。 其 他 子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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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亚范，

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街(御
翠园B1号楼 1单元 502室),建
筑面积：91.90 平方米，用途：
住宅。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GF-2000-0171 号，由子女史
晓红继承。其他子女自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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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军、

王秀英，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兴工街八委六组，建筑面积：
56.23平方米，用途：住宅。工
房权证辉朝字第 0007026号，
由子女刘明辉继承。其他子
女自愿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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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祥，

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
街，建筑面积：29.17 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
证杉城字第 2001176号，由母
亲刘桂英继承。其他子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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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宋存刚、

滕丽红，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工农街五委七组。建筑面积：
58.84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
权证辉朝字第0041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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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靖宇县第一中学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宇
县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2462000032005， 账 号 ：
921001040006755）丢失，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周津纬残疾证遗失，证号：

22028220080528441141B1 ，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孙志有残疾证遗失，证

号 ：22022519600825111972 ，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