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清晨便下起绵绵
细雨，呼吸着农博园里的清新
空气，记者走进第二十届长春
农博会。

在科普大集展厅，几株盆
栽桃树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
的主人叫邓志明，来自吉林市
丰满区小白山乡阿什三队，今
年 63 岁。利用阳光温室栽种
锦锈黄桃 15 年，凭着一股韧
劲，不断摸索和实验，规模从
2006年的280多棵发展到今天
的 2000 多棵。这些亮眼的黄
桃，凝聚了他的汗水、心血和无
数个不眠之夜。

邓志明从小就喜欢种果
树，李子、苹果、葡萄等果树是
扎根在他记忆深处甜美的“乡
愁”。2006年，经朋友介绍，他
结识了“锦绣黄桃”。这个品
种的桃，口感特别好，有“桃中
之王”的美誉。于是他到处打
听，终于在舒兰找到锦绣黄
桃，便拿出积蓄买回280多棵，
栽到 300 多平方米的阳光温
室。

“喜欢的东西就得细心，一

棵保一棵，95%的成活率，基本
都成活啦！”讲起第一年种黄桃
时的情景，邓志明依然很激动，

“在剪枝方面，桃类与之前栽过
的苹果、李子不一样，比如除强
留弱，一年留多少果，当时都不
知道，导致第二年桃树只开花
不坐果。”失败并没有吓倒邓志
明。他一边看书一边“取经”。
听说老家山东那边种黄桃的比
较多，于是便通过家人和朋友，
发视频、打电话、看资料，一点
一滴积累种桃的技能。

第三年，虽然黄桃结得像
苹果那么大，但却不甜，原来是
果子留多了。“到了第四个年
头，终于成功了，果子个头大，
口感也好啦！”看到邓志明的桃
子“火”了，当地有的农民也想
种这个黄桃，他便倾囊相助，让
他们少走弯路。如今，带动了
当地五六户人家发展种桃产
业，走上了致富路。

探索无止境。2014 年，当
邓志明察觉温室桃树种植密度
有点大时，便采用美织袋种植
方式，将70棵已种了三年的锦

绣黄桃移出。结果发现，这些
桃树在袋内长得很好，而且通
过限制根系生长，口感比温室
大地的更好、更甜。冬天，外面
寒冷，邓志明就用车把这些盆
栽黄桃推进温室树空儿下，夏
天再移出去，这样既节省空间，
还能控制土壤水分。现在，用
美织袋栽种的锦绣黄桃已有
300多棵，树干大约10公分，高
度能达到2－2.2米，一棵桃树
能结五六十个果。目前，邓志
明的黄桃树总产量能达到 2.5
万斤左右。

渐入佳境，柳暗花明又一
村。邓志明告诉记者：“这种锦
绣黄桃，很适合在东北冷棚栽
培。它的生长对温度要求不
高，最高温度不超过 35－36
度，最低温度在零下 30 度以
上。桃树虫害少，只要温室冬
春不透风就行。”

“这周末，桃园就要开园采
摘了，欢迎品尝！”采访即将结
束，邓志明发出诚挚的邀请。
记者虽未走进桃园，却已闻到
桃香……

“邓家桃园”藏锦绣
□ 本报记者 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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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亮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德
惠小町米、达利食品、德翔粮鸡、布海瓜
菜……今年德惠市共有 32 家企业参加
第二十届长春农博会，展出产品达 248
个种类，全面展示“中国食品名城”的风
采。

德惠市高度重视农博会参展工作，
充分发挥农博会的品牌推介优势，尽最
大努力把该市特色产品展示出来，把该
市优势产品推介、宣传出去，展示德惠风
采，助力乡村振兴。各参展企业充分抓
住农博会宣传展示、示范引领、交易服
务、经贸交流的带动作用，展示绿色农产
品的丰硕成果。

在展位设计上，德惠市紧紧围绕“发
展智慧农业、引领产业发展、增强交易功
能、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主题，以中国食
品名城为主线，空间布局充分利用，设计

风格古朴、简约，充分展示出食品名城的
文化底蕴。

在品牌打造上，德惠市以龙头为引
领，以绿色为依托，以产品为基础，充分
发挥“名特优新”产品特色，全力推介德
惠粮鸡、德惠小町等系列产品，积极打造
德惠区域公共品牌。

在企业的宣传和产品展示上今年同
样有所创新，按照“线上线下”同步运行
的理念，佰顺米业、佰轩酒业、钱林塘米
业等5家企业参加了网上农博会，入驻
云商城，开展线上招商、线上采购、线上
销售。参展企业还设计了网红直播间，
利用“网红”及“网红经济”推动农产品线
上线下交易，增加企业及客商关注度，扩
大展会影响力。展会开幕以来，德惠市
展出的产品备受参观者青睐，前来咨询、
洽谈的客商不断。

德惠248种产品亮相农博会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进一步
提升长春市农业招商引资水平，加强农业
项目及名优农产品的推介力度，助力乡村
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9月7日，“2021年
长春市农业招商引资及名优农产品推介
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

长春市首先着重介绍了长春农业资
源优势、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可喜
成果。长春是闻名中外的汽车城、森林
城、电影城、雕塑城和科教文化名城。长
春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土质肥沃，
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条件、发展资源
和发展基础得天独厚，是全国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吉林省粮食的核心产区，全国十
大产粮县中，排名前三位的榆树、农安、公
主岭都在长春，粮食产量常年保持在240
亿斤阶段性水平，粮食商品量、调出量和
人均占有量，保持全国领先，素有“中国粮
仓”的美誉。长春市畜牧业发达，被誉为

“中国肉库”，肉类总产量、肉类人均占有
量排名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畜牧经济总
量将近全省的一半。

多年来，长春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始终坚持在农产品加工业方面谋篇
布局，不断探索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路
径，积极培育了健康食品、玉米化工、优质
大米、特色农业、饲料加工、肉牛、生猪、肉
鸡、梅花鹿、农畜副产品深加工等“十大”
优势产业，拥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335户，
其中，国家级18户、省级144户、市级173
户。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代表的新
产业新业态保持快速发展之势，目前，全
市拥有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7个，市级以
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星级企
业）112户，2020年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接待人数踏上1000万人次台阶，成为拉
动长春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签约仪式上，公主岭市政府与吉林
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榆树
市政府与吉林省久源公铁联运物流有限
公司、农安县政府与长春新牧科技有限公
司、九台区政府与河南牧翔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吉林德翔牧业有限公司与新希望六
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晟华农业科技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云上蔚蓝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等12个项目签约，意向签约金额
8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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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记者在第20届长春农博会
上了解到，2021年作为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我省农业品牌
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显
著成效。

品牌体系基本形成。自
全省开展农业品牌建设工作
以来，省农村农业厅统筹全省
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结合各
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重点培
育了舒兰大米、九台贡米、抚
松人参、汪清黑木耳、洮南绿
豆、集安人参、通化蓝莓、查干
湖淡水有机鱼、龙井延边黄
牛、双阳梅花鹿等79个市级以
上区域公用品牌；东福米业、
松粮集团、公主岭农嫂、长春
皓月、吉林华正、精气神等188
个企业品牌；集安人参、“社稷
尚品”大米、“德乐圆”鲜食糯
玉米、黄松甸黑木耳、“乾方谷
粒”弱碱小米、扶余四粒红花
生、查干湖黄小米、皓月牛肉
等 267 个产品品牌。“吉字号”
品牌农产品不仅在东北地区，

乃至东北亚成为热销产品，在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
享有很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
誉度。

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
“梅河大米、榆树大米、双阳梅
花鹿”等4个区域公用品牌，被
中国农交会授予“中国百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吉
林农嫂”鲜食玉米、“德乐圆”
鲜食玉米、扶余四粒红花生、
查干湖黄小米等 25 个农产品
品牌获得中国农交会金奖产
品称号。抚松人参、汪清黑木
耳、舒兰大米、九台贡米、榆树
大米等 11 个区域公用品牌入
选全国300个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名录。省内 48 家农业企业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592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品牌录入中国农业品
牌公共服务平台。

品牌质量日益提高。全
省有效使用“两品一标”产品
数量 1382 个，其中：有机农产
品 160 个，绿色食品 1198 个，

农产品地理标志 24 个。良好
农业规范（GAP）基地认证 2
个，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23个、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23个。

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吉
林大米”入选2016年G20峰会
和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指定
用米；“长白山人参”以190.48
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2017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全国百强品牌”榜首，“双阳梅
花鹿”以 46.79 亿元品牌价值
位列第23名；“长白山人参”获
泰国曼谷亚洲国际农业博览
会“2018亚太知名特产”“2018
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
2019 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神农奖”、“2019 中华品牌商
标博览会金奖”、中国农业品
牌“十佳品牌案例奖”及“品牌
声誉十强”等殊荣，注册获得
马德里联盟82个缔约国及10
个特定国家和地区国际商标
保护。

品 牌 带 动 作 用 效 果 明

显。人参、木耳、梅花鹿等品
牌产品已成为优势区所在县
乡主导产业，有效拉动了地方
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产业振
兴。全省人参产业综合产值
约 570 亿元，成为了东部山区
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汪清
县天桥岭黑木耳大市场年销
售1.5万吨，交易额16亿元，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
有效途径。双阳梅花鹿全产
业链年产值达60亿元，占双阳
区经济总量的21.7%。通过农
业品牌培育，有效推动产地市
场建设。全省规模以上农产
品批发市场 41 家，其中 21 家
被农业农村部批准为定点批
发市场，年均交易额24亿元左
右。抚松万良国家级长白山
人参市场，年交易水参量 6 万
吨左右，人参干品交易量约为
1.3 万吨，交易额达到 170 多
亿元，占全国人参交易量的
80%，已成为全国人参价格形
成中心和最大人参产品集散
中心。

我省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本届农博会农业科技示

范区备受关注，在吉林省农科

院高新技术成果示范区，玉

米、高粱、油莎豆等作物长势

喜人，这是我省黑土地保护成

果的直接体现。图为参展的

新品种高粱，吸引众多种植户

驻足。 记者 郭小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