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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洮南大地，到处都
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聚
宝乡金蟾村昌玲家庭农场肉
牛养殖合作社里，一头头健硕
的肉牛懒洋洋地吃着草料，

“牛倌”肖玉昌正忙得不亦乐
乎——提桶倒水、清理牛舍、
添加草料……

“我今年计划将养牛数量
突破 100头，同时扩大养殖场
面积和合作社规模，提高老百
姓参与养牛的热情，实现产、
销一条龙配套服务，增加抵御
风险的能力。”肖玉昌说。占
地 0.65 万平方米的金蟾村昌
玲养殖合作社，现有待产犊牛
40头，总产值70多万元。

近年来，洮南市紧紧抓住
我省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建设工程有利契机，围
绕市十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一
年规划、三年赋能、五年翻身、
十年振兴”的“1351”发展目
标，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调结

构、稳增长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成立
了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
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
的肉牛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入村企、搞调研、摸情况、
解难题、定目标、促落实，打出
了一套发展肉牛产业的“组合
拳”。

洮南市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 ，规 划 了 253 块 、总 面 积
3405.9公顷的肉牛养殖用地，
用于破解肉牛产业发展后续
用地难题；通过“政策+商业”
保险双兜底方式解决养殖户
后顾之忧，养殖户每头牛只需
投入 300 元保费，即可获取 2
万元保额，用金融的有力杠
杆，撬动全市肉牛产业跨越发
展；整合行业内技术专家，组
建肉牛产业发展技术服务团
队，下设牛场规划设计指导、
科学养殖技术培训、繁育改良
技术指导等 7个小组，及时对

接养牛场户，全力破解饲养、
繁育等环节遇到的技术难题，
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服务支撑。截至目前，
洮南市肉牛总量已达 6.6 万
头，同比增长67.67%。

为不断推动肉牛养殖向
大健康产业靠拢，向组织化养
殖、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
和社会服务化方向发展，洮南
市对内成立国有洮南东北牧
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入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7000万元，实施母
牛放养项目，遴选放养户 354
户，可放养母牛 6366头，撬动
银企资金 1.35 亿元注入肉牛
产业；对外引入中农吉牧公
司，实施10万头肉牛产业园建
设项目，大力推行“藏牛于户、
企业育肥”养殖方式，将“小规
模、大群体”的庭院化散养与
园区规模化养殖有机结合，形
成富民与兴业齐头并进、相互
促进的良好格局。依托省级

农牧民奖补政策，新建存栏规
模100头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 12 个，发放奖补资金
360万元。依托国家粮改饲项
目，收储青贮饲料 3.69万吨，
优质苜蓿0.14万吨，其他牧草
1.22 万吨，发放补助资金 154
万元，有效促进了全市标准化
规模养殖水平和秸秆饲料化
水平的双跃升。

念 牛 经 、兴 牛 业 、发 牛
财。当前，洮南市正举全市之
力，宣传肉牛养殖政策知识，
把肉牛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
新支点，不断加强技术指导，
促进产销对接，加快三产融
合，形成“一业带多元”的发展
模式，促进肉牛产业链延伸、
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
肉牛养殖成为全市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有力“抓手”，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棋”，让
更多的群众通过发展“牛”产
业，过上“牛”日子。

洮南：发展“牛”产业 过上“牛”日子
□郑丹 张阔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郭蕊 报道 吉林汇森农业有限
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位于松原市前郭
县乌兰图嘎镇董家村前林屯，有两个厂
区，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5300平方米，苜蓿草、燕麦草种植基地713
公顷，天然养草种植基地 800公顷。拥有
完整的玉米秸秆生产线一条，打包机3台、
拖拉机 4台。公司经营饲料牧草种植销
售、林木育种和育苗销售、农业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服务等。销售范围主要面对东
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

牧草的种植时间一般为 3月下旬至 4
月，所以在选购合适的种子之后，要对种
子进行催芽，以保障其后续的发芽和生
长。公司选择种植的苜蓿草是多年生开
花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为牧草，耐干
旱，产量高而质优，又能改良土壤，并且多
年生牧草各季播种均可，效益更好。苜蓿
草是国内大量选用的牧草种类，苜蓿是苜
蓿属植物的统称，苜蓿的种类非常多，营
养价值非常高，被称为“牧草之王”，市场

需求旺盛；燕麦草为饲料及观赏
植物，因其味略苦、适口性差、植
株高大、茎细、叶量较多、宜于别
割后调制干草。燕麦草中含粗
蛋白质中等，无氮浸出物丰富，
粗纤维含量中等；天然羊草是一
种典型的根茎禾草，营养繁殖力
强、抗逆、抗干旱、适口性好，具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饲用价值和经济
价值。

汇森农业有限公司稳定供
应渠道，提升企业能力，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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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桐 报道 吉林
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坐落在
松辽平原腹地、美丽的吉林省
公主岭市。经过 26年的不断
拼搏，公司现已发展成为拥有
吉林省八达农药、吉林省瑞野
农药、吉林吉享科技、辽宁海
佳农药四大制药公司；同时在
长春市、合肥市、郑州市、西安
市、成都市等地设有运营分公
司及办事处。公司在职员工
近 500 人，产品涉及农药原
药、复配制剂、种子、种衣剂及
药肥等跨地域、多元化经营的
民营经济实体。

疫情期间，公司保障员工
生活不受影响，董事长孙永吉
介绍，公司发展到今天，是各
部门同心协力的结果，“八达”

是一个暖心的大家庭。公司
现有证件资源 160多个，品规
产品 500 多个，拥有一支近
200人的年轻化、重服务和懂
技术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全
国31个省市自治区、400多个
市县。

“服务至上，诚信立业，厚
积薄发，百年亨达”是八达人
秉承的信念与使命。公司持
续推出具有市场前瞻性的产
品研发项目以及符合市场需
求、解决市场难题的高端产
品，不断推动“亨达”品牌前
进的步伐。目前拥有产品

“福气稻药肥”“护花先锋”“玉
将军”“玉米矮化增产套餐”
等。

目前公司有序复工
复产，已恢复原有的生
产节奏，全体八达人以
诚 实 的 态 度 做 好 每 件
事，公司所处的行业与
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社会
使命，致力为种植者解
决生产难题、降低生产
成本、提供优质良种。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服务至上 诚信立业

本报讯 郭蕊 报道 农产品初加工业
具有投资少、周期短、效益好的特点,是很
多乡镇创业首选。吉林省涌莲农产品初
加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农产品初加工服
务、蔬菜种植、蔬菜加工、水果及坚果加工
为经营范围的专业公司。

吉林省涌莲农产品初加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年，坐落于公主岭市环岭乡
迎新村，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500平方米，办公面积 400平方米，安排
就业人数 20余人，计划全面运营后将安
排就业 50 余人。据公司负责人刘总介
绍：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引进先进生产
线，发展为六个生产车间及一个存储库，
腌制大缸酸菜。注册自主商标“涌莲”，生
产大批量酸菜、芥菜丝、萝卜条、辣白菜、
卜留克等广受百姓喜爱的优质产品。

刘总表示：为了更好地发展公司业
务，现诚招合作伙伴、场地入股，汇聚更多
力量，创造更大财富，合作共赢。为确保
产品食材来源稳定、安全，公司打造 300
公顷蔬菜种植直供基地，可提供芥菜疙
瘩、瞥了、胡萝卜，根茎类、疙瘩类、叶类
各种蔬菜，还有种植菌类基地，源头可
控，保证品质。

吉林省涌莲农产品
初加工有限公司坚持诚
信经营，赢得了市场的
认可。刘总表示将应用
更好的技术在农产品初
加工中，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产品品质与风味，
保证营养与卫生安全，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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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大安市月亮泡
镇先进村香瓜即将迎来
成熟季，数日后陆续“抢
鲜”上市。一个个圆滚滚
的香瓜惹人垂爱，瓜农的
脸上也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走进香瓜种植户贾
义的温室大棚，浓郁的瓜
香扑鼻而来，翠绿的枝叶
间挂满了圆滚滚的香瓜，
色泽光亮，外形饱满，让
人垂涎欲滴。贾义正在
忙着给香瓜掐尖儿、打底
叶等“护瓜”工作，整个温
室大棚内呈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我们今年种这个品
种叫碧香，三月初就定植
了，现在看这长势估计再
有半个月就能上市了。”
香瓜种植户贾义说。

香瓜经济效益较高，
市场需求量大，这几年，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农
户的喜爱。从今年 3 月
初开始，贾义便早早地组
织工人移栽瓜苗，按照科
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式，
坚持绿色有机种植，适时做好管理工作，确保
丰产增收。

近几年，月亮泡镇大力发展棚膜经济，在
西红柿等常规蔬菜种植外，积极开拓水果市
场，引导农户种植西甜瓜等特色经济作物，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镇在积极推动棚膜经济发展的同时，
为推动香瓜市场走出本地，积极与本地电商沟
通合作，共同开拓香瓜网上市场。”副镇长肖仁
海说。 （闫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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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吉林大地，生机勃勃。走进
梨树县铁华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20栋大棚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
外壮观，犹如一片“蓝色海洋”。

梨树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抢抓乡
村振兴战略机遇，立足产业做文章，成立
党支部领办的梨树县铁华果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
合村情、顺民心、增民益的发
展新路。

合作社成立于 2020 年 1
月，共投资 170万元建有 20栋
塑料大棚，栽植藤稔葡萄1.2万
株。2021 年产葡萄 4 万斤，收

入24万余元。
“所有大棚全部施用绿色有机肥，以

此提高藤稔葡萄的品质。我们的葡萄产
量高、品质好，一到采摘季节，就有很多
人慕名而来，深受消费者喜爱。同时，也
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加他们的收
入。”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党支部副书记

刘营看着棚内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高兴
地说。

为体现“强村富民”的原则，让老百
姓获得更多的收益，合作社还流转土地
80余公顷，种植玉米、大豆等。“经村党
支部研究、合作社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只
要不是歉收年，合作社每年都会为村民
进行二次分红，增加村民收入。”十家堡
镇铁岭窝堡村驻村第一书记温占明介
绍。

下一步，铁岭窝堡村将充分发挥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扩大规模，规范
管理合作社，全力壮大集体经济，让群众
的腰包鼓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小葡萄”解锁富民“新密码”
□王伟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集安市钱币收藏协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2205823079021801）拟 办 理

注销登记，由于疫情管控无法

召开会员大会，理事会启动注

销清算程序。请相关债权人在

本公告发布后 30日内，持证明

材料到本单位申报债权，处理

有关事务，逾期不办理的按相

关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626526669
地址：集安市环宇东区2号

楼

集安市钱币收藏协会

2022年4月16日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龙诚商贸有限公

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

失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581MA0Y652H60 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王彦龙，经营场

所：吉林省梅河口市华阳雅居

七 幢 33 号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225000044675，发证日期：

2016 年 10 月 14 日，有效期至

2021年10月13日，声明作废。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八家岗村

八组于福才的房屋所有权证，

产权证号 5209，面积：72 平方

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

之日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

补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贾兴桥、王

丽荣，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

街四委六组，建筑面积：60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辉房

权证朝字第 0041760号。由子

女贾刚继承该房屋，配偶王丽

荣一半继承权赠与给子女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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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有、赵

丽梅，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

街五委三组，建筑面积：60.71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屋产权

编号：吉房权辉朝字第 10439
号，由配偶赵丽梅继承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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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洪景发、高

凤香，坐落：辉南县朝阳镇西郊

村夏家街，建筑面积：50.39 平

方米；用途：住宅，房屋产权编

号：房权证辉城字第 0019867
号，土地证号：辉集用(99)字第

050520058 号。由配偶赵丽梅

及子女洪雪、洪荧三人继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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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