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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种
植蔬菜 1173亩，新增肉牛养殖 112
头，新增品牌散养鸡1.8万只，镇村
两级“双百，双二百”工程已完成全
部栽种任务，完成市场主体注册
320个……黑山头镇围绕梅河口市
全域产业布局，确立“产业+园区+
示范区+一村一品”新模式，产业项
目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黑山头镇具有果蔬产业发展
基础，早在 2013 年就建起了占地
330亩的团结生态园，经过多年发
展，温室大棚发展到 98栋，技术不
断更新，产品不断升级，目前，园区
已发展成为辐射全市的种苗输出
基地、观光采摘休闲基地、互联网+
农业示范基地。

今年，镇里充分发挥园区的示
范带动功能，把发展棚膜经济作为
种植结构调整，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的突破口，通过引进乡贤，合作发
展大樱桃种植项目。目前，已有 7
家大樱桃种植户落户园区，大樱桃
大棚发展到32栋。

在上级部门的鼓励和扶持下，
团结村香瓜大棚经营者吕春和扩
大了种植规模，增加了十几栋大

棚，种瓜虽然辛苦，但想到能增
加 收 益 ，他 身 上 就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当地特色产业“宝山地瓜”闻
名四方，深受消费者欢迎。为了发
展壮大这一产业，镇里依托宝山村
特有的土壤条件，按照“品种调新、
布局调优、效益调高”的原则，走小
群体、大规模的专业化发展路子，
力争将“宝山地瓜”打造成支柱产
业，辐射带动农民增收。现在，地

瓜苗育植已完成。
今年，镇里把发展“溜达鸡”作

为特色产业进行打造。镇村干部
广泛宣传发展散养鸡基地相关政
策，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采取“政府
扶持+集体领办+农户养殖”的模
式，成立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促
进集体经济壮大。为保障村容村
貌整洁，镇里投入7万元，在各家院
子里统一规划位置和统一围挡，为
养鸡户统一制作了鸡舍。

黑山头镇产业项目建设齐头并进

本报讯李颖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牛心顶镇紧密结合镇域实际，
多措并举调优结构，发展优质高效
种植业、养殖业，着力打造“一村一
特色、一镇一支柱”龙型经济带。

牛心顶镇瞄准“农业产业突破
年”工作目标，群策群力谋划产业
项目。先后召开部署会、调度会、
推进会 40 余次，研究论证产业项
目、听取进度汇报，明确目标任
务。镇领导班子分片包保，各村党

支部书记具体落实，包村干部担任
联络员，进行协调指导，形成全镇
一盘棋、上下同发力的工作局面。
抽调项目、农科、畜牧等专业人员
组成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为各村
产业发展提供政策解答、技术指
导，为农户办理各类证照及相关
手续。

因村制宜，确定产业发展目
标。在六合、大沙河等18个村建立
蔬菜产业基地，种植土豆、茄子等

6000 亩；调
动农户积极
性，全年养
殖 肉 牛
6000 头，将
陈家村打造
成“牛村”；
在双泉、兴
隆堡等 6 个
村打造笨鸡
养 殖 示 范
带，计划养
殖笨鸡 6 万
只；发展生
猪养殖，年

末实现生猪出栏6000头；新建日光
大棚 18栋、27亩，发展壮大葡萄采
摘园和草莓采摘园；培育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 700个，打造
庭院经济示范户700个。

自兴村充分开发土地资源，盘
活撂荒地块，在原有 810亩李子园
的基础上，新栽植优质李子树 200
亩，打造集石仁、吉丰、吉胜、晚黄、
牙变等5个品种于一体的千亩李子
园。同时，改造升级鸿运农场扩建
垂钓塘、增加餐饮、住宿面积，修整
4.33公里水泥路方便游客采摘，沿
途建设 1公里花海景观带，建设集
休闲、赏花、垂钓、采摘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精品路线。

镇里安排精干力量，为农民发
展产业项目提供服务。目前，千亩
黄牛现代化养殖场的环评和土地
流转工作已经完成，邮储银行正在
为 325户养牛大户办理贴息贷款。
完成市场主体培育 236个，其中家
庭农场 220个。签订 180亩茄子订
单合同。农技指导员进村入户开
展技术指导，为产业项目建设提供
优质到位的服务。

牛心顶镇种植养殖“双龙”腾飞

本报讯 孙达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兴华镇认真
贯彻落实全市农业产业突破年“双万双千双百
双十”工作部署，紧密结合镇域实际，精细谋划
打造“项目富民工程”，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加
快农民增收致富进程。

兴华镇拥有“黄金糯玉米”、松辽黑猪黄牛
养殖等优质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上项目兴
产业的范例。地产黄金糯玉米嫩、香、甜、黏，深
受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客户青睐。为了进一步
发展壮大这些特色产业，镇里认真落实扶持政
策。目前，投资400万元的大架山粘玉米项目已
完成 120 万元的设备采购，新增流转土地 500
亩，达到 650亩，年产 230万棒，增加收入 400万
元；支持大架山生态黑猪场投资 450万元，引进
新一批种猪。与北京市某大型连锁超市初步达
成订单销售意向，采取合作社+原养殖大户的方
式，扩大到年出栏5000头，预计3年内年出栏量
翻一番。

启动“鸡窝变金窝”行动，继续做大“牛经
济”。充分调动全镇农户积极性，扶持农户散养
笨鸡3.65万只，引进乌鸡、五黑一绿等品牌蛋鸡
6750只，户均增收 1000元。全镇现有黄牛 1750
头，绝大多数为能繁母牛。制定出台优惠政策，
扶持各行政村成立养牛合作社，镇成立养牛合
作联社，引入邮政银行、人保财险和白城和合牧
业集团，采取合作社领养的方式，今年再发展
2500头能繁育母牛，年底存栏超过5300头，户均
增收5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0万元。

发展蔬菜产业，培育经营主体。全镇 12个
村精选 12 个自然屯 453 户作为庭院经济示范
户。利用地膜和育秧棚发展韭菜、黄瓜等错季蔬
菜230亩。落实土豆1700亩、白菜1150亩、豆角
800亩、萝卜800亩、黄瓜600亩。镇政府为每个
村下拨1万元资金，用于各村统一建设地窖和储
菜的人工费，由镇经营公司统筹，各村合作社统
一收购储存，组织销售，户均增收 1000元，村集
体增收2万元。利用土豆资源，镇里计划建设一

座粉房，发展传统粉条产业；支持有潜力的经营者注册个体工商
户、家庭农场，向政数局申报经营主体 342户，已审批通过 155
户，完成任务数46%，预计四月末全部完成。

培育一村一品，壮大集体经济。今年将打造黄牛村 5个、松
辽黑猪村 1个、品牌蛋鸡村 1个、水果村 2个、农机村 3个。全镇
12个村各建立一支村集体领办的农机合作社，镇政府建立联社，
结合组织部壮大集体经济专项资金和皓月万头肉牛工程，购置
收割、打包机械，并按照皓月饲料标准进行青贮、黄贮或柔丝料
的供应，预计收入 582万元，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20万元，
还破解了秸秆焚烧难题。与四平市一家专业合作社成功对接，
计划合作发展棚膜园区，助力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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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邢昌玉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发展农村产业、建设农业项目、
壮大农村经济，让农民收入在一到
两年内有较大提升。”秉持这一理
念，梅河口市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
主体培育重点任务，动员干部群众
认真抓好种植业、养殖业、庭院经
济、乡村旅游、农民进城和龙头企
业培育工作，启动实施了“双万双
千双百”工程，推动全市农业经济
和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双万”即发展 1 万个家庭农
场、1 万户庭院经济示范区，“双
千”，即建设 1000亩冷棚和 1000亩

暖棚，“双百”即养殖 100 万头品
牌猪、100 万只品牌笨鸡，“双十”
即种植 10 万亩蔬菜、养殖 10 万
头牛。

为了确保实现“双万双千双百”
工程建设目标，先后召开市委农村
工作会议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
民收入、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动员
会议，进行部署落实。根据乡镇产
业特点和部门优势，重新调整市级
领导和部门联系包保乡村振兴工
作机制。制定出台《关于培育发展
农村市场主体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的实施意见》《关于全市农业产业

项目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和《梅
河口市选派村第一书记和对接农
户干部实施方案》。

配强包保力量，明确肩负职
责。采取市级领导、市直部门、国
有企事业、驻梅单位“一把手”担
任，从乡镇（街道）班子成员、优秀
站办所长和乡贤能人中选拔等方
式，为全市 303个村配齐配强了第
一书记。同时，以股级干部为主
体，在全市范围内选派1000名机关
干部，下乡对接1727户有产业发展
意愿的农户。村第一书记负责指
导村党支部落实乡村振兴重点任

务和党的建设工作，主要承担建强
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
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四项职
责”。对接农户干部负责帮助农
户谋划产业项目，创立合作社或
家庭农场，引领农户向市场主体
转变。

4 月上旬，全市 102 个包保部
门、303个村第一书记、1000名对接
农户干部已经全部完成对接。在
工作中，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紧盯

“双万双千双百双十”目标，积极谋
划和落实在每个乡镇打造一个
5000 亩蔬菜种植基地，建设一批

“牛屯”“牛村”。在每个村领办创
办 1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导农
民创办 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
20个以上家庭农场和 14户以上种
植、养殖专业户，发展 3000只品牌
笨鸡养殖等目标任务。经过各级
干部的不懈努力，各项目标和任务
迅速落实到镇、村、户、人，并形成
了完成目标的方案。为了推动
农产品销售，市委、市政府为农
产品销售搭建平台，即将建设农
产品一条街、农产品大集市场，
为农村群众销售农特产品创造便
利。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梅河口市把2022年确定为“农业产业突破年”，举全市之力，聚干群之智，推动农业

经济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让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梅河口擂响“双万双千双百”工程战鼓

牛心顶镇千亩李子园花开似锦

黑山头镇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为主导的棚膜经济

兴华镇做大做强“黄金糯玉米”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