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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丰
县横道河镇三

好 村 鑫 丰 养 殖
合 作 社 养 鹿 基
地，只见一排排
鹿舍整齐划一，一头头灵动可爱的
梅花鹿或悠闲地吃着“营养餐”，或
尽情地撒欢儿，在给人以灵动之美
的同时，传递着鹿业兴旺的好消息。

依托“中国梅花鹿之乡”的独特
资源优势，东丰县多措并举发展梅
花鹿产业，形成了东丰独有的特色，
鹿产品享誉神州大地，在国际上也
声誉鹊起。面对绝无仅有的发展良
机 ，三 好 村 党 支 部 、村 委 会 借 势 而
为 ，发 起 成 立 了 鑫 丰 养 殖 合 作 社 ，
2020 年 4 月，利用省级 50 万元扶持
资金，先期建设梅花鹿养殖基地。

同时，发动村民、党员致富能手

入社，其中村集体占股 90%，农户占
股 10%。通过吸纳村民入股，不仅
能够增加村集体收入，同时也让入
社农户摇身一变成了股东。经过两
年 的 发 展 ，合 作 社 不 断 壮 大 ，梅 花
鹿存栏已达到 70 头。

梅花鹿成为“致富鹿”，托起了
群众的致富梦。合作社在不断发展
的同时，还盘活了资源，为周边村民
就业增收打开了突破口。鑫丰养殖
合作社成立后，六组农民陈喜军投
入 2000 元入股，他在农闲时到合作
社打工，不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到
年底还能得到入股分红。享受到了

产业红利，他对
村里发展梅花鹿产业
竖起了大拇指。

拓 市 场 、占 先 机 。
村 两 委 立 足 资 源 禀

赋，不断开拓特色养殖“新赛道”，立
足村情，树立“好人+能人=当家人”
的导向，大力发展梅花鹿特色养殖
产业。同时，还积极推动鑫丰养殖
合 作 社 与 本 地“ 马 记 鹿 茸 ”结 对 发
展，选派入社的骨干社员到国营鹿
场参观学习鹿茸切割，鹿茸酒、鹿胎
膏的制作等鹿产品制作技艺，不断
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和生产规模，提
高梅花鹿产品的附加值。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合作社经济实力持续
增强，预计实现年收入 30 余万元，合
作 社 成 员 年 底 分 红 可 望 达 到 2000
元。

梅花鹿成为“致富鹿”
□李莹 兴伦 本报记者吴连祥

本报讯 王春胜 报道 近年来，长岭县腰坨
子乡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小冰麦种植，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近日，走进腰坨子乡排子山村，种植5年小
冰麦的成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玉
德正在带领社员清理麦田间的杂草。入夏以
来，腰坨子乡区域内降雨增多，丰沛的雨水使
小冰麦籽粒饱满，随风摆动，长势喜人，预示着
又一个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

王玉德介绍，今年合作社种植了50公顷小
冰麦，现在小冰麦正处于授粉灌浆期，预计7月
中旬收获。 今年，腰坨子乡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因地制宜开展“3311”工程，即3万亩青首
白根萝卜，3万亩三樱椒，1万亩小冰麦，1万亩
西瓜，积极引导农民打造绿色富民产业，带动
农民增收。

腰坨子乡农业农机站站长荀雨双说，腰坨
子乡本着稳定粮食作物面积，增加经济作物面
积的原则，今年全乡发展小冰麦面积700公顷，
同时还能复种萝卜。下一步将着力提高经济
作物比重，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促进农民增收。

长岭小冰麦长岭小冰麦
长势喜人长势喜人

6月 2日，德惠市布海镇泡
子村张超鹅业的孵化车间里，
一排排鹅蛋正静悄悄地躺在孵
化设备箱中等待着鹅雏破壳而
出。近年来，泡子村立足当地
资源优势，将当地庭院养殖传
统发扬光大，产业化发展种鹅
孵化养殖，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这个鹅雏主要销往
周边省市，他们都是提前一个
月跟我们沟通和预定，等到鹅
雏脱壳之后，我们排除残雏
弱雏，把上等的健康鹅雏送
至养殖户家，让他们提高养
殖率。我们每年出售鹅雏 60
万只左右，经济收入还是不
错的。”张超鹅业负责人王威
介绍。

村民范连忠一家从事种鹅
养殖已有 6 年时间，目前存栏
700 多只，种鹅每两天下一次
蛋，平均每天范连忠可出售300
余枚鹅蛋，这为一家人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自 2007年开始，泡子村把
种鹅孵化养殖作为带动村民致
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载体。在此过程中，孵化场负
责鹅雏的孵化、脱温等专业技
术性较强的前期工作，中间的
养殖过程交给当地有养殖意愿
的村民，种鹅的蛋一部分卖给
孵化户，另一部分用于零售。
繁殖、养殖、销售一条龙的发展
模式，带动了当地村民发家致
富。目前全村共有养鹅户 50
余户，鹅的存栏量已达十万多
只。

“经济效益挺好的，每年可
为我们村带来 500万元的经济
效益，同时解决了村里 200 人
的就业问题。这项产业是我们
村的主导产业，让村民在家里
就能挣到钱。下一步，村里将
继续扶持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养
殖队伍中来，拓宽销售渠道，依
托养鹅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泡子村党总支书记任帮桥
说。

小村养大鹅
产业助振兴

□李宇佳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借助梅河口市发展全域旅游的良机，吉林省农胜家庭农场运用

先进技术，率先发展大棚水果、蔬菜采摘项目，提早上市卖上好价

钱，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径。 记者 吴连祥/摄

走进通榆县苏公坨乡“苏公
柒坊”农业产业园区，园区大门两
侧的对联格外醒目，“乡村振兴九
村合力打通致富路，产业兴旺柒
坊同心架起幸福桥”。这座集酒
坊、蒸坊、食坊、油坊、菜坊、面坊、
米坊共柒坊于一体的生态型安全
食品的产业园区，以建筑典雅，环
境优美、设施先进、技术领先、品
种优新、高效开放为特点，是当地
实现乡村振兴的亮点工程并具有
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苏公柒
坊”品牌的大米、面粉、粘豆包、冻
豆腐等农副产品，成为群众餐桌
上的美食。

产业强则百业兴。苏公坨乡
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为主线，
全力开启“苏公柒坊”农业产业园
区建设。在规划设计上，围绕“酒
坊、油坊、面坊、米坊、蒸坊、食坊、
菜坊”的特点，采用徽派仿古设
计，规划建设面积1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3000平方米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在园区定位上，围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理念，打造一流高端手工作
坊，全力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在管理模式上，采取党支部书记
引领，乡镇集约运营，企业运作
模式，围绕主导产业，补齐农业
产业链条短板，促进全产业链建
设，做大做强“苏公柒坊”品牌。

在旅游推动上，统筹“苏公
柒坊”“孝老餐厅”“乡村博物馆”
以及“苏公湖”等“一村一景”景观资源，打造县城东
部旅游小环线，推动旅游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在引
领示范上，通过产业兴旺带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全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样
板，为全县探索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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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膜经济连成片，农
民开心把钱赚。”近年来，
舒兰市立足农业资源优
势，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
经济效益为中心，增加农
业附加值，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渠
道，真正做到了兴一个产
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
姓。找到了产业发展的

“金钥匙”，打开了致富之
门，逐步引导农民走上了
一条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之
路。

初夏，走进舒兰市白
旗镇岗子村大胜家庭农场
的瓜棚里，瓜香扑鼻。

25公里之外的朝阳镇
新旭村，蔬菜种植户高翔
家正在大棚里采摘茄子,由
于当地的蔬菜质量好，蔬
菜都是供不应求,高翔正在
为客户下的订单装箱。今
年，高翔家种植了黄瓜、豆
角、西红柿、辣椒等蔬菜。

在新旭村像高翔这样

的种植户还有135户，今年
新旭村共种植蔬菜 109公
顷。其中，大棚 320栋、日
光温室 155栋，种有黄瓜、
豆角、柿子、茄子等品种。
一年四季不间断供应，各
类蔬菜年产 2000 万斤左
右，逐渐成为舒兰周边最
大的蔬菜供应地，年产值
近 2000 万元，人均创收 3
万元左右。

为了确保蔬菜质量，
新旭村成立了舒兰市朝阳
川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吸纳 40户种植户，进行统
一种植、管理和销售。定
期组织社员进行培训，学
习先进的种植技术。新旭
村不断促进全村蔬菜产业
提质升级，朝阳蔬菜已经
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品
牌。

在吉舒镇曙光村长麻
沟西红柿产业园区，柿农

正忙着将西红柿装箱。“这
些都是客户的订单，现在
主要销往舒兰城区，送货
上门。各个小区居民电话
或者微信订购，留下地址，
我们就给送去，基本天天
都得预售。”种植户刘霞
说。

曙光村党支部书记沈
详春介绍，今年，全村种植
西红柿大棚共有 76栋，其
中温室大棚 26栋，每栋面
积约为700平方米，配套了
滴灌、土温测试、可视设
备，实现了现代化生产经
营。曙光村同时还建有普
通大棚 50栋，长麻沟西红
柿的销售一直是供不应
求，预计全年纯收入 1000
多万元，带动长麻沟屯 40
多农户增收致富。

舒兰市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棚膜果蔬经济，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棚膜设
施 4034栋，其中日光温室
388栋，年产棚膜瓜菜 6万
吨，产值 1.8亿元。现有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12个、
家庭农场 18个。其中，吉
舒街道曙光村长麻沟柿
子，朝阳镇黄瓜，法特镇黄
瓜、豆角，白旗镇豆角、香
瓜等，已经形成地域品牌。

随着大棚果蔬产业集
群的逐渐形成，舒兰果蔬
的品牌建设进一步加强，
大棚果蔬种植产业赋能助
力乡村振兴的模式在舒兰
市已逐渐成形。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足不出村就鼓
了腰包。

舒兰：“黄金棚”铺就发家路
□ 潘慧凝 于婷 本报记者 徐文君

维修资金票据丢失声明
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专用票据 2013年5月1日

NO13 000091440
业主姓名 郭宏伟

住宅建筑面积 总面积66.45
住宅地址 铁西区北沟街宏信

莱茵河畔小区6号楼1单元 电

话：13630995522
交存金额 零拾零万肆仟肆佰

捌拾伍元零角零分 ￥:4485
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宏伟

2022年6月30日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淑荣 身

份 证 号 ：

22032219540104584X。 房 屋

坐落于梨树县榆树台镇大榆

树村六社，证书编号：梨房权

证 梨 树 县 字 第 2013091061
号 。 房 屋 产 籍 号 ：0911-
018006- 1009- 101。 建 筑 面

积：85.4平方米，用途：住宅 。

由儿子毕洪海 身份证号码：

2203221982060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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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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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2022 年6月30日

公告
依据《物权法》第146条规

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

换、出资或者赠予的，附着于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第 147
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

者赠予的，该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

处置”。

土地使用者：刘志宇，坐

落于 2区 9段 141号 4单元 302
室，房屋所有权已于 2012年 7
月 11 日转让给马增进，依据

《物权法》第 147条规定，该房

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同时转让。

特此公告

镇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张家宝库小卖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2205241965****1811，法 人 ：

周宝库，经营场所：吉林省梅

河口市福民街张家村，许可证

编 号 ：JY12225000058174，发

证日期：2017 年 4 月 11 日，有

效期至2022年4月10日，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吉林省斯雅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81MA17MK2TXL， 法

人：刘东博）经研究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减至人民币捌拾万元整，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放

弃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梅河口市新华

街长白山建材城三期石材加

工厂 1-040-187-2B区 22⋕3-
16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843568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