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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国威 报道 盛夏时
节，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西昌村 60

多亩连片的药用百合花开了，标志着
环通乡“乡企合作”中草药种植项目
之一的药用百合试种成功，百合多彩
的颜色也进一步美化了城市外环的
周边环境，实现了经
济效益与环境绿化
美化双丰收。

中草药种植项
目基地占地 300 亩，
在这里百合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白色和粉色，红色、橙色
等颜色的百合竞相开放，像一条五彩
的丝带，与青松远山、蓝天白云完美
融合，为西昌高架桥一侧增添了一抹
靓丽的风景。

项目负责人吉林绿波海通中药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远坤介绍，其
实当初选择在山坡地种植药用百合，
再加上入夏以来过多的降雨，百合能
不能试种成功他心里也没底，如今虽
然花期稍晚，但百合花开得正好，这
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也坚定

了企业继续发展环通乡中草药种植
项目的决心。

徐远坤说：“咱们眼前看见的这
片红色的百合，上面的花可以观赏，
也可以作为花茶采收，花下面的植物
秆可以当药材。今年的雨水特别大，

但是并没有影响百合的长势。
我们种植的百合，是通过技术人员
从南方驯化到北方，食用百合和药用
百合嫁接出来的品种，总共有20多种
花色。在西昌村，今年种了6种花色，
它要比正常的观赏百合花大。”

种植成功只
是项目发展的基
础。接下来，吉林
绿波海通中药科
技有限公司将以
百合和赤芍两个

品种为主，扩大种植面积，依托城市
近郊的有利地理条件，完善乡村旅游
相关配套设施，让环通乡的百合可
看、可品、可食、可用，带动农民增收，
通过“企业+政府+农户”的合作模式，
为环通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百合花开好 乡村幸福来

近日，笔者走进梨树县林
海镇靠山李村，看到田间地头
呈现出一派忙碌景象，村民们
正在将一株株娇嫩的地瓜苗
栽种到地里。

“今年我们合作社地瓜的
种植面积增加了 10 多公顷，
春天的几场大雨让我们省了
不少力气。”

林海镇红成种植农业合
作社理事长李红梅领着大家
来到种植红薯的地里，拉着秧
苗的拖拉机就等在旁边，“园
子里的几亩地不到一个小时
就完事了，大地的明天栽。”李
红梅说。

“乡亲们，明天早上栽种
地瓜苗，需要用工 20人，有时
间的可以在群里报名。”日前，
在林海镇靠山李村迹小辉的
工作群，她发布了这样的消
息。

近年来，林海镇不断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扩大适宜本地
土质及气候条件的经济作物
种植规模，今年，沙地红薯种
植面积约50公顷。

“林海沙地红薯”素有营
养价值丰富，色味纯香的优
点，因种植土地为沙土地，种
出来的地瓜香、糯、甘、甜、
面。“我们现在采用原始种植
的方式，精耕细作，秋收的时
候也都是传统加工，使用原生
态包装，咱们这地瓜品质优
良，都施农家肥、有机肥，有的
地块都不施肥，绿色安全。我
们的红薯卖往南方的比较多，
红薯还在地里的时候就已经
被订光了。”李红梅露出了得
意的笑容。

为什么卖得这么好？有
多年地瓜种植经验的农场技
术人员迹小辉道出了秘诀，

“沙地土壤疏松透气，病虫害
难以长时间生存，而且不会出
现土壤结块的现象，有利于红
薯长出好薯型好品质。但是
沙地营养物质较少，如果没有
技术引导，可能一亩只能产出
1000余公斤，口感也可能不到
位。”

“ 我
们也是通

过学习解决了沙地干旱的问
题，之前也尝试挖池、灌溉，补
充水源，但这还远远不够，现
在你们看到的就是精准滴灌
的方式，这节省了 90%的水，
这种技术省时省力省钱。”迹
小辉介绍，为了让沙地长出的
红薯口感更佳、产量更丰，他
们每年都用园子里这片沙地
试验新品种。他对笔者说，红
薯品质好，价格高一点大家都
能接受，精心呵护下，合作社
的红薯长势喜人。

靠山李村“沙地红薯”种
植是林海镇精心打造“一村一
品”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李红
梅成立的靠山李村专业服务
站，借助省级电商村优势，采
用“线上+线下”经营销售模
式，将林海沙地红薯销售到全
国各地。

李红梅自信满满
地介绍：“我去年秋天
也开了直

播，平常在集市一天都卖不完
的货，没想到几个小时，在手
机上就被抢购一空了。”粉丝
的热情让李红梅感受到了网
络直播的力量，去年秋天直播
间成了她零售的主要渠道。

“在广阔的农村，有数不清的
优质农产品，但缺乏有意愿、
懂操作、敢创新、会经营的本
地电商人才。”

据李红梅介绍，虽然她在
抖音平台成功带货，但是她也
发现开直播是自己的弱项，未
来她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才来
帮助自己直播、拍小视频。

靠山李村集约土地 30公
顷种植红薯，带动周边农户
169 户，年效益可达 200 万元
以上；同时带动全村 14 户脱
贫户发展庭院经济，户均年增
收5000元以上。

小 红 薯 大 产 业
——梨树县林海镇沙地红薯产业扫描

□ 王冬雪

夏日炎炎，又到瓜果成熟季，
在302国道沿线的农安县农安镇小
桥子村，飘着阵阵瓜香。小桥子村
凭借着公路沿线优势靠着种植香
瓜，将香瓜产业壮大，瓜熟人忙乡
村振兴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小桥子村盛产香瓜，这里的
“种瓜史”已有50年，全村香瓜大棚
发展到 160栋，种植户多达 70户。
为了发展这一特色产业，村里在今
年香瓜上市前，新建了40处标准化
售卖点，将招牌挂在摊位上，品牌
更醒目、管理更规范，为瓜农在家
门口销售创造好环境。

“对瓜农来说，零售香瓜的收
益更高，但从前随手支起的散棚太
过简易，不仅影响环境，而且始终
没能形成品牌和规模。”小桥子村
党支部书记高岩岩说，“酒香也怕
巷子深”，现在重新打造原有的售
卖摊位，就是想形成集聚效应，让
小桥子香瓜飘香四海。

瓜棚一栋挨着一栋，摊位上一
个个圆滚滚、光溜溜的香瓜，吸引
着人们争相购买，有的顾客买完瓜
后，用水冲洗一下，站在路边迫不
及待地品尝起来，“这香瓜真甜脆
啊！”吃着亲手摘下的香瓜，开车路
过的司机师傅刘先生赞不绝口。

“除了采摘客我们这还有固定
的大客户和客商，可以直接进行大
规模销售。”高岩岩介绍说，小桥子
村香瓜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口感香
甜，另一个贵在绿色天然。正是两
个优势叠加，让我们有了强势打造品牌的资本，力争
将其打造成一个固定的“标签”，并将它一直延续成为
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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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正是草莓育苗季
节。在延吉市三道湾镇支边村
草莓育苗产业园，放眼望去，一
株株草莓苗整齐排列，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绿油油的小苗在
微风中摇曳，也为这燥热的夏日
增添了一抹清凉。

支边村第一书记张海明介
绍，项目于 2021 年立项实施，
2021年底完工并投入生产。园
区占地面积 2公顷，建有温室大
棚 3栋，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
冷棚 6 栋，建筑面积 6950 平方
米，配套建设供电供水等生产必
备设施。

“我们采用匍匐茎繁殖育苗
技术，每年 3月引进母苗，繁殖
到 10月，养护一冬天，次年 3月
出售。”张海明说，产业园实施订
单农业，与延边佳禾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销路价格都有
保障。

今年 56岁的楚本领是支边
村村民，也是园区的一名工人。
自从园区建成后，她就在这里打
工。“以前要三四点钟起床，坐一
个半小时的车出去打工，现在
就在家门口干活，中午休息时
间还可以照顾自家的地，既不
用奔波，又赚了钱。”楚本领笑
着说。

目前，园区现有工人 11名，
其中专业技术员 1名，机修员 1
名，棚长 9 名。除专业技术员
外，其余都是本村村民。此外，
每到农忙时节，园区还可提供
20至 30个临时就业岗位，让村
民在家门口打工。

草莓产业园预计每年可获
得收益180余万元，净收入15至
20 万元，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同时，可带动 100名村民年均增
收 4000至 5000元，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支边村：草莓鼓起钱袋子
□ 姚到均 王冰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大力发展棚膜产业，全村年

产蔬菜6.5万吨，年收入1.14亿元，年人均纯收入3.6万

元。连续两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亿元村”。图为北沟村民在分拣自产的西红柿准备上

市。 翠翠/摄

眼下，正是黑木耳的收获
季节。在汪清各地的木耳地、
木耳棚里，种植户都忙着采摘
木耳，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在鸡冠乡红鸡冠黑木耳
专业农场，一排排的菌棒特别
显眼，上面长满了肥嘟嘟的木
耳。农场负责人林岩说：“近段
时间气温升高、雨水均匀，木耳
长得特别快。”

该农场今年种植春耳 20
多万袋，目前有30多名村民在
这里忙着采摘木耳。“在这儿摘
木耳一天有 130元的收入，活
儿不太累还能照顾家里，一举
两得！”村民聂淑花说。

黑木耳产业是汪清县主
导的特色产业，全县 50%以上
村屯从事黑木耳生产，已初步
形成集菌种培育、菌包生产、基
地建设、产品加工、市场营销、
废弃菌包回收利用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现有生产菌
包厂 50家，百万袋以上摆放基

地20个、千万袋以上摆放基地4个。
多年来的良好发展，黑木耳有效带动了周

边群众就业和产业发展，已成为汪清县的一张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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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大安市传波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20882MA84YBFU16，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股东
马传波出资 4850 万元，减少
股东唐艳丽出资 50 万元，减
资后马传波出资 50 万元，唐
艳丽出资 50 万元，出资时间
不变，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
的视为放弃相关权益。
特此公告

大安市传波粮食收储有
限公司

2022年7月23日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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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生，坐
落于 4区 3段 20-1号，房屋所
有权已于2011年11月11日转
让给王德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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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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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生，坐
落于 4区 3段 20号，房屋所有
权已于2011年11月11日转让
给王德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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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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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生，坐
落于4区3段361号，房屋所有
权已于2011年11月11日转让
给王德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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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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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生，坐
落于4区3段355号，房屋所有
权已于2011年11月11日转让
给王德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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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