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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桦甸市横道
河子乡地局子村锦绣黄桃桃
园内，3万余株桃树挂满青绿
色果实，散布桃林间的工人
或抬头修枝剪叶，或弯腰铲
除杂草，一派繁忙景象。

锦绣黄桃种植项目是山
虞侯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狄俐与朋友合建，总投
资 600万元，租赁土地 4.6公
顷，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运营，常年带动
当地村民 100 余人就业，人
均年收入3万余元。

狄俐告诉记者，锦绣黄
桃是上海农科院的品种，桃
园与省农科院合作研发栽培
技术，选用适应性强、亲和力
好的樱桃根作嫁接砧木，这
让锦绣黄桃品质产量双双提
升。2021年，桃园年产量 10

万公斤，收入达 80 万元，今
年产量将突破 20万公斤，收
入预计可达300万元左右。

“前一段又有两家北京
公司同我们达成收购协议，
他们直接来桃园提货，还能
为我们省下不少运输成本。”
桃农张永良说，这个品种的
桃子外观漂亮、软糯多汁，很
受市场欢迎。

为助力黄桃产业发展，
横道河子乡大力组建网红志
愿者队伍和销售电商联盟，
开展桃农电商培训，深度挖
掘培育黄桃网红、直播达人，
为黄桃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黄桃因此销得更远、更快、更
多，进一步促进了桃农增收
致富。如今，“桃经济”已成
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甜蜜升
级的新引擎。

“桃经济”带来好日子
□ 秦野 王天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张国威 报道 进入 7 月
盛夏时节，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横

道子村的蓝莓陆续成熟，进入采收
季，横道子村的蓝泉蓝莓采摘园正
式对市民开放，为市民提供了周末
休闲的又一好去处。

日前，笔者来到了江东乡横道子
村蓝泉蓝莓采摘园。走
进园区，只见齐腰高的
蓝莓树整齐地排列在山
脚下，紫色宝石般的蓝
莓果成串挂满枝头，令
人垂涎。不少市民自驾
前往基地体验采摘乐趣，品尝酸甜味
美的蓝莓。

蓝泉蓝莓采摘园被群山绿树环
抱，占地 100多亩，种植了 2万多株有
机蓝莓，园区技术顾问龙汉周从选种、
繁育、田间管理入手，坚持“有机、无公
害、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即使遭遇持

续多雨天气，高苗床的田间管理也

可轻易排干田间积水，让小小的蓝莓
果富含科技含量。

龙汉周介绍说：“我们采用高床的
种植方法，床高 40 厘米。如果雨水
大，自然就在床下顺畅地排水了，所以
不存在泡苗的问题。高床种植还可以
让蓝莓更好地吸收热量，果实提前成

熟，能够避免 8月立秋以后，采收不及
时、采收不完的问题。”

今年雨水多、光照短，蓝莓成熟期
较往年稍晚，不时有市民电话咨询开
园日期。龙汉周表示由于管理得当，
今年蓝莓整体产量不会减，园区会采
取线上线下、批发加采摘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销售，打造有机蓝莓的优质生

态品牌。
经过几年的发展，通化蓝泉生态

农业有限发展公司在通化市建立了以
横道子村为主的 5 个种植基地，种植
面积达到 300 多亩，乡村旅游阵阵东
风，让销售不再是制约特产发展的难
题。龙汉周希望能通过蓝莓种植带动

更多的农民加入其中，实实
在在地让农民的腰包鼓起
来。

以特产促农业发展，以
旅游带采摘人气。更多的
游客知道了位于大山深处

的横道子村，让村民一年四季有活干，
一颗颗成熟的小蓝莓正在成为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

横道子村村委会成员崔岩介绍：
“今年 7 月份，我们蓝莓园开园了，给
村民增添了许多就业机会，村民到里
面帮忙采摘，往各个超市输送，增加
了村民的经济收入。”

蓝莓枝头果飘香

近年来，延吉市三道湾镇支边村积极推进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建设草莓育苗产业园项目，预计每年可获得收益180万

元，净收入15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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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到均 王冰莹 记者 徐文君 /摄

累计获得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省级柳河安口榛
臻特色产业示范镇等 14项
荣誉，不断打造观光旅游＋
产业全链条发展……一个
坐落在柳河县安口镇以大
榛子为特色产业的榛臻小
镇在向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绿的发展目标阔
步前行。

安口镇林地资源比较
丰富、地理环境优越，大榛
子生长条件适宜。镇里利
用停耕还林土地，合理开发
利用，栽植与培育大果榛子
经济林，实现了传统农业向
休闲农业转型，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

小镇坚持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运行
方式，通过举办“大果榛子
鲜果采摘节”等大型活动、
组织农户参观、培训、考察
学习，大力宣传推介和发展
大果榛子产业。

镇内大榛子标准化种
植园区建设项目、田园综合
管理装备建设项目、吉林省
宝林堂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榛子加工产业项目、吉
林省品尚臻生态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自媒体推广销售
建设项目现均已验收完毕，
将为大榛子发展再蓄新动
能。

榛臻小镇现有大榛子
种植面积2.84万亩，2021年
榛子产量 84 万斤，综合年
产值为 1.87亿元。拥有 14
处规模较大（200亩以上）的
大榛子产业示范园和标准
化示范基地，入驻企业 12
家，吸纳就业及收益人员达
3000 人，榛臻小镇 2021 年
新增有效专利3项。

截至目前，已发展各类
榛子经济组织 96 个，组建
柳河县大果榛子产业商会、
吉林省榛子
合作社联合

社。建设集电子商务、产品
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
台，销售榛子、提子、食用
菌、大米、鸡蛋等镇域内特
色农产品。安口镇将持续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步伐，让
脱贫群众获得稳定收入，高
标准、高质量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今年，安口镇通过招商
引资等方式，在集清村、烧
锅村新建柳河榛业食品有
限公司大榛子种植及深加
工项目。在扩大榛子种植、
扦插苗木基地培育的基础
上，结合传统的榨油、酿酒
技术，选用世界先进的灌装
生产线，建成结构清晰、功
能合理、交通便捷、环境优
美的大榛子产品观光工厂、
恒温酒窖和榛子
酒文化旅游观光

基地，延伸大果榛子产业
链。安口镇重点在推动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上下功
夫，计划打造烧锅、半拉背
两个示范村，优先带动脱贫
户入股及就业，促进村集
体、农户增收。

安口镇榛臻小镇现已
初步形成农业产业特色化
发展、园区化种植、集约化
管理、规模化经营、网络化
销售的发展格局，有力填补
了吉林省大果榛子种苗的
市场需求，将成为东北最大
的榛子原产地、集散地。安
口镇上下齐心、竭尽全力将
特色农产品种植打造成为
镇内“还绿万亩荒山，藏富
绿水青山”的富民产业和优
势产业。

大榛子铺就乡村致富路
□ 王瑶

本报讯 王春胜 报道 说到林果，
农安县龙王乡翁克村可以说是家喻
户晓。时下，在翁克村的果园中，
果树长势喜人，颗颗饱满的桃李悬
挂在枝头，四处弥漫着丰收的果
香。

翁克村多年来凭借着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果经
济，林果从最初单园种植到成片成
栋，使该村农民尝到了甜头、鼓起了
腰包，也带动了大量年轻人返乡创
业，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游玩
采摘。

瑞德庄园经理李绍轩说:“林果的
经济效益要比玉米高出8到10倍，庄
园的果树施的都是农家肥，现在看这
个果儿长得挺茂盛，预计 8月中旬就
成熟了，果子又丰收了。”翁克村位
于龙王乡政府南 4公里，紧靠长白西
线公路，地处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内。
借助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在
各级政府的引导帮扶下，多年来，翁
克村坚持大力发展林果经济，群众的
收入不断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近年来，翁克村在林果产业上不
断创新，推出新品种、新技术，使林果
经济这一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
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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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伟 报道 今年以来，蛟河
市深入实施全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
肉牛建设工程，上半年全市肉牛饲养量
达到 16.52万头，存栏 12.61万头、出栏
3.91万头，饲养量和出栏量同比分别增
长11.62%、26.1%。

近年来，蛟河市出台《支持鼓励“小
规模、大群体，整村推进、分户饲养”肉
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更多有
养殖意愿的农户参与肉牛养殖。他们
首创“12522”能繁母牛饲养模式并积极
推行，即每户利用自己庭院建设 1间标
准化圈舍，饲养 2头能繁母牛，即可获
得5万元免息贷款，年售2头商品牛，年
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在鼓励“藏牛于
户”的同时，蛟河市鼓励发展规模养殖，
倾力建设奶子山肉牛产业园区万头牛
场，并协调畜牧局、国土、环保等部门确
定适宜养牛地块 36 块 470 公顷，盘活
156块废弃学校、敬老院、砖厂等闲置场
所。

在技术、保险、信贷服务方面，蛟河
市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措
施，引导养殖户参加肉牛产业保险，目
前参保肉牛达 18636 头；协调银信部
门，在最近 3年内已累计发放“致富牛
创贷款”2.1亿元，累计为23个规模养殖
场发放肉牛贷款1452万元。

同时，蛟河市注重做好肉牛养殖的
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工作，努力解决饲料
来源、肉牛销路和粪污处理等问题。目
前，蛟河市正谋划建设投资规模14.5亿
元的吉林优质肉牛（松花湖品牌）产业
园项目，已与胜百泽（吉林)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达成投资意向。一期工程
拟建设高端优质肉牛饲料生产项目，年
产20万吨饲料，如今项目已挂牌，预计
今年10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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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夏丽辉，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老县
医院综合楼 1单元 702室。建
筑面积：67.71平方米，用途：住
宅，不动产权证：吉(2019)辉南
县不动产权第 0000697号。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屋所有权证书
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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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不
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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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在铉（尹

辛铉、尹在玄）、李玉顺，坐落：
辉南县朝阳镇兴工街一委三
组，建筑面积：60.10平方米；用
途：住宅。产权证号：房权证辉
朝字第 0001544号。由子女尹
晶珠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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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功、孙

周氏，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城西
大队八生产队，建筑面积：97.3
平方米，用途：住宅。（回迁：星
华家园A1号 3单元 606室，面
积 74.83 平方米；A4 号 2 单元306室，72.39平方米；C5号1单
元402室，40.91平方米；C5号1
单元502室40.91平方米)，产权
证号：农宅地第 251号。由子
女孙德珍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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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平、姜桂

琴，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富强街
二委一组，建筑面积：83.55平
方米；用途：住宅，产权证号：房
权证辉朝字第 0011566号。由
子女崔忠明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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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黄家仁，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四委
三组，建筑面积：59.20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
辉朝字第 0026026号。由子女
黄晓彤继承该房屋，配偶刘丽
艳一半继承权赠与给子女黄晓
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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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林、王

丽娟，坐落：辉南县杉松岗新民
街，建筑面积：60 平方米；用
途：住宅。（回迁：民乐宜居二期A3 号楼 3 单元 308 室，面积：61.19平方米)，规划许可证号：
乡字第 2012012号。由配偶王
丽娟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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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生文、吕

淑艳，坐落：辉南县平安川镇平
安村转通屯，建筑面积：91 平
方米，用途：住宅。产权证号：
房权证辉城字第 2007081 号，
土 地 证 号 ：辉 集 用 (99) 字 第0026629号。由子女季海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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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