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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田畴似锦，沃野生
金。走进通化县，一片片稻田“金
浪”翻滚，向人们报告着丰产的信
息；一座座果林硕果满枝，醉人的
清香飘向旷野，令人垂涎欲滴；放
眼山川田畴，勤劳的人们正在收获
蓝莓、鲜食玉米、中药材，采收现场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通化县
立足县域资源禀赋，聚焦产业振兴
目标，打造优质高效种植、养殖产
业，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产业“名特
优新“品牌，擘画出一幅幅壮美的
丰收图景。

做强五大农特产业

通化县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
根本之策，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持续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加快人参、蓝莓、鲜食玉米、
中药材、红松果林等五大优质高效
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优势
进一步凸显。

强力推动五大产业向高端迈
进、向集群迈进。抓住创建林地和
非林地人参良种及标准化示范区
建设的契机，不断延伸精深加工产
业链、提升产品价值链。非林地参
留存面积调优至 2.5万亩，林下参
发展到 6.5万亩，标准化生产达到
70%以上，力争实现产值3.7亿元、
增长10%；以“禾韵”公司为龙头的
蓝莓产业快速崛起，加快了有机蓝
莓种植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进程，全
域种植面积发展到 1.1万亩，产值
可望实现突破性增长。持续推进
鲜食玉米产业农业现代产业园建
设，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力争实
现产值2.1亿元。利用国家出台相
关政策契机，加快发展长白山道地
中药材，新增各类林下中药材
6000 亩，总面积达到 2.6 万亩，力
争实现产值 4000万元。抓住成为
红松特色产业基地建设试点单位
机遇，依托森通公司做好采伐迹地
栽植红松大苗工程，新培育红松果
林 1万亩。全县园艺特产及多种
经营总面积再攀新高，园艺特产业
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
上。五大农特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凸显。

锻造“名特优新”品牌

在做大做强优质高效农特产
业的进程中，通化县聚焦生产、贮

运、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做好发
展壮大产业集群文章，全面促进农
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紧紧围绕特色一产，积极发展
精深加工和产地初加工，将一产集
约化和二产聚集化发展一体推进、
一体落实，推进农特产品多元化开
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推
动产业集群发展，引导一般食品加
工业在镇村，大型食品加工业在县
域工业集中区发展，不断提高生产
效率。西江镇在持续打造“梦里水
乡·贡米小镇”品牌的基础上，积极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

“西江农品”种类，“西鲜咸菜”“磨
齿地瓜”“东江贝母”“民主木耳”等
农特产品已经成为游客馈赠亲朋
的首选佳品。

在产业提档升级上做文章，充
分发挥禾韵蓝莓、丰禾鲜食玉米、
江达米业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围
绕大生态产业发展鲜食玉米加工
业、果蔬加工业、传统酿酒业、软饮
料制造业。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
断提高禾韵蓝莓、通天葡萄酒、西
江贡米、一洋元秘-D等品牌知名
度，使通化县“名特优新”农产品品
牌名扬华夏，畅销不衰。

培育壮大肉牛产业

全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启动后，通化县抢抓这
一机遇，发挥饲料资源丰富，具有
产业发展基础等优势，开展肉牛养
殖攻坚行动，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
发展。

科学谋划肉牛产业项目。先
后谋划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及牧业小区建设项目和通
化县能繁母牛牧业养殖园区建设
项目，2个项目总投资 5.3亿元，计
划建设45个能繁母牛牧业养殖小
区及 3个畜禽粪污还田中心。项
目建成后可存栏牛1万头以上，实
现散养户出村进园、粪污资源化全
量利用。同时，选定3个牧业小区
试点，通过试点小区建设，逐步探
索出可在全县复制推广的集中养
殖模式。

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
过与台州临海市对口合作，引进资
金5000万元建设4000头肉牛养殖
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2.2亿元，目
前已完成投资 4500万元，建设办
公楼一栋 900 平方米，牛舍三栋

2000平方米，存栏牛220头。预计
到年底，存栏牛将达到600头。

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充分发
挥银行、农担公司等金融机构作
用，发放养牛贷款 2100万元。争
取省级秸秆饲料化奖补资金 130
万元，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进程，
提高秸秆利用率。争取省级畜牧
业发展专项资金160万元，推进家
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建设。目前，
鑫成母牛饲养专业合作社、王少平
家庭农场、明虎家庭农场3个项目
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增加存栏
量300头。

持续加强养牛技术服务。40
多名技术人员通过入村指导、网络
宣传等方式，加大养殖技术的宣传
指导力度，不断提高养殖场肉牛生
产水平。年初以来，开展肉牛养殖
技术线上线下培训 33次，培训养
殖户 4500人次，入户宣传指导 5.5
万户次。

截至 8月末，全县养牛户达到
6800 户，肉牛存栏达到 4.1 万头，
出栏9116头，其中，能繁母牛存栏
2.3万头，占存栏比重 55%。存栏
5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35个。强
化肉牛繁育改良，建立繁殖改良站
点 30个，增强了肉牛产业发展后
劲。

擘画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
——通化县打造优质高效农特产业纪实

□ 王姝月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版图片由通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日新月异的通化县城

“北细辛之乡”喜获丰收

人参产业提质升级，标准
化生产达到70%

“肉牛保险+贴息贷款”
推动“牛经济”高质量发展

蓝莓产业成为带富一方的朝阳产业 富江乡打造“南长白山中药材小镇”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徐连军、毕

亚男，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

国街星华家园 B3号楼 1单元

202 室, 建 筑 面 积:81.44 平 方

米，用途:住宅，商品房买卖合

同编号:GF-2000-0171-2022-
09-26 号。由配偶毕亚男次女

徐敬雅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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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宋存孝、岳

春梅, 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

街工商银行住宅楼 209室。建

筑面积:62平方米，用途:住宅，

不动产权证:吉(2018)辉南县不

动产权第 0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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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李万富遗失残疾证，证

号 ：22032319481217603743，
特此声明。

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伊通满族

自治县营城子镇小桥子村九

组李凤山农户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遗失，权证代码

为 220323108204090030J，承

包方代表为李凤山。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规定，现

声明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作废。如有不实之处，本

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凤山

2022年9月26日

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伊通满族

自治县伊通镇新立村十组岳

云峰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遗失，权证代码为

220323100209100048J，承包方

代表为岳云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管理办法》规定，现声明

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作废。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

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声明人：岳云峰

2022年9月26日

声明

双辽市郑家屯街兴安小

区6号楼0703001，所有权人周

玉林，王淑珍的房照丢失（所

有权证号1-006096面积59.47

平方米）声明作废。

声明

悠享科技发展（吉林）有

限公司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吉 B2-20200060，声明注

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