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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原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众多企业纷

纷落户。图为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太阳能板生产车

间。 颖丽/摄

东丰县因鹿而兴，因鹿而名。梅花鹿养
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东丰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梅花鹿产业发展，设立专
业机构，加大政策扶持，坚持科技先行，着力
做大一产、建强二产、丰富三产，实行三产融
合发展，探索出独特的梅花鹿人工规模驯化
之路。

东丰县委、县政府从2017年开始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探索观展梅花鹿规模人工驯化
技术，累计驯化观展梅花鹿 400余只。经过
驯化团队的不懈努力，一项一项攻克技术难
题，在观展梅花鹿的人工规模驯化方面，形成
了一整套驯化技术规程，“观展梅花鹿人工规
模驯化方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为了保证驯化梅花鹿的营养需求，驯化
人员利用牛奶、羊奶、奶粉等进行实验，同时
就在奶中是否添加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
素、是否需要补铁补钙及添加剂量等进行多
组实验。项目组成员精心呵护、仔细观察、采
集数据，最后选出合适的奶源配方。同时根
据梅花鹿的生物学特性，每天从最初的饲喂
6次逐渐随日龄增长减少直至断奶，对每只
实验梅花鹿都有详细记载，从中计算出各日
龄的最佳奶量。定期检疫，定期驱虫，接种疫
苗，形成完整的防控程序。驯化20天左右开
始按照条件反射原理，训练与人零距离接触、
抚摸、拍照、喂食、点头致谢等，建立和人类的
亲密感、依赖感、逐步达到驯化标准。每只观
展梅花鹿都要经历学会人工喂养的开口关、
适应新奶源的消化吸收关、适应复杂环境的
融入关、疾病控制的防疫健康关、学会简单动
作的智能关、性格温顺不攻击不怯场的磨练
关、拥有梅花鹿品种特色的体型审美关等，
进而顺利和游客互动。

从2019年开始，驯化的观展梅花鹿陆续
投放到东丰县国内首家以梅花鹿为主题的

“养鹿官山园”，以及长春南湖宾馆、辉南四方顶、辽河源的田
宇小镇等旅游景点，反响较好。东丰县将继续以梅花鹿文化
为主题，配合国内首家亚洲最大的“皇家鹿苑博物馆”、扎兰芬
围民俗文化园、小四平皇家鹿苑乡村博物馆等一批乡村旅游
项目，为丰富梅花鹿文旅产业链、开拓梅花鹿养殖新模式和增
加养殖收入开辟新的途径，以创新发展的脚步引领梅花鹿产
业跨越新高峰，开创新纪元。

东
丰
梅
花
鹿
驯
化
助
力
产
业
发
展

□
王
祺
伟

本报讯 闫
洪洋 记者 徐文
君 报 道 在 安
图县明月镇龙
泉村光伏发电
站，山坡上一排
排蓝色的光伏
板在阳光照射下源源不断地输送着
绿色能源。受益于光伏项目，脱贫户
王景富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作
为龙泉村的保洁员，王景富每年工资
4000元，是村内的公益性岗位，不仅
能满足在村务工的需求，收入也有了
很大的提高。

近年来，明月镇通过光伏扶贫项
目，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脱贫农户

“双增收”，为当地乡村振兴、民生改
善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光伏
发电可减少碳排放，既守住了青山
绿水，也让发电收益惠及更多群
众。

据介绍，光伏收益非常稳定，明
月镇每年光伏收益在 480万元左右，
全部拨付到各村用于项目分红、公益
性岗位工资和村级公益事业及村集

体积累，光伏收
益 对 各 村 设 置
就 业 性 岗 位 及
建设小型公益事
业发挥了巨大作
用，成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的最

大底气。
据了解，安图县光伏帮扶项目于

2016 年末开工建设，总投资 3.76 亿
元，2018年至 2022年全县光伏项目
累计实现发电 27240万千瓦时，实现
收益 20558 万元。项目扣除运营成
本后的收益覆盖 180个行政村，4959
个脱贫户共 8528人受益，村集体收
益全部达到10万元以上。

释放“阳光红利”

安图光伏发电助农增收

本报讯 李承儒 杨俊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时下，
正是木耳菌种植时节，记
者走进位于临江市闹枝镇
通林菌业有限公司木耳菌
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
工人正忙着拌料、打袋、搬
运，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木耳菌棒加
工、木耳种植、木耳包装销
售 于 一 体 的 企 业 ，拥 有
143 个木耳大棚，年可加
工木耳菌包 200 多万棒。
公司自落户闹枝镇后，采
取了“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方式，进一步
整合资源，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形成了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该公司目前是

我省最大的生产黑木耳菌
种和种植黑木耳的龙头企
业，产品质量好，远销省内
外。

今年，通林菌业公司
将满负荷生产，用工高峰
将达到 400 人，用工需求
大，周边村民有了就近就
业的机会。以往在冬季农
闲季节，村民有的外出打
工，普遍收入不高；有的村
民在家“猫冬”，两三个月
内没有收入。村民张玮在
菌包厂连续工作多年，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

黑木耳供不应求，为
周边农民在“家门口”提供
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就近
就地就业，让他们实现了
顾家、务工“两不误”。

冬闲人不闲
菌包生产忙

本报讯 王志鹏 王晓驰
报道 通榆县一直把乡村产
业振兴放在突出位置，立足
通榆农业资源优势和生产优
势，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为抓手，全力推进农产
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通榆县农业农村局被省
政府授予“吉林省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贡献奖先进集体”
称号。

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榆县现已培育国家级龙头
企业 3 家，省级龙头企业 8
家，市级龙头企业 15 家，县
级龙头企业13家。2022年，
申报认定 2 家省级龙头企
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1家
省级联合体、1 家市级联合
体。2022年，瞻榆镇西关村
成功申报创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3家企业被认定

为省级农业领域“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大 力 发 展 休 闲 农 业 。
2022年，通榆县向海蒙古族
乡向海村被认定为国家级美
丽休闲乡村、边昭镇佟家店
村被认定为省级美丽休闲乡
村、通榆县硕果巨丰家庭农
场晋升为省三星级示范企业
创建单位。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2022年，通榆县打造了
40个县级示范合作社典型、
培育 20 个县级家庭农场典
型、确定 10个土地规模经营
典型，充分发挥了新型经营
主体排头兵作用。

打造庭院产业。为进一
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
进产业振兴，充分发挥庭院
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作用，充分利用该县庭院
面积大的优势，努力把“小庭
院”打造成“大产业”。2022
年，发展庭院经济 27353户、
60916 亩 ，发 放 补 贴 资 金
5360 万元，实现户均收入
2500 元；打造 3 个“一乡一
业”乡镇，建设 22个“一村一
品”产业村。

打 造 杂 粮 杂 豆 产 业 。
2022 年通榆县杂粮杂豆播
种面积 195万亩，产量 44万
吨。现有鹤香、碱不落、向海
泥湾、嘉粒仓、鹤裕天香、满
榆、大段河等知名品牌。加
快推进通榆县绿港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农产品加工项目建
设，已完成投资 700万元，已
完工。实施天意公司杂粮食

品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总
投资 3000万元，目前完成投
资1600万元，预计2023年春
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的建
设投产成为通榆县杂粮杂豆
产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的开始。

打造辣椒产业。 2022
年，全县辣椒种植面积4.6万
亩，辣椒基地面积 3.2万亩。
推进瞻榆辣椒产业强镇建
设，加快实施辣椒精深加工
和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工程项
目建设，已完成投资 2500万
元，年末完工。完成通榆辣
椒吉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申报工作。

通榆：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本报讯 潘晟昱 陈偲
聪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
年来，镇赉县抢抓我省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机遇和“三双
一旅”产业发展战略，制
定出台实施意见和政策
措施，明确提出了“强基、
扩面、提质、延链、赋能”
肉牛产业发展十字方针，
2022年末全县肉牛饲养
量发展到10.08万头。同
时，镇赉县作为我省水稻
种植第一大县、玉米主产
区之一，年产秸秆在 120
万吨以上，将秸秆饲料化
可以有效保障全县肉牛
养殖产业的饲料供应，对
发展绿色循环农业具有
重要意义。截 至 目 前 ，
全县秸秆 离 田 率 已 达
80% ，2022 年 全 县 秸
秆 饲 料 化 达 40 万 吨 ，
秸 秆 饲 料 化 利 用 率 达
39%。

2022 年落户于莫莫
格蒙古族乡的镇赉县秸
牧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县
规模最大的秸秆加工招
商引资项目。在企业生
产厂区，一台台崭新的拖
拉机、打包机、搂草机等
大型机械整齐排列，一垛
垛秸秆包整齐地堆放在

原料区，生产车间内大型
加工设备隆隆作响，叉
车、装载机从原料场到加
工车间来回奔忙。企业
把从田间收集来的秸秆，
通过揉搓加工技术、秸秆
饲料压块技术、秸秆微生
物发酵贮存技术、秸秆氨
化技术等一系列技术手
段，生产出秸秆膨化饲
草、秸秆揉丝大方包、小
方包、秸秆切段大方包、
小方包等秸秆饲料。据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预计
5月初，在第二条生产线
开通之后，可以把厂区储
存的 5 万吨秸秆全部加
工为饲料。

据了解，该企业计划
在镇赉投资 5亿元，建设
50万吨农作物秸秆开发
利用项目。目前，一期项
目设计产能 10 万吨，已
达产 6 万吨。在项目二
期20万吨和三期20万吨
全部达产后，将为全县解
决就业 1500 余人，预计
利税 2500 万元。同时，
可以惠及运输业和周边
群众增收 7500 余万元，
并带动秸秆打包、运输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形
成秸秆收集、运输、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

镇赉全力推动秸秆饲料化产业发展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田汝文，坐

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街，建
筑面积:36 平方米。用途:住宅 .
房 权 证 号: 吉 房 执 杉 字 第2006080号，由母亲郑素英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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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新，坐

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街，建
筑面积:18.66 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字第2001043，由配偶高文珍继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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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田常

荣，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
街，建筑面积:36.93 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
字第 2001040，由子女宋莉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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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春、解

淑国，坐落:辉南县石道河镇大
顶子村大顶子屯，建筑面积:91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
权证辉城字第 2003977，由子女
李洪富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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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义，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双凤石顶子村
一社，建筑面积:35.7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吉房权辉双2001275号，由配偶陈秉洁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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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义，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双凤石顶子村
一社，建筑面积:42 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吉房权辉双2001358号，由配偶陈秉洁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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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王淑

杰，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
街四委，建筑面积:49.5 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吉房权辉
字第 0960017 号，由子女王桂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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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玉，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城西村五社，
建筑面积:59.5 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权证号:房权证辉城字第2007978号(回迁房屋坐落:辉南
县朝阳镇爱国街大禹城邦 1 号
楼 1 单元 302 室，面积:48.84 平
方米)由子女朱佳月和朱佳玲共
同继承该房屋，配偶孙永苹将一
半产权赠与给子女朱佳月和朱
佳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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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