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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村屯美了，百姓富了，道路通畅，邻里和谐……如今，吉林新时代和美乡村的动人画卷已经铺展。在东丰县，

年轻的“田秀才”纷纷化身“新农人”，相继站上乡村振兴“C位”，一展所长——

乡村振兴的青年力量
□ 田蓓蕾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青春，挥洒在希望的田野上

东丰县的这几名大学生不同寻

常。他们有敢闯敢试的拼劲，更有

肯学认干的韧劲，放弃城市的优越

与繁华，走向农村、投身农业，围绕

“农”字做文章。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特

别是当前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释放

政策红利，农村磁吸效果凸显，成为

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这几名有为

青年选择回农村创业，不仅有利于

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乡村振兴大局。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土

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农业智慧化

步伐日益加快，也为广大青年投身

和美乡村提供一条“新赛道”！

蹲点笔记

短评：

本版摄影：夏景明

王恩宇怀抱小鹿幸福满满 孔一的新品种树苗发出嫩芽 王鹏贺给散养野猪喂食

张家新在瓜棚里与村民交流张家新在瓜棚里与村民交流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永堂，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七
委一组，建筑面积:30.72 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辉朝字
第 0004865 号，由子女张继民
继承该房屋，配偶李桂荣将房
屋一半所有权赠与子女张继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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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军，坐

落:样子哨镇河北村，用途:住
宅，建筑面积:60.9 平方米，丘
号:1:3:5幢号 32-1，房屋所有权
证 号: 辉 房 权 证 辉 朝 字 第
2000746号。丁雪继承该房屋，
其他相关继承人自愿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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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
公告

辉南县样子哨镇自然资源站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郭书贞、董

彦涛，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爱国街五委三组，建筑面积:
31.4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证
辉朝字第 0003158号。由女儿
董平建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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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贞、董

彦涛，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爱国街五委三组，建筑面积:
24.42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辉朝字第 0030420号。由女
儿董平建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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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刘德文、陈

正芹，坐落:辉南县朝阳镇新民
街，建筑面积:92.88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
字第2000754号，由长子刘建民
继承该房屋，配偶陈正芹一半
继承权赠与给长子刘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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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玉，坐

落：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金川
屯，建筑面积：77平方米 用途：
住宅，结构：砖混，吉房权证辉
金字第 1-81-84号。郑秀苹继
承该房屋，子女宋宏琳自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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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青年先行。
新时代带来的新实践赋予了

广大青年新的时代使命，东丰县
的大学生看准农村机遇，纷纷下
乡围绕乡村创业，用智力、活力、
创造力，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好
蓝图。

不当警官当不当警官当““鹿官鹿官””

干出名堂众人服干出名堂众人服

记者来到大阳镇宝山村五组，
只见一栋栋鹿舍依山而建。鹿舍里
的梅花鹿好奇地向外张望，小鹿蹦
蹦跳跳，呆萌可爱。这里是大学生
王恩宇创办的家庭养鹿场。

王恩宇曾是一名警官。2011
年，长春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考入沈
阳公安部门工作，一身庄严的警服
令左邻右舍啧啧称赞。

2016年，王恩宇做出一个让人
费解的决定——回乡创办鹿场。他
向养鹿能手求教，与邻村几名养鹿
大学生讨论，积极参加各种养鹿培
训班，很快由“门外汉”变成“行家里
手”。随着经验不断丰富，也迎来鹿
业好行情，一年仅卖小鹿就收入 30
多万元。就这样，挣到钱再投入，再
挣钱再投入，几年间，梅花鹿最多达
到 200多头，目前存栏 180头，成为
远近闻名的养鹿大户。

“我现在一年收入确实不少，但
目标可不只是挣钱，带动更多年轻人
返乡创业，才是我的心愿。”交谈中，
王恩宇把目光投向自己的鹿舍。那
里，梅花鹿正悠闲地散步。

新理念淘汰旧管理新理念淘汰旧管理

老果园带出新农人老果园带出新农人

立夏，记者走进小四平镇永胜
村三组，漫山遍野的果树上开满朵
朵白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迷
人。这是大学生孔一经营的多种樱
桃小苹果果园。

以前，这个果园是由孔一父母
经营，一直是粗放式管理，成本高、
效益低。

孔一从桂林旅游学院毕业后，
多年在外打拼，掌握了创业本领。
2021年，孔一放弃自己的事业，毅然
返乡帮助父母经营果园。她回来
后，第一件事是将原有的老品种果

树淘汰，引进香妃海棠、紫玫瑰等新
品种8000余棵，打差异化牌，成为全
国较大的多种樱桃小苹果基地。第
二件事，改变即产即销方式，投资20
多万元建冷库，延长果品货架期，使
果品每斤增值一倍。第三件事，利
用无人机实现现代化管理。第四件
事，利用网络直播打开销售渠道。

“四板斧”使传统果园得到升
级，产量、价格比原来翻了几倍。目
前，孔一心心念念的就是把果园打
造成农文旅融合的现代家庭农场。
这些理念和做法，让远近的乡邻纷
纷效仿，带出一批新农人。

用用2020头小猪创业头小猪创业

野猪卖出野猪卖出““金猪金猪””钱钱

黄河镇誉琪养殖场坐落在新
合村的一个山沟里。在山上茂密
的树荫下，不时能看到成群结伴的
野猪，有的野猪还带着一群野猪崽
嬉戏玩耍。山下猪舍里也养满了
黑猪。

与这些野猪、家猪为伴的人叫
王鹏贺。

王鹏贺在长春光华学院毕业后
就职于长春市兴业银行。2017年，
回乡并以父亲承包的一片荒山为创
业基础，买来 20头小猪，发展养殖
业。后来发现黑猪和黑野猪市场走
俏，他就在饲养繁殖这两种猪上下
功夫。目前，野猪和家猪共有 200
多头。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王鹏贺利
用网络直播带货，每天上山让自家
野猪、黑猪和网友“见面”，吸引了不
少粉丝下单购买。一斤黑野猪肉卖
到 20多元，每头黑野猪四五百斤，
能卖到1万多元，卖出了“金猪”价。

虽然市场起起伏伏，但王鹏贺
平均年收入也有 20多万元。为了
节省开销，猪场所有的活他都自己
干，“在城市没有大本钱咋创业，在
农村创业虽然苦点累点，但小本就
能挣大钱。”王鹏贺笑着说。

看准农村老龄化看准农村老龄化

一心推广机械化一心推广机械化

“大家看，今天是风力 6 级瞬
间 可 以 达 到 8 级 的 风 沙 天 气 。
这块秸秆全量还田覆盖的地刚

进行过条耕作业。大家质疑春
季 风 大 ，秸 秆 会 对 播 种 造 成 影
响，但我们看到的这块干净平整
的区域就是春耕播种区域，对免
耕机播种是没有影响的。”打开
沙河镇盈仓村高广勇的朋友圈，
类似这样推广免耕作业的视频很
多。

高 广 勇 在 长 春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毕 业 后 ，曾 在 省 城 里 从 事 过
食 品 加 工 、空 调 安 装 等 多 种 职
业。

黑 土 地 保 护“ 梨 树 模 式 ”引
起了高广勇的注意。随后，高广
勇对黑土地保护进行深入研究。
他 认 为 ，保 护 性 耕 作 是 大 势 所
趋，于是，他带着一整套保护性
耕作农机具，向有经验的 人“ 拜
师学艺”，组建一支团队专门为
乡邻代耕代种，成为保护性耕作
经纪人。目前，除了自己耕种 100
多亩土地外，还为其他农户代耕
代种 300余亩。

“我打算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合
作，全程托管村民土地，把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事业做大。”高广勇话语中
充满力量。

放弃省城好生活放弃省城好生活

抓住机遇搏一搏抓住机遇搏一搏

来到沙河镇礼义村，一排排标
准化温室大棚映入眼帘，棚里香瓜、
草莓、黄瓜长势正旺……大学生张
家新创办的聚鑫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派生机。

张家新从长春建筑学院毕业后
在长春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并当
上总经理助理，后从事物流行业，月
薪 1万多元，一家人在省城小日子
过得很不错。

2016年，张家新来到礼义村创
业，办起了种植合作社。由于追求
绿色无公害，合作社草莓、香瓜等
产品品质明显好于市场上的同类
产品，常常在家门口就被抢购一
空。40多人在合作社打工，150多
人打短工，村民守家在地便可增加
收入。

“别管城市还是农村，带着村民
挣到钱比啥都强。我这 18栋暖棚
总投资 1000多万元，现在，正是投
资农村的大好时机，一定要抓住机
遇搏一搏。”张家新的话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