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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遗失补发公告
土地使用权人:张举坤，坐

落:辉南镇解放街，权属性质:集
体，使用权面积:123.90平方米，
土 地 证 号: 辉 集 建 (96) 第23022627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遗失，现公告声明作废。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规定，予以遗失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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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注销原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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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武(赵成
武)，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
国街五委一组，建筑面积:58.10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屋证号:房
权证辉朝字第 0005029号，由长
子赵庆辉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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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武(赵成
武)，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
国街五委一组，建筑面积:28.35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屋证号:房
权证辉朝字第 0005027 号，由长
子赵庆辉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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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桂兰，房屋
坐落:辉南县朝阳镇星华家园A4
号楼 2 单元，建筑面积:41.84 平
方米，用途:住宅，房屋证号:辉房
权证辉朝字第 0059526 号，次女
李红霞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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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一五个工作日内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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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武，房屋
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和平街五
委，建筑面积:45 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屋证号:吉房权辉字第/号，
由配偶刘毓臻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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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财，房屋
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建筑面
积:30 平方米，用途:住宅，无照
房。回迁后房屋坐落:民乐宜居9号楼4单元410室，回迁后建筑
面积:60.19 平方米，用途:住宅，
由配偶刘殿芹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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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吉林省唯乐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桃花源分公司将法人
章李洪杰（编码 2201033005772）
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唯乐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超然街分公司将法人
章李洪杰（编码 2201033005772）
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唯乐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南部新城分公司将法
人 章 李 洪 杰 （ 编 码2201033005772）丢失，声明作
废。

声明
李贵军将吉林省地王职业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保证
金 37625.43 元 （ 收 据 号00001781） 、物 管 费 保 证 金6975.80 元（收据号 00002817）、
质量保证金 10000.00元（收据号00002848）、POS 机押金 945.92
元（收据号 00003278）、POS机押
金 254.08 元（收据号 00003279）
票据丢失，声明作废，收据原件
持有人及第三方持有人无权再
次向商管公司申请退还此笔款
项。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李
贵军承担。

7月11日，进入“头伏”第一天。
从长春沿省道 106 出发，淅淅

沥沥的小雨一路追随，透着丝丝清
凉。

走进农安县烧锅镇新城村七社
“棚稼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蓄热
节能日光温室大棚里西红柿长势喜
人，碧绿的藤蔓不断向上伸展腰身，
一串串西红柿点缀期间，在优越的
环境里惬意生长，向往成熟。

棚膜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十里八
村的农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当
地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活力。

上午 9时，村民唐秀珍和几名
同村姐妹一起，将刚刚摘下的西红
柿进行修整、摆放、称重、装箱，忙碌
中带着幸福的微笑。

“我们从温室大棚建成起，一年
四季就开始在这干活，主要负责育
苗、秧苗修剪、整理和果实采摘，工
资按小时结算，一小时 15元，一个
月能挣 4000多元，既能照顾家，收
入也不少。”对于守家在地就能挣到
钱，唐秀珍十分知足。

一亩大棚十亩田。在农业大省
吉林，近几年棚膜经济发展迅猛，形
式多样的温室大棚不仅改变了传统
的耕作习惯，也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创造了条件。

“春种夏管秋收冬闲”，曾经是
和唐秀珍一样的农民传统生活写
照。如今，暖棚蔬菜种植一改农闲
时节“猫冬”的旧习俗。

谈及生活的变化，唐秀珍说要
感谢吉林省艺道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陈殿奎，是他研发的温室暖棚项
目，让我们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
赚。

在“棚稼衣”产业基地，陈殿奎
正指挥工人切钢材、焊钢架、建钢
棚……

谈起现在的成功，陈殿奎感慨
万千。之前一直从事建筑领域的工
作，收入不菲。2007 年，他决定自
己创业。

陈殿奎发现，他研发的建筑新
材料的边角余料，恰巧可以用作加
工温室大棚后墙板。就这样，从建
筑领域跨界来到温室大棚领域。

“创业初期那几年赔光了以前
的所有积蓄，妻子每月的工资也被
我填进去了。但她一直毫无怨言地
支持我，否则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好在经过了 14年的艰辛历程，终于
成了。”陈殿奎欣慰地说道，眼神中
露出对妻子的无限爱意。

众所周知，温室大棚并不是一
个新鲜产物，目前技术已经相对成
熟。但是，陈殿奎是个实诚人，随着
对行业的深入了解，他发现传统温
室大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技术问
题，于是，走上了边生产边研发的道
路。

陈殿奎的研发过程可谓一波三
折，他带领研发团队一次次试验，又
一次次失败，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想
过放弃。

直到 2020年，陈殿奎接触到一
种新型材料，令他眼前顿时一亮，感
觉找到了新型“保温被”研发的切入
点。

经过与团队成员反复打磨，一
款专利“隔湿透光保温被”成功面
世。“样品试用的时候，我发现在棉
被覆盖后，大棚里能正常看书，当时
兴奋得一夜没合眼。”陈殿奎看似轻

描淡写地描述，眼里却透着光。
为了验证保温效果，陈殿奎找

到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由专业实
验室做对比实验。最终数据显示，
陈殿奎研发的这款“隔湿透光保温
被”相较传统保温被保温性能提升
了整整一倍。

紧接着，陈殿奎又请来长春光
机所的相关专家测试透光率，测试
结果显示，全谱系光均能通过，其中
强光通过率为 16%，弱光通过率为
30%。透光率的提升，为植物进行
光合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且能
有效促进作物生长。

经过不断完善，“隔湿透光保温

被”于 2021年投入市场，现已被成
熟应用。

这个集“会赚钱、会解忧、会呼
吸、会增光、会发热、会环保、爱土
地”的日光温室，得到了用户广泛追
捧。

如何逃离“菜周期”？陈殿奎认
为只有让蔬菜生产摆脱季节特别是
低温的限制，实现四季全自由生长、
错时上市，才能在产业振兴中更好
带动村民致富。

2022 年，陈殿奎团队研发的
“棚稼衣品牌——寒区 1号·蓄热节
能日光温室”，取得了寒区温室革命
性跨越，实现了在零下 30℃极寒天

气，不用煤电供暖，温室内就能达到
零上 15℃以上的行业壮举，打破了
几十年来一直制约寒区温室发展的
温度壁垒，真正实现寒区冬季的零
碳反季种植。

通过专利水蓄热系统、专利隔
湿透光保温被、专利智慧控制系统、
专利通风系统等项技术的实践应
用，激活了传统温室里程碑式的迭
新换代。

为了让农户减少人力和成本投
入，陈殿奎不断为温室大棚添加科
技元素。

他设计了一整套自动化智能控
制系统。“作物生长需要通风，但是

冬季一旦通风就会让室内温度过
低；不通风，正午时分又会使室内温
度过高，影响作物生长。”陈殿奎说，
传统温室大棚很难让通风和温度达
到平衡。而自己研制的温室大棚，
在棚的最高点加开了一排顶部天
窗。智能管理系统可以自动调节室
内温度，一旦室内温度过高，天窗自
动打开，室内外空气交换；室温达到
设定的适宜温度，所有窗口自动闭
合，完美解决了通风和温度难题。

不仅如此，改良后的温室大棚，
可以自动收放保温被、自动通风、自
动采集温湿度等数据，农户甚至可
以通过手机进行实时监控、一键操
作、远程控制、精准管理，十分便
捷。每一个细微处设计，都体现了
陈殿奎的用心用情，真正想到农民
心坎上。

“改进后的温室大棚，解决了
植物对光、温、气的需求，可以促进
农作物生长，除了提高产量，还能
实现农产品反季种植、四季生产，
赶上市场行情，最大限度促进农民
增收，助力寒区农户实现‘春节开
园，三倍赚钱’的致富梦。”平时不
善言谈的陈殿奎，说起自己的“杰
作”滔滔不绝。

温室大棚可以让东北的农户在
冬季种植农作物，增加经济收入。

为此，陈殿奎算了一笔账：一栋
标准温室大棚面积大概在 500-
1000 平方米，仅一栋大棚作物，就
可以创收3-6万元，对于农户来说，
这可是看得见的实惠。

2020年，艺道科技有限公司获
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公
司研发新产品“棚稼衣——寒区 1
号·蓄热节能日光温室”，得到吉林
省重大研发项目科技创新项目资金
扶持50万元。

研发的脚步不曾停歇。陈殿
奎还联合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
学、吉林省农科院专家、教授获温
室（大棚）领域专利近 30 项，不断
针对行业及客户切实痛点，攻克寒
区温室技术壁垒，目前在河北省阜
平老香菇工程 2000余栋、通辽市开
鲁县大榆树镇设施农业小区建设
项目 10 栋，我省公主岭稻鱼科技
小院养殖稻田虾、松原菜篮子示范
基地“水果西红柿”、靖宇蓝莓生产
示范基地“绿色蓝莓”、辽源花卉生
产基地“四季花卉”、抚松草莓种植
项目“生态草莓”等地已形成遍地
开花之势。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发展
现代设施农业作出部署，要求“实施
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作为农
业现代化重要标志的设施农业，对
构建我国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着
重大意义。

陈殿奎通过温室大棚，不断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民发展温
室大棚种植，以产业化、规模化的发
展模式提高效益、守好“菜篮子”，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把农闲时间
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农忙时间，实现
了农民“四季有事做、全年有效益”
的美好愿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陈殿奎通过他的蓄热节能日光温
室，打造出冰天雪地里的15℃春（户
外零下30℃，不用供暖，棚内最低零
上15℃），由此握住了开启乡村振兴
的“金钥匙”。

致力温室大棚研发 奏响乡村振兴之歌

冰天雪地里的15℃春是这样打造的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