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 LIN NONG CUN BAO产业亮点 ■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邹天韵2023年7月22日 星期六农村版 02
本报讯 记者 隋二龙 徐文君 报

道 7月 13日早上不到 5点，大安市
龙沼镇太平村的王天红已经在院里
鹅棚中开始忙碌，1万多只可爱的鹅
雏扑闪着小翅膀，“嘎嘎”地叫着追
向主人。

随手捧起一只鹅雏，贴在脸上，
王天红稀罕得爱不释手。一旁的

“宝贝”们争先恐后地聚拢过来想
“争宠”，连清晨第一顿“早餐”都抛
在了身后。

王天红是周边十里八村有名的
养鹅能手。2011年，丈夫关超在外
打工受伤回到家 ，两 口 子 便 琢 磨
咋 能 守 家 在 地 搞 个 新“ 来 钱 道
儿”。

“咱这草原好，以前就有不少人
家小打小闹养鹅，不行你俩也养鹅
吧！”王天红父亲的一席话点醒了梦
中人。

说干就干。王天红购买了1000
只鹅雏，经过精心侍弄，当年就挣了
3万元。

“这事成了。看起来路子选对
了，养鹅能改变咱家的命运啊！”手
攥着卖鹅钱，丈夫关超高兴地说。

经过 12年摸索，王天红掌握了
一套成熟的养鹅经验，什么时候买
进、什么时候喂药、什么时候打针防
疫、什么时候出手，心里那是一个

“门儿清”。
从1000只、5000只、1.2万只，再

到如今的2万只，王天红的养殖规模

一步步扩大。
“每只大鹅平均重量 8斤，能卖

90多元，利润 30元左右。而且家门
口总来收鹅的，不愁卖。”王天红快
言快语，分享着养鹅的幸福。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近年来，大安市积极引导带动农民
大力发展养鹅产业，充分利用全市
畜牧业发展资源，通过肉鹅养殖盘
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圈舍，实现种
植业畜牧业融合发展，鹅产业为农
村经济、农民致富开辟了一条稳定
的增收之路。

“我们龙沼镇境内草原植被丰
厚，泡沼众多，水草丰美，特别适合
放养白鹅。而且，随着政府引导，农
户对发展白鹅产业积极性也越来越
高，可以说，这条白羽产业路径+区
位特色，带富的可不仅仅是乡村本
身，对全市都是一个引领。”说起自
家优势，龙沼镇党
委书记朱福龙颇

为自豪。
“没错，咱龙沼镇白鹅无论是养

殖户数还是养殖量，占全市总量一
半还多。”龙沼镇畜牧站长于年成接
过话茬。

早上 5点 20分，太平村村西头
的海鸿牧业孵化场“老板娘”刘红英
刚送走丈夫胡海龙，便进入孵化车
间查看箱内温度。

胡海龙是海鸿牧业“当家人”，
前一天辽宁省开原市的养殖户打电
话预定了2万只鹅雏，今天凌晨4点
他便起床陆续将小鹅装进舒服的箱
货中。

“走喽！”胡海龙轻轻关上箱门，
鹅雏瞬间雀跃起来，和主人踏上了
异地之旅……

上 午
10 点 ，太

平村东侧不远处的水草充盈之地，1
万多只育肥鹅正一边享受美食，一
边畅快游泳。

“这批鹅从养殖场运回来两周
了，再有个三四天就可以出手，除去
各种费用，一只鹅少说也能挣上 20
元。”王天红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乐呵呵地算起经济账。

鹅雏从养殖场走进家门需观察
十几天，然后放养到附近的姜连
科泡子约 45 天，最后进行育肥 15
天……

成熟的养殖经验加技术，还有
大安市为解决养殖户后顾之忧推出
的“鹅保险”，为和王天红一样的

养 殖 户 赋 能 发 展 提 供 了 放 心 保
障。

“产业要向高端发力，我们积极
推进白鹅品种更新换代，目前以抗
病强、个体大、产绒高、肉质美等为
主的三花、霍三等品种，受到养殖户
一致认可。同时，在白城市、大安市
党委政府的聚力推动下，总投资近
4000万元的龙沼镇白鹅产业园这个
月就能破土动工。产业园建成后，
从羽毛清洗到烘干，从屠宰到加工
是一条龙产业链。到那时，全市 200
万只白鹅可以不用受到市场价格
影响，那咱养殖户的收益就更大
了。”朱福龙说着，眼神中透露着兴
奋。

傍晚时分，王天红夫妇开车来
到10公里外的草场查看情况，盘算
着 一 周 后 让 第 二 茬 鹅 雏 进 驻 草
场。

远处草原上，落日余晖中成群
的白鹅或悠闲吃草，或追逐亮翅，一
幅青山绿水孕白羽的乡村振兴唯美
画卷浑然天成。

草原上白羽产业带富乡村

大安白鹅向天歌

本报讯 孙婷婷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小暑时节，走进东丰县杨木林镇四
合村中药材基地，山赤芍迎风摇曳、苍
术绿意盎然，一望无际的绿海令人心
旷神怡。在一块药田里，几名农民正
在除草，虽然忙得汗流浃背，可一想到
收获，心里都喜滋滋的。

过去，四合村没有支柱产业。穷
则思变。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村两委多方学习考察，
积极开展项目引进。在上级政府和各
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村里与辽宁省某
中草药公司签订中药材种植协议，以

流转土地的方式，建成了山赤芍、藁
本、苍术、龙胆草等中药材种植基地。

2021年，村两委组织成立了四合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带动村民种植
中药材。合作社的药田在种植中药材
的同时，还间种大豆、玉米，让有限的
土地产出更大的效益。近几年，基地
先后为附近村民提供多个就业岗位，
使他们在家门口就业、顾家、增收“三
不误”。村集体经济不仅壮大了，村民
的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进入 7月，合作社种植的山赤芍

进入缤纷花季。走进基地，只见一株
株粉红、雪白、红紫的花朵竞相开
放，争相斗艳，绚丽多彩的花冠点缀
在绿叶之间，美不胜收，一派丰收的
景象。

一株株小小的中药材，不仅为四
合村农民插上了增收的翅膀，更成为
辐射带动镇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看
到四合村种植中药材获得成功，邻近
的杨木林、蛤蚂河等村的农民纷纷前
来学习中药材种植技术，带动全镇种
植中药材面积达到上千亩，加快了中
药材小镇建设进程。

四合村：打造中药材产业富村民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镇赉
县建平乡的甜瓜大量上市，一
辆辆载满甜瓜的车辆吸引了许
多外地客商前来选购。瓜香飘
到了市场边缘的道路上，过往
车辆也纷纷停下来品尝、购
买。花皮香瓜、甜宝、八里香、
华龙等多个品种满足了人们不
同的口味选择。

上午9点，平堡村胡晓月的
甜瓜地里，在翠绿硕大的枝叶
掩盖下，一个个甜瓜圆润饱
满。走到近前，浓郁的瓜香便
扑鼻而来。农户穿梭在瓜地里
选果、采摘，虽然忙得脸上挂满
了汗珠，笑容里却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当地的甜瓜均是种植多年
的成熟品种，还使用了省农科
院传授的“秘方”，那就是以哈
密瓜的根为砧木嫁接甜瓜，使
其既有爽脆多汁的香甜口感，
又解决了甜瓜重茬栽植和抗病
虫害的问题。

今年全乡甜瓜总种植面积
2000亩，平均亩产量在 5000－
7000斤左右。由于初夏高温，
甜瓜在其生长的过程中有着充足的日照，果肉
甜脆，口感好，深受消费者欢迎。

今年，瓜农利用滴灌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系
统，保证了甜瓜生长的水分和养分，实现了甜瓜
丰收。全乡的甜瓜生产、销售情况较好。瓜农
胡晓月说：“每年7月初甜瓜进入丰产期，每亩产
量基本能达到5000斤。”

近年来，建平乡在县委、县政府的引领下，
主推“甜瓜产业协会+科技示范户+种瓜户”的经
营方式，全力打造以种植、包装、批发于一体的
甜瓜特色产业，不断引领提升“镇赉甜瓜”品牌
知名度，引导更多农户种植优质高产的甜瓜品
种，推动全乡农业产业向精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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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贾梅琳 孙武
隽 记者 郭小宇 报道在白
山市江源区大阳岔镇大阳
岔村，被当地村民称为“仙
草”的灵芝，走出深山，走进
农家大棚，为当地村民撑起
了“致富伞”，同时也形成了
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村民
和村集体共同入股的发展
模式，“大阳岔灵芝孢子粉”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名
品。

大阳岔村地处长白山
余脉，山林资源丰富，昼夜
温差大，为灵芝种植提供了
优渥的自然环境。走进大
阳岔村灵芝种植基地，空气
中弥漫着淡淡的药材香气，
一朵朵灵芝肥厚有型、个头
饱满。每年 7月下旬开始，
灵芝就会进入持续 50多天
的喷粉期，这也是芝农每年
的第一个收获期。从灵芝
华盖下喷发而出的灵芝孢
子被收集、破壁加工后，就
变成灵芝孢子粉，药食两
用，市场前景非常好。收粉

后，芝农还可以同步采摘灵芝卖给周边地
区药厂，部分造型奇异的灵芝还会被制成
精美的工艺品销往各地，产品附加值极高。

经过6年的探索和发展，大阳岔丰润食
用菌合作社在灵芝种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收益稳步增长。截至目前，大阳岔村
已建灵芝大棚20栋，并注册了“大阳岔牌灵
芝孢子粉”商标，灵芝种植项目不仅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拓宽了村民增收路，也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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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眼下，辣椒已

陆续进入收获期。在公主岭市玻璃城
子镇重兴村辣椒种植基地，农户正抢
抓农时，积极开展辣椒管护工作，确保
辣椒丰产增收。

田间成片的“长虹 1号”辣椒长势
喜人，绿油油的辣椒挂满枝头，圆润饱
满。据村党支部书记汪守山介绍，辣
椒具有成本小、收益高、周期短、见效
快的优点。该村瞄准市场需求，发展
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引导鼓励群众种
植长虹 1号鲜椒，开辟出一条群众增

收的致富路。
重兴村抓住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这

一关键点，因地制宜发展高产高效特
色种植，将特色蔬菜种植作为特色产
业项目重点发展的抓手，积极引导当
地农户种植西瓜、辣椒、黄心白菜、有
机菜花、西蓝花、豌豆等“短平快”的蔬
菜品种，以短养长，积极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既丰富了“菜篮子”，又实现群众
增收致富。今年全村预计蔬菜种植面
积900亩以上，年产蔬菜约1800吨，产
值实现720万元。

重兴村着力发展特色种植

为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积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

伊通农产品销售，打造直播电商“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模式，日前，伊通第

一书记协会参与直播电商助企助农公益活动。 王伟/摄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李萍兴客多水果

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20581MA17H20P88，法 人 ：
张海龙，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
口市南湖一号二期 12#幢 102/202 号 房 ，许 可 证 编 号 ：JY12225000145307，发证日期：2020年 5月 6日，有效期至 2025
年5月5日，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李桂香，坐

落:辉南镇胜利街林苑小区 C10
号楼2单元504室，面积:65.87平
米，用途:住宅，结构:砖混，商品
房买卖合同编号:CF-2000-0171(20230719-01)。配偶刘平彩继
承该房屋，其他子女自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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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富，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八
委二组，建筑面积:136 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辉房权证
辉朝字第 0060589 号。由配偶
孙玉坤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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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胜，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卓
越家园 C18 号楼 1 单元 502 室，
建筑面积55.34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权证号:吉(2020)辉南县不
动产权第 0004834 号。由长女
谢凤艳继承该房屋。配偶杨再
琴将房屋一半所有权赠与给长
女谢凤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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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大，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八
委五组，建筑面积 58.50 平方
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
证辉朝字第 0039112 号。由长
子张成日继承该房屋。配偶白
顺姬将房屋一半所有权赠与给
长子张成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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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道恩，坐
落: 辉南县楼街乡茂盛村楼街
屯，建筑面积:二层43×2=86平方
米，用途: 住宅，吉房权证辉楼字
第 15-6-7（1）号。金英姬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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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吉林省宝圣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5073626813R 将 公 章
（编码：2201040040808）、法人章
（编码：2201052490171）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鞠斯羽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 证 书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232303199908040821，证书编号
2218104000781，申请补办。

遗失声明
刘鸿鑫于 2023年 7月 19日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230302199406266857，声 明 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