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昭镇五井子村边昭镇五井子村，，合作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合作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小菌菇撑小菌菇撑

起起““致富伞致富伞””————

五井子村探五井子村探““新路新路””

车辆行驶在什花
道乡曙光村的林荫小
路上，两侧花儿开得
正艳，干净整洁的庭
院里，蔬菜翠绿、瓜果
飘香……

每年 7 月初至 9
月中旬，曙光村的香
瓜便迎来了采摘销售
旺季。

7月24日7点，曙
光村太平屯东侧香瓜
地 里 。 露 水 还 未 消
退，黄家窝堡屯村民
张会芳就带着60多名
村民开启了一天忙碌
的“香瓜”生活。

摘瓜、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人来车往，
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一系列有序作业，成箱
的香瓜被搬上箱式货车，发往北京、上海、南
京、郑州、石家庄等各大城市。

蔡起是曙光村有名的种瓜能手，农闲
时，附近村屯村民都在他的瓜地打工。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一起才算富。53
岁的蔡起种植香瓜已有 25年，他免费传授
种瓜技术给周边村屯 24户村民，带领大家
抱团发展香瓜产业，如今已种植香瓜 100公
顷。

“我在蔡老师瓜地干活5年多了，农闲时
就来打零工，育苗、摆块、点籽、覆土、出苗、
移栽、下瓜，从种到售全程参与，一年能挣 2
万多元，轻松不累还能照顾家。”张会芳相当
满足。

通过几年打工和学习，今年张会芳尝试
种了一公顷香瓜，都已经卖出，挣了 7万多
元。

香瓜富了百姓口袋，曙光村并未就此满
足现状。

“我们曙光村打的是香瓜特色牌，作为
集体经济重要一环的香瓜产业，因销售区域
广、信誉佳，村民在发展香瓜产业过程中尝
到了甜头，所以种植积极性特别高。眼下，
我们还探索发展棚膜经济，推进 4公顷温室
大棚建设，四季采摘园持续为村集体经济输
血；谋划建设 20公顷香瓜大棚、继续推进大
田香瓜种植，实现规模经营、绿色发展，打造
棚膜经济与休闲观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带
动就业促增收，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曙
光村党支部书记蔡琳娜细数产业方向，侃侃
而谈。

随着乡村游日益火爆，曙光村以距离县
城近的独特优势，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深入
发掘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和多重
价值，依托700年古榆树，打造出“德喜神榆”
旅游景点和曙光村民俗博物馆。

“我们通过节日活动，放大节庆效应，在
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开展踏青、祈
福，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同时，村里不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探索出沉浸式体验的乡村
近郊游之路，让小庭院发挥大作用。”蔡琳娜
补充道。

这两年，曙光村村民尹文秀日子越过越
红火：“没想到我们也能吃上‘旅游饭’，咱农
家院的绿色蔬菜、瓜果梨桃和家养的小笨
鸡，都可以卖给游客，一年增加不少收入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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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肉牛养殖壮大村集体经济肉牛养殖壮大村集体经济，，庭院经济造庭院经济造

就致富就致富““好钱景好钱景””————

复兴村里看振兴复兴村里看振兴

花鲜荷青沃野风，西部美景惹人
醉。

盛夏，行进在鹤乡通榆，河湖互
济、草茂粮丰、水碧天蓝，八百里瀚海
振兴之势正劲。

曾经的深度贫困县，强村富民如
何激发活力走出新路？小村庄怎样脱
胎换骨迸发大能量？

如今，通榆县依托土地托管、特色
产业激活村集体经济“一池春水”，新
乡村、新面貌、新生活的魅力画卷已徐
徐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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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通榆县乡村振兴密码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侯春强

大暑刚过，万物竞秀。
在边昭镇五井子村柳树营子屯复

垦地，成片的玉米绿叶葳蕤、颀长的秸
秆怀抱着丰腴的果实随风摇曳；一簇簇
花生沐阳而生，孕育着地下成串的“金
豆”；谷子长势喜人，即将迎来硕谷满枝
头……

这道乡村亮丽风景，描绘出五井子
村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动人
篇章。

“今年我们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复垦
地等方式，开始逐步探索向多元化、规模
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收入显著增加。村民种植玉米所需的种
子、肥料、技术指导全部由村里协调‘新
洋丰’公司提供，不仅种庄稼不用投资，
还可以拿租金挣‘工资’，生活真是越来
越好了。”边昭镇党委副书记兼五井子村
党支部书记王化坤告诉记者。

2022年初，针对如何发展村集体经
济、盘活复垦土地资源，让土地活起来，
让村民富起来等亟待发展问题，五井子
驻村第一书记张津崎和驻村队员跑遍了
村里所有田地，与村两委大会小会开了
10几次，研究确定了“党建引领发展、部
分试点先行、辐射带动提升、全村实施推

广”的总体思路。
决定依托通榆科技小院，成立通榆

县禾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党建
引领+科技小院+合作社+龙头企业+党
员+农户”的工作新模式，通过以“股”连
心、连利、连责，将通榆科技小院、村集体
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

“去年合作社分红，我家分了 4500
元，基本上一年吃喝够了，现在合作社只
要有活我都来，乐乐呵呵就把活干了，一
天能赚不少积分呢！”村民周佳孝分享着
自己的幸福。

7 月 25 日临近中午，五井子乡村
振 兴 就 业 帮 扶 车 间“ 启 航 水 果 蔬 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几栋大棚正空闲
着。

“这几栋大棚之前种的是羊肚菌，前
段时间刚刚卖掉第一茬，现在是‘倒茬’
期间，过段日子开种第二茬，元旦、春节
期间成熟，那时候正好能卖个好价钱。”
王化坤自信满满。

羊肚菌冬种春收，具有生长周期
短、产量高等特性，村民充分利用“冬闲
棚”资源，三四月份完成羊肚菌种植、采
收。分季节错峰生产的种植方式进一
步壮大了大棚经济，让老百姓增收“不

断档”。
小菌菇撑起了“致

富伞”，还带动了就业，
周边村屯的剩余劳动
力被组织进棚采摘。

“咱祖祖辈辈没搞过菌
菇种植，这东西又格外
稀奇，谁能想到不起眼
的小蘑菇这么赚钱。”
眼瞅着自己种植的稀
罕物变为城里百姓餐
桌上的“金贵菜”，村民
格外开心。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革命街一

委五组王庆祥（已死亡）的房屋
所有权证，产权证号:4015，面积:
52.1平方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
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无异议，将
予以补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康永富，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六
委一组，建筑面积:30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辉朝
字第 0011245 号。由配偶高淑
荣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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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山，房

屋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
街，建筑面积:29.94 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
字第 020001674 号。由配偶马
俊香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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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遗失补发公告
土地使用权人:张海玉，坐

落:辉南镇解放街 5 委 32 组，权
属性质:国有，使用权面积:200
平方米 ，土地证号:辉国用(96)字
第 23022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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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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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奎、韩淑

美，坐落:辉南镇胜利街林苑小
区 B12 号楼 1 单元 302 室，建筑
面积:62.26 平方米，用途:住宅，
结构:混合，不动产权证编号:直
(2021) 辉 南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16025号。配偶吴奎继承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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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生、刘

国芬，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工农街四委二组 ，建筑面积:
26.88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号:房权证辉朝字第 0006337
号。由五子马志勇继承该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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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京 君（男 ，身 份 证 号

222424197408280251）遗失残疾
军人证，编号：吉军H002364，因
公九级，声明作废。

●全县172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村村超百万 ●由深度贫困县一跃成为乡村振兴先进县 ●从村集体经济角度，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

走进向海蒙古族乡复兴肉牛
养殖园区，透过监控视频，一头头
膘肥体壮的高品质成年母牛正在
悠闲地吃着秸秆食品，新出生的小
牛活泼可爱。

依托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
头肉牛建设工程，复兴村敏锐捕捉
到发展契机，现代化肉牛养殖园区
应时而生。

据了解，项目建设总面积24万
平方米，共有15个村采取每村贷款
200万元、光伏资金补贴 1167万元
的方式入股，由乡政府牵头成立了
向海蒙古族乡福兴农牧业合作社

联合社，负责园区日常运营，合作
社由乡政府代管。

“园区现存栏海福特、西门塔
尔等肉牛2800多头。5年内园区运
营及收益归合作社所有，5年后园
区负责还清贷款，每个村净剩 100
头牛，以此壮大各村集体收入。咱
这里有职工 23人，都来自复兴村，
人均工资还不低呢。”复兴肉牛养
殖园区厂长助理杨懿兴致勃勃地
介绍。

“园区成立，俺们两口子就到
牛场当了工人，每人月工资4000多
元，能在家门口打工赚钱，上哪找

这好事呀！”村
民冯宝军表达
着自己的获得
感。

养殖园区
背后，成片的
玉 米 生 机 蓬
勃，这是村里

流转给农夫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
的土地。

从种子、化肥采购到播种管理
直至收获归仓，为保证老百姓得到
真实惠，村民和合作社签订了托管
合同，农户经营风险降低了，农民
在成为“甩手掌柜”的同时，还腾出
身打工再挣一份“工资”。

冯宝军掰着手指向记者算了
笔“幸福账”：“我和老伴在牛场打
工一年咋也能挣 10万元左右。家
里5公顷多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社，
收入也能有6万多元。”

“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老百姓

心气足了、生活好了。”冯宝军由衷
地感慨。

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和
部分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前提下，
村里将485公顷土地的农业生产环
节托管给农夫大田合作社。

“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一
年一公顷流转土地承包费8000元，
加上4000元保底分红，农民每公顷
土地收入达 1.2万元；184户种植户
发展庭院经济，栽植辣椒 11.79 万
平方米；引进中草
药种植，选取 5 户
农户示范种植板蓝
根 9亩……今年村
集体收入有望突破
120万元。”35岁的
复兴村党支部书记
孙宏良，介绍起村
里发展路径十分自
豪。

一 场 阵 雨 过

后，前复兴屯村民李瑞辉在后院辣
椒地忙着锄草。一垄垄线椒枝繁
叶茂，白色的小花挂满枝头，成串
的辣椒嫩生生、胖乎乎地点缀其
间，收获在望。

“ 我 这 园 子 1 亩 1 分 地 ，从
2022 年开始种辣椒，村里帮着签
订单，还给发放种植补贴，去年收
入 8000 元，比种玉米多挣了好几
倍！”李瑞辉黝黑的脸上满是灿
烂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