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延吉市抢抓人参
产业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
赋，推广标准化种植，推进规
范化基地建设，加强种质资源
保护，做大做强产业链，推动
人参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

走进位于国营八道林场
的延边参行天下中药材种植
基地，一棵棵人参傲然直立，
一穗穗参籽颗粒饱满，长势喜
人。据种植基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丹介绍，现在所处的
位置是2020年种植的林班，植
被被保护得很好，能够涵养水
土，为生态带来很多益处。

人参好是产业发展的基

础，好人参则源自优良的土壤
和高标准的种植管理技术。
延边参行天下中药材种植基
地有限公司以野山参标准化
种植、人参种质资源保护及良
种繁育推广为一体，是全省最
具规模的野山参标准化种植
基地，面积达2万亩。

为从源头和资源上推进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高
品质人参应用，今年上半年，
参行天下成功获批“国家长白
山人参种质资源保护标准化
示范区”，将建设长白山人参
种质资源圃20亩以上，建设完
成1万亩以上示范区。目前已
收集圆膀圆芦、长脖细芦等 6

个长白山人参品种。
“我们通过选育筛选出来

的品种，再进行种植，希望能
从源头，从种植端产出高品质
的吉林人参，然后以这种吉林
人参来进行后续的加工销售，
带动我省人参产业高品质发
展。”刘丹说。

多年来，延吉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人参产业发展，坚
持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人参龙
头企业，着力创建人参产业集
群。韩正人参深加工、可喜安
红参科技产业园区、檀君药业
人参特色产业园基础设施等
重点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延吉

市人参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
申报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
区。延边鹏程人参交易市场
进入试营业。

今年上半年，吉林韩正、
敖东酵素等企业被认定为省

“专精特新”企业。人参产品
覆盖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
品等多个领域，以红参浸膏、
人参蜜制片、人参酵素饮料及
活性人参系列产品等为代表
的系列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显
著提高。最新数据显示，延吉
市人参全产业链总产值已突
破 4亿元，切实为我省打造千
亿 级 人 参 优 势 产 业 赋 能 添
彩。（延吉市委宣传部供稿）

延吉人参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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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瓜田飘
香，已有 70 年种植香瓜
历史的白山市江源区大
石人镇红石村今年种植
的香瓜又喜获丰收，为当
地瓜农带来可观的经济
效益。

走进红石村，只见一
排排翠绿的瓜藤顺势而
长，一串串饱满、香气扑
鼻的香瓜挂满瓜藤，村民
穿梭在瓜地里，精挑细
选，忙着采摘。放眼望
去，一派喜人的丰收景
象。

村民委员会委员王
玉明告诉记者：“我们村
这几年加大力度发展香
瓜产业，农户注重提升生
产技术，镇农科站工作人
员定期到田间地头进行
科技指导，帮助引进新
品种，让村民的种植技
术不断提升，收入逐年
增加。”

秉承绿色种植发展
理念，红石村香瓜在种植
过程中不添加膨大素等
生长药剂，不添加化学
肥料，产出的香瓜品质

优良、口感脆甜、香味浓
郁，深受消费者喜爱。

红石村依托香瓜种
植优势，扩规模、调结构、
兴产业，把香瓜产业作为
富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
的特色产业来打造。该
村现有香瓜种植面积 28
亩，年产量 3 万斤，当地
许多村民都是出名的“种
瓜能手”。通过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和科学的田
间管理，红石村种植的香
瓜品质高、口感好，得到
了市场广泛认可。

为了更好地销售香
瓜，红石村又投资 27 万
元建立了红石瓜果亭进
行销售。目前，村里种植
的甜瓜主要是“糖王”和

“唯一”两个品种，甜度
高、口感好、耐储运，一经
上市就收获一大批忠实
的“吃瓜群众”。

“ 听说红石香瓜好
吃，专程过来买了 100多
斤，拿回去给亲朋好友分
一分，过几天我们再来
买。”外地顾客王玉翔笑
着说。

“小香瓜”拓宽致富路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近年来，梨树县立足自身产业
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
抓好玉米、肉牛、肉鸡、生猪和现代
绿色蔬菜基地“4+1”全产业链建设，
把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

基于多年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
的积极成果，梨树县创建全国百万
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和绿色稻米生产基地，实施统
一优良品种、统一生产操作规程、统
一投入品供应和使用、统一田间管
理、统一收获的“五统一”管理模式，
基地绿色农产品产量已占到全县产
量的三分之一。

在优质玉米种植基础加持下，
建设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
富民种业等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发展壮大，研发符合梨树特点的玉
米新品种；引进省级龙头企业吉林
海峡食品有限公司，目前 2万吨速
冻玉米系列食品加工项目已投产达

效，涌现出一批以梨树县富邦智慧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鲜食玉
米加工企业，为解决“种原粮卖原
粮”探索出“梨树道路”。

大力实施“秸秆变肉”工程，采
用小规模大群体养殖模式推动肉牛
饲养量高速提升，截至 7月末，全县
肉牛饲养量达到 54.7万头，同比增
长49.8%。全县肉牛养殖户达到2.8
万户，肉牛存栏万头大镇 15个，千
头肉牛大村 120个，50头以上肉牛
养殖大户 601家。创新“合作社+养
牛”模式，中安堡、孙家屯两个地块4
家合作社已入驻，目前合计肉牛存
栏1400余头。

实施梨树县肉牛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区建设项目，利用专项债资
金 1.2 亿元，在
十家堡镇太阳

沟村建设万头肉牛场，现完成圈舍
建设8栋，引进肉牛500余头。为补
齐产业短板，实施梨树县肉牛屠宰
加工项目，投资2.09亿元，年屠宰肉
牛能力可达到 10万头，现已开工建
设，预计年底完工。

四平耘垦牧业有限公司在梨开
区投产运营年孵化 7500 万只肉鸡
孵化场，在刘家馆子、沈洋和孤家子
3个乡镇共建有 8家每批次 30余万
只肉鸡规模养殖场，同时在孤家子
镇建有年屠宰 2400 万只肉鸡屠宰
厂，带动地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禽蛋产业发展迅猛，蛋鸡饲养量稳
定在300万只以
上，年禽蛋产量

达到近 7万吨，特别是梨树县牧丰
养殖场 100万只蛋鸡饲养为代表，
已实现上游饲料、中游养殖、下游蛋
品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

全县生猪存栏 85万头，梨树白
猪享誉全国，获得国家级地理标志，
全县生猪屠宰企业共 21家，年屠宰
量 50余万头。榆树台镇浩丰生猪
交易市场东北规模最大，每年外运
生猪 100余万头，主要运往浙江、上
海等地。谋划依托特驱集团开展百
村百万头生猪项目，对全县能繁母

猪存栏20头以上或育肥猪300头以
上养殖户进行改造升级，采取“公
司+合作社”模式发展生猪全产业
链，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梨树县是我省重要的“菜篮子”
生产基地，素有“南有寿光、北有梨
树”之称，近年来，梨树县大力发展
棚膜经济，逐步形成了以梨树镇、喇
嘛甸镇为中心，辐射 24个村的棚膜
经济发展新格局，共建设有 30亩以
上规模园区 32个，标准化育苗基地
2个，全县棚膜总量达到 3.15万栋，
面积超 4 万亩，年产蔬菜水果 36.7
万吨，产值 17.7 亿元。2022年 3月
实施梨树县棚膜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区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 20.5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 28栋温室
大棚和玻璃温室建设，并已投入
使用。

梨树打造富民强县“4+1”全产业链
□ 李猛 本报记者 侯春强

金风送爽，大地溢彩，五
谷飘香。走进辉南县辉发城
镇蛟河村香菇产业基地的种
植大棚，浓浓的菇香扑面而
来，一个个菌棒整齐排列在架
子上，一朵朵香菇如出水芙蓉
般鲜嫩，传递出丰产的信息。

基地负责人于瑞平说：
“今年扩建了30栋香菇大棚，
年产量可达 1200吨，年底给
脱贫户分红就有3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探索
实践，辉发城镇因地制宜谋
划，打造出了自己的香菇特
色产业，吸引了众多农户加
入到种菇行列，以强大的产
业效能，拉动了镇域经济发
展。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辉南县确立“产业兴、乡村
美、农民富”发展目标，充分
利用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
优势，深耕高质高效产业，打
造特色产品品牌，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

走进样子哨镇辉南孔雀
岭野山参基地，一株株林下
参在密林下静静的生长。天
赐福林下参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宫晓帆正在认真地查
看林下参长势，他告诉记者，
种植林下野山参是投资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但年
头越长价格越高。

辉南县已有 60年的人参栽培经验，人参种植
文化浓厚，曾被授予“中国野山参之乡”称号。目
前，全县栽植中药材品种主要有林下参、非林地参
（农田参）、贝母、天麻、五味子等，总面积达到 7万
亩。为了实现产业化发展，该县致力于打造绿色无
公害野山参生产加工产业带，建立全国最大的野山
参科研、种植、加工和物流基地，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带动了一大批制药企业蓬勃发展。

在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同时，全县大力发展林果
产业。其中，以辉发城富强村为代表的大榛子产业
持续向好，分别在辉发城镇、楼街乡、抚民镇、辉南
镇、石道河镇建立榛子示范基地 5个，栽植面积达
到1万亩。

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该县充分发挥域
内旅游资源众多的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发展特色
观光农业，建设了占地1000余亩的样子哨镇“百花
谷”旅游打卡地。

盛夏时节的“百花谷”五彩斑斓，馨香四溢，宛
若人间仙境。远远望去，连片的芍药、月季等花朵
竞相盛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也擦亮了样
子哨镇“春赏花、夏避暑、秋赏色、冬玩雪”的旅游名
片，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山核桃产业、人参中草药材产业、大榛子产业、
食药用菌产业……一个个产业兴旺的场景，彰显着
辉南县特色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

描
绘
产
业
振
兴
新
图
景

□
闫
玥
琦

本
报
记
者
吴
连
祥
初
慧

本报讯 才雪 宋成博 记者
郭小宇 报道今年以来，柳河县文
广旅局先后在长春、大连、上海
等地举办推广活动，向海内外游
客展示柳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柳河礼物”等特有文旅资源，展
示“古韵罗通山、文化旅游城”的
城市形象，吸引众多游客来柳河
游玩。

柳河县具有独特的资源禀
赋，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冬康
养。进入夏季以来，旅游市场持
续升温，县文广旅局从区域发展
全局出发，统一规划，整合资源，
凝聚全域旅游发展新合力，消夏

避暑、康养、亲子研学、红色文化
等多个热门旅游线路成为今年
柳河旅游市场的热门产品。游
客在罗通山、云岭、三仙夹的密
林幽谷，珩阳逸景康养小镇冲浪
漂流中感受盛夏的清凉。罗通
山景区核心区域罗通山城，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城古、
洞幽、塞要、崖险、林密、花绚等
六大自然看点，游客打卡自然景
观后，走进红色历史文化展馆，

“沉浸式”观看舞台情景剧。云
岭风景旅游区坐落在柳河县向
阳镇，景区山高林密、云雾缭绕、
溪水潺潺、气候宜人，是回归自

然、度假旅游和休闲娱乐的绝佳
去处。其中汽车露营地设施配
套完善，时尚现代的独栋别墅让
人身居山野却能享受舒适的现
代生活，还能品尝肉质鲜嫩爽
滑、雪花纹路清晰美观的云岭黑
牛肉。罗通山镇逸景大峡谷冲
浪漂流项目全程 11.7公里，漂流
时长约 2小时，是一处兼具娱乐
性和刺激性的皮筏冲浪漂流。

为了进一步刺激市场，县文
广旅局组织县域内旅游景区陆
续开展门票打折、免门票以及送
票促销费活动，精心谋划旅游线
路，极大释放了消费潜力，引爆

假日旅游市场。红色文化之旅、
夏日清凉消暑叠加“毕业旅行
季”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群体，
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持续攀升。

柳河县文广旅局将推出国
潮非遗、文旅 IP、畅享文旅、文城
四溢、美丽乡村和健康柳河等多
个文化体育旅游系列活动，持续
深化“嗨”柳河文化体育和旅游
惠享消费金活动品牌，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具有柳
河特色的文化与美食、景观、文
创等业态融合体验，讲好“柳河
故事”，构建新文旅、新场景、新
未来。

柳河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公告
由于曙光镇艾家村四组张

元祥自己保管不善，将我单位核
发的《确定位置通知书》丢失，编
号 98010078，现公告作废，特此
声明。

梅河口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牛心顶镇佳可心
食品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遗 失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6WPEH5J，法 人 ：
杨先闯，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
口市牛心顶镇双泉村一组，许可
证编号：JY12225000101401，发
证日期：2018年9月6日，有效期
至2023年9月5日，声明作废。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波、陶金
玲，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无
照房(回迁后房屋坐落：辉南县
朝阳镇阳光颐水铭苑2号楼2单
元 1505号，房屋建筑面积:80.44
平方米)用途:住宅，辉南县御龙
苑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编号:
004 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遗
失，现公告声明作废。(依据：辉
南县人民政府出具经核查，该复
印件与原件协议一致，该协议原
件存档在朝阳镇政府)。特此公
告

房权证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孟宪君，房

屋坐落:辉南县抚民镇北关街北
关委二组，房屋建筑面积:74.6平
方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
证字号字 9900632 号。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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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土地证遗失补发公告

不动产使用权人: 王殿祥，
将坐落: 团林镇小城子村何家街
屯，使用权类型: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使用权面积:270 平方
米，建筑面积:68.64平方米，土地
档案号:99061 号，土地证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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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国良，坐
落：团林镇保民村，建筑面积：91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证辉城
字 第 2009205 号 ，土 地 证 号:
96015 号。该房屋由邵淑红继
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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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众旺源饭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社会信
用 代 码 ：2204211980****2926，
法人：于波，经营场所：吉林省梅
河口市梅河口市爱民佳苑A区
号楼 26 号门市，许可证编号：
JY22205810020055，发证日期：
2016 年 8 月 17 日 ，有 效 期 至
2021年8月16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