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报道
秋风起，毛豆进入采摘上市时
节。

走进磐石市牛心镇茶尖村
鲜食毛豆种植基地，放眼望去，
一簇簇绿油油的毛豆叶“连片
成海”，一串串嫩绿饱满的毛豆
荚挂满豆秆。百余名村民三三
两两分散在田间各处，收割、采
摘、装袋、装车、运输，田间地头
一派丰收景象。

这是由 6个村党支部共同
领办的合作社，今年种植毛豆
230余亩，根据此前签订的订单
合同，预计可实现收入 70余万
元。

“今年我们村种植 85亩毛
豆，亩产能达到 2200 斤，与吉
龙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购销订
单，按市场价每斤 1.4元收购，
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茶尖村
党支部书记董志刚介绍。

今年初，根据国家调整种

植结构的政策要求，牛心镇多
村联合，多方考察，定下了毛豆
这一种植项目。

据牛心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毛豆种植技术简单，好管
理，而且可以与企业签订购销
合同，销路不愁。同时，毛豆收
获后，剩下的秸秆还可以作为
青储饲料用作饲养家禽牲畜，
毛豆根系根瘤菌还有固氮功
效，能有效增加土壤肥力，全身
是宝。

产业要发展，选准方向是
关键。近年来，牛心镇在做好
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生产的
前提下，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
势，盘活现有资源资产，创办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逐步发展起
了规模化种植毛豆、大葱、辣
椒、林下榛蘑等特色经济作物
项目，通过“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联合机制有效促进了村
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牛心镇“金”豆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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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正 值 红 薯 成 熟 时
节，临江市花山镇青沟子村
红薯喜获丰收，农户翻犁、去
泥、分拣、装箱，忙得不亦乐
乎，一垄垄破土而出的红薯
成为这个季节里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村里今年种植 26亩红
薯，品种大多为老式本地红
薯、蜜薯等，每亩产量保守估
计都在3000斤左右。”青沟子
村民牟桂凤说。

据了解，该村发展红薯
种植产业 7 年，坚持绿色种
植，土地轮作，生产的红薯糯
甜无丝，市场批发价每斤可
达2.6元。

“过去，我们只注重红薯
种植，如今我们在红薯本身
下功夫。成熟的薯秧、枝蔓
也是养殖场的抢手货，把这
些作为饲料喂养牛羊，粪便
经过处理后再回田作为红薯
肥料，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
和牲畜的饲养成本，如此良
性循环，使我们村的红薯产
业越来越兴旺。”说起红薯种
植给村民带来的好处，青沟
子村党支部书记单凤军头头
是道。

由躬耕田间到创造品
牌，平凡的红薯饱含原滋原
味的地域风情。对于未来，单凤军思路十分清晰，
要深入研究，引进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尝试
采摘地瓜嫩叶作为天然无污染的绿色蔬菜增
收。同时让党员干部作出榜样，吸引更多村民加
入种植队伍，形成种植规模化产业化，打造特色红
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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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菊黄蟹正肥，持螯饮酒滋
筋髓。”这是古人描写螃蟹丰收后的
惬意生活。现在，河蟹养殖在镇赉
县粗具规模，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还带动了村民就业，成为增
收致富的新路径。

秋日，行走在镇赉县广袤的土
地上，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快乐与喜
悦。

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镇赉镇
南岗子村的蟹农王法胜就早早地来
到养殖基地，和一名饲养员乘船来
到水域中央，一人划船，一人起笼捕
蟹，每一笼都能收获两三百只。

40 多岁的王法胜是土生土长
的南岗子村人，也是当地出名的养
殖达人。在这个泡沼遍布的小村周
边，几个大大小小的池塘便承载着
他的全部心血。

“镇赉的环境好，水质好，很适
合养殖螃蟹。三年前在汇聚农业葛
总的指导下，我尝试着养了一年，收
益还不错。”王法胜说。

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如今王法
胜水产养殖已经初见成效。“我养的
大闸蟹，膏多肉肥，口碑不错，销路
好。”说起自己养殖的大闸蟹，王法
胜笑得合不拢嘴。

依托家乡优质的水源和良好的
气候环境，王法胜对生态大闸蟹养

殖项目信心十足，并有了更长远的
规划。

几十公里之外的东屏镇上千公
顷的泡塘里，迎着绚烂的晨光，一笼
笼膏满肉肥的嫩江大闸蟹欢快出
水。

时下，正是母蟹的蟹黄最为丰
富的时期，此时蟹黄油脂细腻，味道
极鲜。由于今年雨水较为充沛，相
较于往年，出产的螃蟹个头更大，肉
质也更加鲜美。经过一年的辛苦养
殖，镇赉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葛俊正小心翼翼地把爬
满螃蟹的笼网提到岸上，一只只“嫩
江大闸蟹”体形硕大，拎起沉甸甸的
笼网，葛俊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葛俊告诉记者：“今年的螃蟹肯
定是大丰收了！现在，我们公司每
天捕蟹10万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
量可达260万至300万斤，产值3亿
元左右。”

养得好还要卖得好。这些新鲜
螃蟹将通过吉黑蒙水产品交易市场
走向全国，目前，水产市场已经有
40多家南方水产批发商入驻，镇赉
嫩江大闸蟹以最
快速度走上北上

广深等大城市餐桌。
此外，2022年“汇聚农业”与中

国科学院在建平乡大岗村撂荒盐碱
地，建设了5000亩“以养促改、节本
增效”技术示范区。通过有机结合
水产养殖与土壤改良的方式，利用
养殖水层条件和河蟹活动进一步促
进排盐降碱，在改良土壤的同时获
取养殖收益，实现以养促改、节本增
效，使得土壤盐碱障碍显著消减，达
到“改地适种”的标准。

同时，“汇聚农业”还带动鼓励
周边300余农户采取稻蟹共养的方
式来增加收入，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以及提供专业的技
术指导，农户的养蟹技术也在逐年
提高。现在，农户自家每公顷稻田
里的螃蟹可增加至少 7000元的收
入。

这种一地双收、稻蟹供养的模
式在镇赉县屡见不鲜。记者在大
屯镇大官村看到，一块块四四方方
的水稻田释放着绿色的

生命力，一根根稻穗在秋日的阳光
下随风摇曳。在环绕稻田四周的水
沟里，平静的水面下正生长着一只
只爬来爬去的蟹苗。水稻与稻花蟹
在镇赉县生态共养的稻田里茁壮成
长。

镇赉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任志国介绍：“这种稻蟹共
生的种植养殖模式，螃蟹能为水稻
松土、除草、捉虫、施肥，水稻也为河
蟹净化了生存环境。”

英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共
养田面积 450公顷，每公顷可产稻
米 9吨。不久后，这些不同品种的
稻米将通过研磨、包装等多道工序
后，发往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
地。“像稻花香、长粒香这种精品米
可以卖到每斤15至20元不等，普通
稻米也能卖到 3 元左右。”任志国
说。

近年来，镇赉县通过改良种子、
设立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田间气象
站、5G检测系统、无人机播种等高
科技手段的介入，如今田埂边界的
颜色正逐年由白转绿。2023年，全
县水稻种植面积 155万亩，预计产
量可达20.5亿斤。

现在，农民已经不再为产量而
发愁，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在“出好
米、创好牌、卖好价”上。“要定时查
看水稻长势、监控气温，还要挑出杂
质和不良粒。”合作社社员孟庆臣
告诉记者：“我们所有社员都在加
班加点检修农机具，合作社还派
技术员到田间进行指导，确保粮
食安全。”

近年来，镇赉县立足生态强县
发展定位，围绕落实“三双一旅”产
业发展战略，推动实施“双水撬动”，
实现水稻、水产互促融合，全面推进
稻蟹综合种养健康发展。同时，充
分利用湖水种稻的生态优势，形成
了蟹稻共育、鸭稻共生等多种生态
种养模式，促进了种植养殖的融合
发展，让种植户实现一水两用、一地
双收、一地双赢，真正实现了稻因蟹
而优，蟹因稻而贵的良性循环。

镇赉：小河蟹做成大文章
□ 潘晟昱 王凯 刘聪 本报记者 徐文君

蹲点笔记

洮南市福顺镇翻身村83岁农民黎福山培育

果树13年，用樱桃母本嫁接桃，收获的锦绣黄桃

每个果重达0.5-0.8斤，通过网络远销福建、上海

等地，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图为黎福山正在为网

上订单摘桃。 邱会宁 范海辉/摄

（上接02版）16.“三力”联动赋
能行动。建立吉林省文旅高
端专家智库、创意团队库、投
资企业库，为文旅产业提供
智力、创新力、投资力（简称
为“三力”）支撑。建立“三
力”联动服务机制，组织专家
和企业家对“千亿级市”、“百
亿级县”和重点企业开展上
门指导，提供规划咨询、创意
策划、投融资对接等综合服
务，到 2025 年实现服务全覆
盖。

四、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实行省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下简
称为“旅发大会”）地区申办
制，每年举办 1 次，省财政对
申办成功的市（州）在旅游项

目建设、业态生成、产品提
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
予 1 亿元专项支持。建立旅
游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筹
协调攻坚行动中遇到的重大
问题。建立旅游“赛马”机
制，每季度考核各地旅游产
业发展情况。省领导定点包
保“千亿级市”建设，对重大
项目实施省级直通车服务机
制。各地要建立相应工作
机制，运用“五化”闭环工作
法 ，确 保 各 项 行 动 落 到 实
处。

（二）资金保障。加大财
政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和
投入，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规模增加到 5 亿元，

“千亿级市”“百亿级县”相应
设立专项资金，省直各部门
对“千亿级市”“百亿级县”创

建和旅发大会承办地予以支
持，各地政府年度专项债向
文旅产业倾斜。出台旅游项
目专项贷款贴息政策，提高
贷款到位率。鼓励政府性融
资担保公司为旅游企业提供
融资担保。

（三）政策保障。降低旅
游企业用地成本，允许采取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
合等方式供应文旅项目用
地，支持采取弹性供地模式
供应旅游用地，受让人一次
性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有困难
的，可以分期付款，首付按不
低于出让价款的50%缴纳，余
款 1 年内缴清。支持各地开
展景区事业单位企业化运
营，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离改革。落实峰谷分时电价
政策；冰雪产业用水价格按

照不高于一般工业标准执
行。

（四）人才保障。在重点
发展旅游的市、县领导班子
中配备懂旅游的干部。安排
文旅干部、公立高校文旅专
家、国有文旅企业人员等双
向挂职交流。每年定期举办
市、县主要领导文旅产业专
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主体
班次中安排文旅产业相关课
程。按需求增设旅游工程等
专业职称，拓展旅游人才职
业发展通道。定期开展导游
素质能力、文旅产业金融及
专项债业务等培训，筹建吉
林省冰雪丝路研究院，更大
力度引进冰雪产业、旅游管
理、创意设计等领域专业人
才。

据（吉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