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

近年来，辉南县委、县政府用“生
态美”带动了“百姓富”。全县上下着
力健全农业产业支撑体系，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统筹推进生态、人才、产业
振兴，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兴旺。去年，
全县绿色食品、特色产业总产值实现
17.8 亿元。

绿色产业成“金字招牌”

用绿色生态哺育绿色产业，辉南
县 绿 色 食 品 的“ 金 字 招 牌 ”越 做 越
大。

辉南特产——绿优米远近闻名，
现 已 纳 入 全 国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名
录，全县具有绿色、有机认证的辉南
大米企业 13 家，产品认证 30 个。正
在创建的 15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基地，已通过国家初验。

在 楼 街 乡 长 兴 村 ，村 民 张 伟 告
诉记者：“楼街乡的水田土好、地块
平 整 ，用 小 椅 山 水 库 优 质 山 泉 水 灌
溉，吃虫的黑鸭和花鸭散养在稻田，
这 样 产 出 的 楼 街 大 米 品 质 很 好 ，已
经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 劳 动 吃 饭 ，科 技 致 富 ”是 胜 利
村种粮大户田祥坚持的信条。这几
年 ，凭 着 善 于 钻 研 和 学 习 的 一 股 韧
劲 ，他 坚 持 高 标 准 推 进 科 技 种 田 水
平，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现在种植面
积已达到 10 余公顷，年收入 13 万余
元。

好 土 地 是 绿 色 食 品 产 出 的 基
石。大榛子、食药用菌、特色果蔬等
绿 色 产 业 也 在 这 片 沃 土 上 风 生 水
起。

全 县 大 榛 子 产 业 发 展 面 积 已 经
达 到 1.1 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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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地 总 面 积
达 1000 亩 。 栽 培 的 食 用 、药 用 菌 种
类有香菇、黑木耳、灵芝 ，全年总规
模 305 万 棒（袋）。 同 时 ，全 县 去 年
果 蔬 总 种 植 面 积 达 4.1 万 亩 ，产 量
6.98 万吨，产值 4.58 亿元。

辉 发 城 镇 是 大 榛 子 种 植 大 镇 。
近年来，镇里成立合作社，实施榛子
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
化经营战略 。“我起步晚 ，收入都有
3 万多元，以后技术成熟了收入得翻
番。”农户仲亮新加入到合作社就有

了收入，而且对未来信心十足。
辉 南 镇 立 足 实 际 谋 发 展 ，利 用

路 边 地 域 、交 通 优 势 ，点 亮 路 边 经
济 ，为 农 民 致 富 增 收 开 辟 出 新 路
子。

在 辉 南 镇 农 业 部 门 的 指 导 下 ，
被 誉 为“ 仙 草 ”的 灵 芝 在 城 关 村 大
棚 内 长 出 ，村 民 赵 中 伟 负 责 大 棚 内
栽 种 灵 芝 的 日 常 管 理 。“ 当 菌 盖 边
缘 的 颜 色 由 白 转 红 时 ，说 明 灵 芝 已
成 熟 ，可 以 采 集 孢 子 粉 了 。 灵 芝 成
熟 后 ，必 须 在 每 株 灵 芝 上 套 一 个 接
粉 袋 ，这 样 孢 子 粉 就 不 会 喷 到 外 面
去了。”提起这些“宝贝”，赵中伟如
数家珍。这座占地面积 5 亩的灵芝
种 植 基 地 ，经 济 效 益 是 传 统 农 作 物
的 3 倍，去年收入达 15 万余元。

在样子哨镇太平沟村，绿色棚膜
经济产业园发展亦是蒸蒸日上。在
新时代温室果蔬种植园区里，有 200
亩大棚发展高端绿色果蔬。这里以
生产销售蓝莓、甜瓜、西瓜等高端绿
色生态果蔬为主，平均每栋温室年产
果菜 2500 公斤以上，每栋温室年收入
在 10 万元以上。

林下经济成“创富窗口”

探索生态融合发展之路，辉南县
逐步构建出围绕生态的经济体系，打
开了一条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
转化通途。

辉南县位于盛产人参的长白山系龙
岗山脉西麓，被誉为“中国的野山参之
乡”，已有56年的林下野山参栽培历史。

好生态、好底子带来了好产业。
在吉林省龙岗山生态特产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麓颖告诉记者，辉
南县自然和人文条件极为丰富，让企
业从事人参种植、加工底气十足。

“企业目前 12 年以上参龄的林下
参地达万余亩，保守估计产值 3 亿元，
并拥有人参流膏、固体饮料、植物饮料
等龙岗山特产产品 100 余种。”冯麓颖
说，将来企业将围绕人参和刺五加做

好 30 项精深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
如今的辉南，有了茂密山林的庇

护，人参产业日益蓬勃，形成“公司+协
会+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新
格局，开启了百姓创富窗口。

“抬参本就不易，还得愁销路。”老
参农冯彦曾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公司
和家庭牧场，野山参都有公司收购分
成，收入也翻了番，去年他挖出的野山
参卖了 5 万多元。

作为东北三宝的乌拉草也生长在
辉南深山密林中。“乌拉草是植物类中
草药，有保暖、养脚、吸汗、除臭的作
用。辉南县乌拉草资源非常丰富，所
以我们把工厂落户到这里，生产乌拉
草鞋垫。”在吉林省神草伟业乌拉草制
品有限公司，企业创始人赵强把事业
放在了一根根乌拉草上。

辉南县作为“长白山林蛙之乡”，
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截至今年 5 月，
全县养殖林蛙户数为 213 户，沟系数量
191 条，养殖森林面积近 2 万亩，水面
面积 580 亩，主要分布在金川、石道河、
样子哨等乡镇。去年成蛙产量 133 吨，
从事林蛙养殖人员 630 人。

同时，辉南县山区居多，东南部山
区野生资源丰富，春季山野菜、夏秋季
野生食用菌、秋季山核桃及软枣弥猴
桃、山葡萄等山珍采集量年可达 5000
多吨。

肉牛养殖成“钱”景产业

肉牛养殖添“动力”，产业振兴有
“钱景”。

在辉南镇双龙村双龙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粉碎打包后的秸秆整齐码
放在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在为圈舍内
的牛添加这些经过加工处理的秸秆。
负责人严方民告诉记者，实行“秸秆变
肉”工程后，不仅消耗了秸秆，还提高
了经济效益。

“我们现在有 100 多头牛，能消耗
秸秆 200 多吨。谁能想到，秸秆还能变
成牛肉。”严方民笑着说。

今年，辉南县全面推进肉牛养殖
“秸秆变肉”工程，全县肉牛饲养量达
到 3.5 万头。为提高政策知晓率，由县
畜牧总站、县饲料站负责线上肉牛养
殖、秸秆饲料化政策宣传以及肉牛养
殖技术、秸秆精细化加工、秸秆青黄贮
等技术指导。目前，已开展线上培训
26 次，共计培训 3.5 万余人次。

辉南镇双龙村、庆阳镇中央堡村党
支部牵头领办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建
设肉牛养殖基地和托牛所。采取统一
建场、统一购牛、统一防疫、统一饲料、
统一保险“五统一”发展模式，为全县肉
牛养殖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工作中，辉南县积极利用杉松岗
镇煤炭产区资源转型关键期，全力打
造成为牧业小镇。采取托牛所寄养模
式，在庆阳镇中央堡村、永庆村采取两
村合作方式，使散养户退村入区，实行
统一防疫、统一保险、统一饲养，将肉
牛养殖效益达到了最大化。利用专项
债包装项目模式，实施乡村振兴融合
示范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孵化肉牛全产业链。

计划总投资 3.8 亿元，强化秸秆资
源化利用，庆阳镇億春秋家庭农场种
植甜玉米 1600 亩，进行精深加工，将玉
米秸秆进行打包青贮销售给养牛户，
通过肉牛过腹转化，实行种养结合，最
大限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激活绿色潜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辉南县将绿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把生
态资源变成了致富之路且越走越宽。

电话：0431-88600735
传真：0431-88600731

2023年11月2日

责任编辑
张立蕴0404--0505

J
I
L
IN

N
O
N
G

C
U
N

B
A
O

J
I
L
IN

N
O
N
G

C
U
N

B
A
O 听听，，广袤沃野响彻奋进足音广袤沃野响彻奋进足音

———辉南县以农业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辉南县以农业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 本 报 记 者本 报 记 者 隋 二 龙隋 二 龙

参乡富路

黄烟种植致富乡村肉牛养殖

幸福采摘

香菇产业成富民香菇产业成富民““香饽饽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