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和产
业链的逐步完善，黑木耳种植逐渐发展成为
汪清县的特色支柱产业。全县年木耳栽培
量高达 6.5亿袋，产值高达 34亿元，小小的
黑木耳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金疙瘩”。

“2023年，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针对木
耳产业投放信贷资金 969笔，投放金额 1.3
亿余元，占全县同业 70%，为黑木耳产业的
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邮储银行汪清
县支行客户经理陈敏介绍。

精准投放
助力黑木耳产业蓬勃发展

立冬当天，记者跟随邮储银行汪清县支
行信贷人员，驱车四十公里，来到天桥岭镇
天桥岭村。

黑木耳种植已成为天桥岭村民增收致
富的主要途径。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通过
信贷资金的精准投放，帮助村民解决资金难
题，让他们放心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
术设备。

如今，天桥岭村的黑木耳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不仅在当地市场
享有盛誉，还远销外地，为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益。

天桥岭村党支部书记刘伦国满脸喜悦
地介绍，今年村里木耳规模达到 300万袋，
这背后离不开邮储银行的信贷助力。他见
证了邮储银行信贷资金如及时雨般，滋润了
这片土地上的黑木耳产业。

“全村种植木耳已有 20多年历史，2009
年，村民陆续在邮储银行贷款，由当年平均
每户 2万袋，发展到现在平均每户 10万袋，
目前，全村300多户，木耳种植接近100户。”
说起村里木耳产业情况，刘伦国侃侃而谈。

有了信贷资金的“活水”，村民纷纷扩大
种植规模，引进先进技术，提升管理水平，黑
木耳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全村小额信贷
结余1000余万元，不仅解决了资金难题，还
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

“我行针对天桥岭村的实际情况，量身
定制了一系列小额信贷政策，简化贷款流
程，降低贷款门槛，为村民提供了及时充足
的资金支持。”陈敏介绍。

信贷的支持不仅促进了黑木耳产业的
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天桥岭村
菌棒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逐渐完善，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
展。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的信贷助力，实现

了金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动力。

深度帮扶
打造黑木耳产业标杆示范村

天桥岭镇桃源村，是邮储银行汪清县支
行金融服务黑木耳产业的一个缩影。从最
初的零星贷款，到如今授信余额超千万元、
授信户数达 30余户，桃源村的黑木耳产业
在邮储银行的助力下实现了质的飞跃，让金
融服务更加贴近民心、贴近实际。

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通过举办金融知
识讲座、提供财务咨询等方式，帮助种植户

提高财务管理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同时，
支行还积极与政府部门、菌包厂等各方合
作，共同推动黑木耳产业的升级发展，形成
政府、银行、企业、农户多方共赢的良好局
面。

“多亏了邮储银行的小额信贷，我们村
的黑木耳产业才有了如今蓬勃的发展态
势。”村党支部书记李志远感慨地说。

在邮储银行信贷的助力下，桃源村黑木
耳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不仅解决了
村民的资金难题，还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今，全村小额信
贷结余 1000 余万元，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
更是村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有力证明。

“桃源村是我行近几年来发展木耳产业
贷款的标杆示范村，从 2018年开始我行通
过贷款对该村的木耳种植户进行资金帮扶，
最初授信金额小、户数少，并未对该村的木
耳产业进行深度帮扶。随着我行不断践行
服务三农、服务乡村的理念，时至今日，天桥
岭镇桃源村已实现授信余额超千万元。”陈
敏笑着说。

该行将继续秉承“普惠金融、服务三农”
的工作理念，聚焦木耳产业发展，开发更多
符合木耳种植户需求的特色金融产品，不断
为汪清县木耳种植户提供金融支持，助力小
木耳发展成为地方大产业。

拓展服务
打响黑木耳产业特色品牌

“快进屋，上炕坐。”春阳镇红云村53岁
的鲍远英热情地招呼邮储银行信贷人员。
推门进屋，房屋干净敞亮。

立冬之后，鲍远英难得有几天清闲时
间。“再有几天又要忙了，要准备做明年的木
耳菌袋。”

小小黑木耳“种”出的致富路，也让鲍远
英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

鲍远英家种植木耳已有 20多年历史，
最开始 3万袋左右。2020年她通过村里介
绍，在邮储银行开始贷款，有了资金，鲍远英
更有底气。当年贷款 20万元，种植木耳 20
万袋，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种植
36万袋。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投放木
耳贷款 1.24 亿元，惠及 1100 户种植户。其
中，天桥岭村放款 1042万元，46 户种植户受
益；桃源村放款 940 万元，38 户种植户得到
助力。这些资金犹如及时雨，为种植户扩大
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购买优质菌种和
设备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对全县 51家菌包
厂进行多轮走访，并与他们达成推荐协议。
菌包厂作为黑木耳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与
种植户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菌包厂合
作，更加精准地了解种植户的需求，为他们
提供更加贴心的金融服务。

汪清小木耳，做成了兴旺的大产业。这
座发展中的脱贫县依托“黑牡丹”的盛开，日
益彰显出富裕、和谐的魅力。邮储银行汪清
县支行的金融支持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通
过精准施策、主动走访、拓展合作、打造品牌
等一系列措施，让小小的黑木耳绽放出巨大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崭新的姿态盛开
于长白林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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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黑”里淘金
——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助力“小木耳”做成“大产业”

林丰柏 本报记者 侯春强

“东北好木耳，汪清占
大半。”这句顺口溜让长白
山脚下的汪清县走红特产
界。

汪清县地处长白山东
麓，昼夜温差大，水质优
良，种植木耳有着天然的
优势。木耳虽小，背后却
是大产业，汪清农民凭借
勤劳与智慧，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黑”里淘金之
路，“小木耳”成为富民强
县的“大产业”。

汪清黑木耳产业的发
展，金融支持成为不可或
缺的力量。邮储银行汪清
县支行积极响应地方经济
发展需求，将支持黑木耳
产业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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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汪清县支行深入桃源村发放信贷宣传单

红云村的鲍远英在邮储银行资金帮助下，木耳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李殿友将坐

落在永青乡迎新村（大修厂
西），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0.905
平方米，证号为吉房权通字第
30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特
此声明。

声明人: 李殿友
2024年12月4日
公告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新发街
风电路（龙海新城）二期不动产
登记：

史国东，19号楼 8单元 4层
4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1.64
平方米；

邹德娟，19号楼 1单元 2层
2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85.52
平方米；

邹德明，16 号楼 10 单元 4
层 401，用 途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94.22平方米；

吴超，16 号楼 6 单元 2 层
2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4.22
平方米；

彭建威，18号楼 8单元 3层
3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3.95
平方米；

杨丽丽，18号楼 4单元 5层
5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6.79
平方米；

夏远栋，19号楼 2单元 5层
5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8.78
平方米；

张红梅，15号楼 3单元 4层
4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89.57
平方米；

姚刚，16 号楼 3 单元 6 层
6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4.22
平方米；

李小卓，19号楼 8单元 5层
5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8.78
平方米；

黄士波，17号楼 7单元 3层
3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12.21
平方米；

王琦，18 号楼 4 单元 5 层
5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9.95
平方米；

张晓叶，18号楼 8单元 4层
402，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3.95
平方米；

左兴洪，17号楼 6单元 5层
5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12.21
平方米；

张俊龙，16号楼 3单元 2层
201，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4.22
平方米；

张俊龙，15 号楼南侧东至
西第17门，用途车库，建筑面积
24.35平方米。

按照县政府一次性处理无
籍房文件要求，拟办理住户不
动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通榆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提出异议申请的，将按无籍房
管理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
产登记。

2024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