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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马鞍山村葡萄种植规
模持续扩大，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
积达40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72%，
近 500户种植户精心耕耘，1800栋
葡萄大棚错落有致。

2024年，全村葡萄总产量1500
万斤，销售收入突破 7000万元，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04万元。这
些骄人的数字，如同闪耀的星光，
见证了葡萄产业在马鞍山村经济
版图中的主导地位和强大支撑力
量。其影响力辐射至周边，形成良
好的产业集聚效应，带动 200余公
顷的葡萄种植，进一步激发了区域
农业经济的蓬勃活力。

品种研发与技术创新
智慧结晶点亮产业之光

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金永革
是有 30多年葡萄种植经验的行家
里手，精心雕琢着葡萄产业的未
来。2012年，他成功研发“金红娃”
品种，该品种适应北方寒地气候，
抗病能力强，口感纯甜如蜜，且耐
储存，一经上市便迅速征服了市
场，当年就让马鞍山村的葡萄销量
实现飞跃式增长。此后，“金红娃”
葡萄苗畅销东北三省，并成功打入
云南、上海等南方市场，销量逐年
攀升，为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
报。

金永革并未满足于此，在技术
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2021年，
他引入磁化水设备，通过滴灌浇水
方式，分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
留，实现葡萄的增甜增产、早熟增
收。这一创新技术，如同为葡萄产
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不仅提升了
葡萄品质，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更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为了让全体村民都能在葡萄
产业中受益，金永革积极推动技术
推广与人才培养工作。每年，村党
支部都举办一到两次葡萄技术交
流会，金永革毫无保留地分享种植
技术和经营心得。此外，根据村民
的实际需求，他还邀请果蔬专家为
村民答疑解惑，将先进的种植理念
和技术传递到每名村民手中。这
些技术交流活动如同一颗颗知识
的种子，在马鞍山村的土地上生根
发芽。众多村民踊跃参与，汲取知
识的养分，逐渐成长为技术精湛、
管理有方的葡萄种植能手。目前，
全村已有 42人荣获市级高级果农
培训证书，45名获得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毕业证，葡萄种植的专业技能
得到了质的提升，为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产业发展带动就业
甜蜜果实惠及全体村民

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如同一
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马鞍山村的
村民遮风挡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

在种植和收获的季节，葡萄大
棚里热闹非凡，众多村民在这里找
到了增收的机会。63岁的张淑琴，
因年龄和家庭原因无法外出打工，
在葡萄大棚里打零工，每天能挣
100元，一年下来收入2万多元。在
葡萄种植和管理高峰期，全村单日
用工可达 650余人，不仅有效解决
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
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让
整个村庄充满生机与活力。

随着大棚种植技术的日益成
熟，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投身其
中，大棚数量快速增长，大棚种植

不仅显著提高了葡萄的产量和品
质，还巧妙地延长了葡萄的上市时
间，如同为葡萄产业装上了“加速
器”，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经济收入，
让甜蜜的生活更加持久。

为了推动葡萄产业向更高水
平发展，2024年6月，马鞍山村成立
葡萄产业协会。协会如同一个温
暖的大家庭，将种植户紧密团结在
一起，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
广阔平台，在协调生产经营活动、
联系科研与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品牌建设延长链条
凝聚力量塑造产业名片

早在2008年，由永吉县罗圈沟
葡萄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的

“罗圈沟”葡萄商标，如同一个闪耀
的标志，荣获省名牌产品称号。随
后成立的葡萄协会实行“四统一”
标准，即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统一卫生标准，如同精心打
磨的工艺，使马鞍山葡萄的品牌形
象更加鲜明亮丽。

在销售模式上，马鞍山村独具
匠心，多元发展拓展产业空间。在
202国道旁，一座“马鞍山村特色农
产品销售市场”拔地而起，免费为
村民提供展示和销售农副产品的
场地。市场分为水果、蔬菜销售区

和鲜活、家禽销售区，每个区域都
热闹非凡，有力地推动了本村特色
产业品牌的发展壮大。

同时，村里与旅游公司携手合
作，在村部设立旅游业务代办点，
精心策划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农家
乐旅游项目。每到采摘季节，村庄
宛如一个欢乐的海洋，日均接待游
客500人左右。游客在这里不仅能
品尝到新鲜美味的葡萄，还能体验
乡村生活的乐趣，农家土特产也备
受游客喜爱，成为村民增收的新亮
点，为农户带来丰厚收入。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
马鞍山村积极谋划葡萄深加工产
业，如葡萄酿酒、葡萄干制作等。
这些深加工项目如同“魔法工厂”，
将葡萄转化为更具价值的产品，不
仅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
如同拓宽了产业的航道，增加了葡
萄产品的销售收入，产业链条得到
有效延伸。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红色引擎驱动产业前行

在马鞍山村葡萄产业的发展
进程中，党建引领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村党支部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立产业化
党组织办公室，创新推出“产业化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党组织积极履行服务职能，如
同贴心的管家，全力整合各方资
源，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
括技术培训、销售渠道拓展、贷款
协调等，为产业发展搭建坚实的平
台。

同时，党组织的带动职能也发
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政策引导扶持和典型示范引
领，吸引更多村民投身葡萄产业。
党员种植大户与无产业户结成紧
密的帮带对子，携手共进；动员非
种植户通过土地出租或入股等方
式参与经营，共同分享产业发展的
红利，有效扩大种植规模。在党组
织的坚强引领下，葡萄产业规模如
滚雪球般不断壮大，种植户从1998
年的 52户增长到如今的 483户，6
个葡萄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运
而生，会员数量达到313户，人均增
收 2万元以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强大的红色动力。

展望未来，马鞍山村将继续沿
着这条甜蜜崛起之路奋勇前行。
加大投入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积极拓展产业链，
将葡萄产业与休闲、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观光农业，打造“三位一
体”的产业链条；加强品牌建设，提
升马鞍山葡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将其打造成辐射全镇乃至全县的
农业特色产业标杆。

“ 葡 ”写 振 兴 华 章
——永吉县马鞍山村的甜蜜崛起之路

孙巍

在永吉县西阳镇，马

鞍山村宛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凭借葡萄产业熠熠生

辉，踏上一条充满希望的

甜蜜崛起之路。葡萄产业

蓬勃发展，不仅成为当地

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更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描绘出一幅绚丽

多彩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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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杨春风 身份证号：

220322196602159266 对坐落于
梨树县西湖一品 1号楼四单元
1011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
登记。规划用途:住宅。面积
57.74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
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
对该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
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
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梨
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