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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庞永 报道 在乡
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大安
市两家子镇凭借对特色产业
的精准布局与大力推进，一
幅村庄美、村民富的和美乡
村新画卷正在尽情铺展。

肉牛产业作为两家子镇
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依托
万头肉牛养殖园区，蓬勃发
展。大力推动安格斯、和牛
等高端肉牛的扩繁工作，持
续助力农牧产业发展。镇政
府全力争取相关扶持政策，
依据镇区规划中“宜养则养”
的原则，广泛推广“合作社+
农户”的养殖模式。在这一
模式的带动下，入社群众通
过肉牛养殖实现了稳定增
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如
今，肉牛杂交品种“安和 1
号”在市场上声名远扬，其良
好的口碑进一步提升了产业
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为当地畜牧经济的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

白鹅养殖作为两家子镇
的新兴产业，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活力，为群众
增收带来了新的契机。近年来，为鼓励农户
参与养鹅实现增收，两家子镇在积极落实市
级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采取村级额
外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户充分利用庭院空间
发展白鹅养殖。这一举措不仅有效盘活了农
户的闲置资源，更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养殖
积极性。预计到年末，全镇白鹅养殖规模将
同比增长 30%，年出栏量有望达到 25 万羽。
当前，两家子白鹅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稳
步提升，逐渐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农民
增收的重要引擎。

笤帚手编产业是两家子镇的传统优势产
业，在同权村笤帚基地的带动下，焕发出崭新
的光彩。全镇积极推广“电商+线下分销”的
经营模式，成功实现了手编产业从粗放单一
向精细多元的转型升级。为增强产业竞争
力，镇政府大力推动设计创新，鼓励手工艺人
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传统手编产品中，使其
更契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目前，全镇
年加工笤帚 500 万把以上，产值达 4000 万
元，带动就业 180余人次，人均增收 1.7万余
元。产品不仅在本地市场备受青睐，还畅销
全国各地，一张极具地域特色的手编产业名
片正在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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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蛟河市
庆岭镇葡萄沟村被一层薄雾轻轻笼
罩，炊烟袅袅升起，与雾气交织在一
起，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村民
王文春与其他4名村民准时来到松
花湖边的网箱养鱼项目基地，查看
53个网箱的充氧情况，开始了一天
的管护工作。

58 岁的王文春是村里的脱贫
户。6年前，村集体发展网箱养鱼
项目，他贷款5万元入了股。现在，
他不仅还清了贷款，买了一辆面包
车，还修缮了住房。

“村集体发展网箱养鱼项目
2024年收入 9.8万元，村里 40个脱
贫户又从村集体领到分红6.4万元，
村里还为 22名村民提供了阶段性
务工机会。”葡萄沟村党支部书记卢
元有说，现在，村民的日子富起来，
而且村里的环境也大变样，村路全
是柏油马路，还安装了路灯，这些都
得益于村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壮大。

2024年 8月，蛟河市启动实施
村集体经济增效三年行动。蛟河市

委提级统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作为关乎民生福祉的“必答
题”。蛟河市立足自身实际，强化党
建引领，以“党建红”为底色，全覆盖
深入镇村调研指导，采取乡镇领导
班子成员包村包发展等一系列务实
有效措施，精心挖掘多元产业潜力，
盘活闲置资源，走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葡萄沟村是蛟河市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一个缩影。蛟河市各村充分
利用乡村资源禀赋，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不懈努
力。

——确立乡镇街领导班子成员
包村包发展工作机制。在大力度推
进一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项目、大
幅提升经营性收入的同时，发现和
使用一批担当作为干部。“能人”治
村，“乡土人才库”以
乡镇为单位纷纷建
立起来，为村党组织
带头人储备力量。

目前，蛟河市 149名乡镇街道
领导干部全覆盖包保 256个村，整
合资金 4700万元，盘活校舍、牛场
等闲置资产64处，发展自主经营项
目789个，打造了一批“造血型”“支
柱型”产业项目，使得很多村的村级
自主经营收入大幅提升。2024 年
全市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实现
3741.84万元，同比增长23.7%。

——重磅推出“支持村集体经
济发展29条”。蛟河市委组织部会
同12个部门，出台落实增收奖励政
策，建立“多元扶持、一体推进、合力
攻坚”的工作机制，确保村集体项目
能见效、行得稳、走得远。

——给予政策倾斜。蛟河市从
财政资金、政府投入、产业项目等方
面对发展村集体经济予以支持，全
力解决好政策、项目落地“最后一公
里”问题。2024年开始，每年从中

央、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中专门拿
出一部分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发展
村集体经济重点项目。

——布局发展“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蛟河市鼓励各个村通过
兴办实体、支部领办发展等模式，发
展食用菌、“三瓜”、大米等6个农特
产品项目，让关联的71个村年均增
收9.3万元。

——引导相关村围绕当地资源
做文章，发挥资源转化效应，让村民
吃上“旅游饭”。松花湖的 2/3水域
面积在蛟河市，域内拉法山、白石
山、红叶岭三大国家森林公园、红叶
谷闻名遐迩，成就了蛟河市旅游产
业。传统村落、休闲旅游等34处景
点，农家乐、采摘园、民宿等91家民

营企业，7条全域精品线路都成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录制、
推送“村游”系列短视频、必玩必吃
TOP榜，举办“开江鱼”美食季、评选
最美“村花”“第一书记代言”等特色
活动层出不穷。据介绍，2024年这
些活动累计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1043万元。

一村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
富。如今的蛟河市，以地域相连、产
业相近为纽带，通过组织联建、村企
结对、村村合作等方式，以各村富带
动连片兴；“农业+农产品深加工”

“农业+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模式
共同发力，全力做好兴产、富农、强
村文章。

打造振兴金钥匙 解锁乡村致富门
——看蛟河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

于佳明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木椅卖四方、根雕受青睐、参酒销海
外……辉南县抚民镇充分发挥资源技术
优势，培育打造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源源动能。

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抚民镇木制品
加工产业远近闻名，享有“关东木椅之乡”
之美誉。为了壮大升级木制品加工产业，
镇党委、镇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
精英回流创业。组建工作专班，提前摸排
企业需求，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物流运
输等问题，促进了木制品加工产业的发
展。目前，全镇木制品加工企业发展到11
户，其中，深加工企业 5户、取得进出口经
营权1户。这些加工企业生产木椅、木床、
木桌木门及各类装饰、装潢、木旋制品等
100 多个品种，获得“吉林省著名商标”1
个，产品行销全国各大中城市，尤其以东

北三省和京津地区为主要市场，部分产品
出口韩国、日本、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
年产值 2100 万元，安置当地劳动力就业
170多人，年人均收入6万余元。这项产业
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的支
柱产业。

一件件精美的根雕艺术品栩栩如生、
秀雅玲珑，令人目不暇接、啧啧称奇……
这是记者在南关村李家店屯看到的情景。

李家店屯位于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是各方游客的必经之地，区位优势
得天独厚。因此，镇里因势利导，充分发
挥旅游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根雕技艺与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当地村民创业增
收。经过扶持和培育，目前根雕艺术产业
经营主体已发展到 7户，依托长白山区特
有的“北沉香”资源，采用传统工艺，开发

打造根雕等各类艺术品产业，带动当地从
业人员 40多人。现在，生产根雕产品 100
多种，年产值近百万元。通过文旅融合、
电商创新、非遗保护等多种方式，正在不
断转型升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酿出振兴“好滋味”。随着县域人参
产业的不断发展，人参酒作为一种具有滋
补功效的产品，正在赢得人们的青睐。在
上级部门的扶持下，三通河酒业依靠科技
力量，开发 20余种人参滋补系列酒产品，
实现年产值 800多万元，还为当地剩余劳
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他们依托抖音、快
手、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线上平台销售的
同时，在全国30个城市布局大型连锁商超
系统，扩大销售渠道。由于产品甘醇上
口，品质优良，还出口澳大利亚、韩国等国
家。

“ 特 ”业 正 勃 发
——辉南县抚民镇培育打造富民产业侧记

闫玥琦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孙丹 曲静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年来，抚松县兼顾人参产业发展与生态
保护，积极建设抚松人参种质资源圃，推
进林下参种植标准化体系建设，制定并发
布《抚松林下山参护育标准规程》《“抚松
林下山参”技术规程》《“抚松林下山参”品
牌认证通则》等标准，在山林间培育的林
下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抚松县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
高，独特的气候、土壤、水资源，为林下参
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在抚松县沿江乡，
成立于 2009年的沿江林下参专业合作社
种植林下参2万亩，采用林地散播，不用人
工干预，完全在大山里自然生长，其品质
能与长白山珍稀野山参媲美，并通过了环
保部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认证。据介绍，合
作社给每一棵林下参办理了“身份证”，将
挖参的步骤纳入溯源数字库，输入编码，
种植地经纬度、气候条件、采参图片、种植
人等一目了然。此外，合作社还专注于野
山参茶叶的制作和野山参纯粉片的生产，

并成功申请林下参叶茶炒制的专利。
作为长白山人参的原产地、中国道地

人参的主产区，抚松一直占据着人参交易
市场的主流，全国 80%的人参在此交易。
眼下，在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抚松
县万良国家级人参市场，年份悠久的林下
参干品整齐摆放、明码标价；万良镇道路
两侧人参商行聚集，人参产品琳琅满目，
受到消费者和经销商的青睐。

坐落于万良镇的中草集参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打人参化妆品系列的企业，
在全国开设 1500多家专卖店。目前公司
在抚松县拥有林下参种植基地、人参加工
厂等。中草集护肤产品以长白山人参产
地为依托，从种植源头就严把产品质量
关，成为中国人参护肤品代表品牌。

抚松县以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市
场化、产业化为发展方向，加快推进中国
人参产业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世界人参
交易集散地、种质资源源发地、人参产品
研创地、人参文化溯源地。目前，拥有“抚

松人参”“抚松林下山参”两个国家地理标
识证明商标，“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抚
松人参”“抚松林下山参”区域公用品牌持
续发展壮大，人参食品、药品、化妆品、保
健品、生物制品等五大类 600多种产品远
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全县人参
全产业链交易额为186亿元。

“棒槌”“快当”……放山号子穿越千
年林海，采参习俗演绎生态智慧。抚松县
厚植“林海参乡文化”内涵优势，连续举办
38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举办首届
东北亚（抚松）人参养生膳文化展示交流
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长白山采
参习俗”“长白山人参故事”等51项被列为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持续弘扬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将
人参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从莽莽林海到现代化生产车间，从传
统采参习俗到数字科技浪潮，抚松县正以
创新姿态书写着林下参产业的崭新篇
章。

抚松：林下参故里 产业“参”突破

遗失声明
孙红月于2025年1月1日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220323199509302048 本人已申
领新证，原证失效。自见报之日
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魏 俊 福 身 份 证 号

220323196610054831，声 明 作
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
与本人无关。

终止办学公告
长春金阶梯幼儿园有限公

司，办学地址:长春高新区佳园路
1500 号天旺名都第 11 栋门市，
举办者（法人）：张杨，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1MA144GGXXM，办 学
许可证号:222010760000369，自
2025年 4月 8日起终止办学，特
此公告。

长春金阶梯幼儿园有限公司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 杨晓明 身份证号：
220322196303151678。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林韵阳光小区 22 幢 1
单元301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
承登。规划用途:住宅。面积
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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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10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丰 身份证号：

220322196412240039。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东街34号楼3单元1层
103 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
登。规划用途:营业。面积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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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3月28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丰 身份证号：

220322196412240039。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东街一粮库楼 1 单元
501 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
登。产权证号：梨房权证梨树县
字 第 23348 号 。 规 划 用 途:住
宅。面积 9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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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