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南县山林资源丰富，水利资源充
沛，为林蛙的生存繁衍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因此，该县因势利导，积极扶持农
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林蛙养殖产业，
成为我省林蛙主产区，实现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共赢。

林蛙是东北四大山珍之一，其营养
价值和药用价值闻名遐迩。林蛙肉质
细嫩，富含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及微量
元素，被誉为“软黄金”，其分泌的蛙油
更是滋补上品，具有增强免疫力、抗衰
老等功效，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辉南县抓住林蛙产品市场
日渐兴旺的机遇，制定出台产业扶持政
策，多点发力支持林蛙产业发展。经过
多年扶持发展，全县涌现出“京辉”“金
池”等规模化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众
多农民加入产业链。同时，积极推动精
深加工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使林蛙产业
逐步向精深加工方向迈进。目前，全县
取得林蛙捕捉特许证的业户 286户，林
蛙年产量约130吨。

抚民镇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合林
蛙繁衍，部分养殖户积累了丰富养殖经
验。经过多年发展，全镇人工养殖林蛙
户增加到70多户。在科学养殖、增加产
量的基础上，部分企业开始实施深加工
项目，增加林蛙的附加值。目前，已有
深加工养殖户 3户，成立林蛙养殖专业
合作社1个，年产值近300余万元，带动
就业200多人。

辉南镇生态优良，植被茂密，为林
蛙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凭借良好生态环境，复兴村、高升村发
展林蛙养殖面积 300多亩，养殖户购买
蛙苗在水塘中养殖，蛙苗长大后爬出水
塘到林中捕食蝇虫，这种科学的养殖管
理方法，使林蛙的营养价值更高，养殖
户还在养殖区域搭建防逃网，加强孵化
期管理，让林蛙养殖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

在抚民镇保莉土特产供销商店的

林蛙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摘取
林蛙油，并将林蛙和条油进行晾晒。负
责人张宝利说：“近几年，随着林蛙产品
的市场需求量激增，价格也水涨船高，
为林蛙养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我们采取实体店和网络的双重渠
道销售，年产值达到10万元。”

为了发展壮大林蛙产业，助力农民
增收，抚民、辉南、楼街等乡镇组织人员
走访调研，总结林蛙养殖项目的好经
验、好做法，形成宣传推广材料。在此
基础上，发挥乡土人才作用，优选在林
蛙养殖及深加工方面技术过硬、经验丰
富的人员，深入各地养殖、加工现场，帮
助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同时，
发挥信息平台作用，为林蛙产销牵线搭
桥，让养殖户养得好、卖得出、增效益。

据了解，在抓好林蛙养殖的基础
上，辉南县以工业化思维推动林蛙产业
高质量发展。2024年依托乡村振兴产
业项目，谋划建设抚民镇雪蛤羹生产线
1条，目前，项目主体已建设完成；投资
380万元完成人参银耳莲子雪蛤羹生产
线 1条，预计日产人参银耳莲子雪蛤羹
300瓶，企业年产值800万元。

林海莽莽藏珍宝，山川蛙鸣淌金
银。坐拥“长白山林蛙之乡”金字招牌，
辉南县进一步拓展林蛙产业发展路径，
围绕林蛙发展与保护，鼓励支持养殖
户、专业养殖合作社技术员外出学习林
蛙全人工、半人工养殖技术，推进林蛙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鼓励医药健
康企业进一步开发林蛙药用、滋补、美
容功能，推动林蛙产业高质量发展。

JI LIN NONG CUN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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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
质 量 评 估 创 新 联 盟 组 织 的 全 国
2025 年乡村振兴道地药材发展示
范县评审中，靖宇县脱颖而出，榜上
有名。这一荣誉的背后，是靖宇县
多年来深耕道地中药材产业，走
出的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

靖 宇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4.7%，冷凉湿润、雨量充沛、无霜期
短、光照适中的气候，搭配偏酸性的
土壤，宛如为长白山道地中药材量
身定制的生长摇篮。历史上，靖宇
县便是长白山野生道地中药材的主
要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其
发展道地中药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
础。

在靖宇县道地中药材产业的发
展进程中，规划引领发挥着关键作
用，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道地中药
材产业发展。1995年之前，靖宇县
就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
的重要支柱产业来培育，依托资源
优势编制了《靖宇县中医药产业发
展规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中药材产业迅速形成规模化产业，
全县发展人参、西洋参、北五味子、
平贝母、天麻、返魂草、龙胆草等长
白山道地中药材 30多个品种，中药
材产业规模达到5.2万亩，占全县确
权耕地面积的 12.8%，全县人参中
药材产业实现产值4.5亿元，农村人
均中药材产业收入达到 6000多元，
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从
事中药材产业的人员有 1.2万人以
上，中药材龙头企业每年带动就业
人员在 4000人以上，中药材产业从
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在 3万元以上，
中药材产业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的“金钥匙”。

龙头企业的带动，则为靖宇县
中药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
前，国家级龙头企业 1户，省级龙头
企业14户，市级龙头企业18户。多
数龙头企业拥有自己的中药材栽培
基地，企业每年生产中药材鲜
品 8000多吨，加工人参、北五
味 子 、平 贝 母 等 中 药 饮 片

5000吨以上。靖宇县中药材龙头企
业每年生产加工人参、中药材加工
产品多达 20多个种类、100余种产
品，并且许多企业拥有自己的地域
品牌产品，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
品牌打造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
年实现加工产值10亿多元。

政策载体的推进，让靖宇县道
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如虎添翼。2003
年，靖宇县被省科技厅确定为现代
中药科技产业基地县，2010年，“靖
宇林下参”“靖宇西洋参”“靖宇平贝
母”三个中药材品种获得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证
书。2020年，成功申报“吉林省道地
中药材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2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长白山道地中
药材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通过以上
相关政策，先后争取国家和省产业
扶持资金1.2亿元。

科技赋能更是为靖宇县道地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农
业、科技、特产等部门积极为产业发
展提供指导服务，通过集中办班、分
散指导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
服务活动，近几年举办大型中药材
产业科技培训班 10多期，分散技术
指导 100多期，培训农民技术骨干
5000人次以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都掌握两到三项中药材种植技术，
为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奠定技术基
础。

同时，县政府高度重视中药材
产业的产学研结合和科技创新。由
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与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中
药材学院、吉林农业科学院等 20多

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建立了广泛
联系，进行密切合作，申报实施中药
材产业科技项目 80多个，投入科技
牵导资金2800多万元，取得12项省
级科技成果，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
步奖和技术推广奖16项。

此外，靖宇县中药材产业的集
散效应也十分突出。长白山道地药
材交易中心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多
种中药材交易综合性市场，每年人
参中药材交易量突破 2万吨，交易
额超 20 亿元。北五味子、平贝母、
林蛙油等道地中药材品种的交易
量，更是占到全国销售总量的 70%
以上，靖宇市场的标准和价格成为
全国各主要中药材市场相关品种交
易的重要参考，靖宇县已然成重要
的道地中药材集散地。

从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从政
策扶持到科技支撑，靖宇县在道地
中药材产业发展上步履坚定，此次
获评全国乡村振兴道地药材发展示
范县，是对其过往努力的肯定，也为
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这
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靖宇县的道
地中药材产业将继续散发浓郁“药
香”。

长白山下“药香”浓
——靖宇荣膺全国道地药材发展示范县

张贵友 张秋莹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王浩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年来，安图县新合乡依
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大力发
展林下参种植产业，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动能，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新合乡地处长白山腹地，拥
有林地5000多公顷，土壤中拥有
丰富的有机质含量。适宜的积
温、降水，使新合乡林下参自然
天成、品质极佳。“我种了 8公顷
林下西洋参，种植不搭棚、不施
肥打药，在山林中自然生长，不
进行人工干预，15年参的存活率
仅为 10%左右。”大坝村参农窦
大叔直言天然好参来之不易。
如今，每公顷林地能起出1000棵
参，每棵参市场价值达到 100至
1000元。

林下参产业不仅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更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新合乡探索“林下经济+特
色种植”模式，减少对天然林下
参的开发压力，实现了“不砍树
也能致富”的目标。

目前，全乡林下参种植面积
稳步扩大，形成“林下参+大田
参”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村民
在种植、采收等环节实现“家门
口”就业，人均日增收200元。

新合乡以林下参产业为抓
手，深化“党组织+合作社+农户”
协同发展机制，着力推进林下经济规模化发
展、标准化建设，为乡村振兴开辟生态振兴
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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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蛙油

山 川 蛙 鸣 淌 金 银
——辉南推动林蛙产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闫玥琦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图片由辉南县委宣传部提供

▲养殖基地工人正在加工晾晒林蛙

遗失声明
因权利人将以下不动产登

记证书（证明）遗失，现申请补
发，经初步审定，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逾期我
中心将补发新证，注销原证。

胡立荣因保管不善，将不动
产登记证吉（2021)伊通满族自
治县不动产权第 0008067 号遗
失，该房屋坐落在伊丹镇伊丹村
五队，建筑面积98.64平方米。

伊通满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25年4月17日
遗失声明

李志会身份证遗失，证号
220323197405031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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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辽源市东丰县小四平

镇孤山村五组，宗地面积：270，
用途：住宅用地，权属性质：宅基
地使用权，建筑密度：84，土地证
号：东 2005042103970，权利人：
张所才，土地使用证遗失特申请
登报声明作废。

声明人：张所才
2025年4月17日

遗失声明
靖宇县瑞强武装守护押运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伊通满族自

治县大孤山镇刘家村六组农户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
失 ， 权 证 代 码 为
220323106215060035J，承 包 方
代表为王玉文。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管理办法》规定，现声明该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废。如
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法
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后果。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玉文
2025年4月18日

遗失声明
吉林省恒速物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2MA17KTT750）将 法 人
章闫东（编码2201022489611）、财
务专用章（编码2201022487996）、
公章（编码2201022489298）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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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