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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气温回升，舒
兰市新安乡迎来桦树汁采集
期。作为当地一项重要的绿
色产业，桦树汁采集不仅为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
为全乡经济发展增添了一笔
充满生机的“绿色经济”。

新安乡地处长白山余脉
张广才岭，这里丰富的林业资
源为桦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桦树汁素有“森林
黄金液体”的美誉，富含多糖、
氨基酸、矿物质及抗氧化成
分，是一种兼具高营养价值和
保健功效的天然饮品，深受消
费者喜爱。

目前，新安乡的桦树汁采
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据了解，全乡日采集桦树汁60
余吨，单株成年树年产桦树汁
100 - 200升。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当地采用三年一次人
工轮采方式，在保障树木健康
生长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桦
树汁资源。这种科学的采集
方式既维护了生态平衡，又确
保了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为进一步延长桦树汁产
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新安
乡林源祥食品有限公司积极
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扩
能改造。通过优化生产线和
设备布局，建成了 1栋占地面
积 700 平方米的急冻冷库和
500平方米的全新生产车间。
同时，引进桦树原汁生产线、
低温浓缩生产线以及桦树小
分子蜂蜜水生产线，搭建起覆
盖原料处理、加工生产到成品输出的全流程制造体
系。投产后，桦树汁系列产品年产能达4000吨，从
源头保障原料新鲜度，到研发多样化产品，实现了
全产业链生产效能的突破性升级。

桦树汁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富
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采集期间，周边400余人
参与其中，人均增收超5000元；生产车间则带动长
期就业50余人，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实现就业，收入稳定，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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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间，一垄垄翠绿的大叶芹破
土而出，鲜嫩的叶片在微风中含笑舒
展，讲述着丰收的故事。这里，就是集
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大叶芹种
植基地。

走进大叶芹种植基地，种植户侯
广军穿梭在田垄间，熟练地将刚刚采
摘的大叶芹挑选、捆绑、装箱。一捆捆
色泽鲜嫩、叶片肥美的大叶芹，散发着
浓郁的山野清香，格外诱人。侯广军
告诉记者，这些大叶芹即将“踏上”前
往辽宁本溪市的旅程，当晚就会在直
播间亮相，销往全国各地。

从 2005年起，侯广军就开始尝试
采用“仿野生+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
式，将大叶芹引入露地进行驯化种植，

让大叶芹在春季提前破土生长。
“山野菜的仿野生、规模化种植并

非易事……”侯广军介绍，为保留大叶
芹的天然营养成分，他反复试验，用农
家肥替代化肥，以人工除草代替农药
喷洒。如今，直播时向网友做出的“从
黑土地直达餐桌”绿色承诺，正是源于
对品质的坚守。

大叶芹种植产业为杨木林村农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从种植、管
护到采收，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当
地和周边村屯的农民提供了致富机
会。

“以前农闲时没事干，现在来基地
打工，一个月不仅能挣钱，还不耽误照
顾家里。”正在采摘大叶芹的赵大姐

说。
在外岔沟村的大叶芹种植基地，

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种
植户原有红的 7亩大叶芹也迎来丰收
季，村民分工协作，称重、打包、装车一
气呵成，有条不紊，大家辛勤的劳作将
迎来喜人的收获。

昔日深藏于深山的早春野菜，如
今已华丽转身，成为颇受市民青睐的

“黄金蔬菜”，从田间地头走向四面八
方的家庭、餐馆、大酒店。为了拓宽
销路，凉水朝鲜族乡正通过“基地+
农户+电商”的发展模式，将特色农
产品与网络直播深度融合，让这株
小 小 的 山 野 菜 释 放 出 振 兴 乡 村 的

“大能量”。

大叶芹种植鼓起农民钱袋子
卢筱庆 韩升 本报记者 吴连祥

“东丰，以产鹿茸著名，有全国较
早的养鹿场。”这是《辞海》关于东丰
县的记载。东丰县幅员辽阔，群山环
抱、丘陵起伏，是梅花鹿生息繁衍的
天然牧场。1947年2月，这里诞生了
全国第一家国有鹿场，第一个梅花鹿
良种繁殖基地。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东丰县牢牢抓住被确定为吉
林省梅花鹿产业大开发“双核”战略
核心的有利契机，聚焦梅花鹿特色产
业，启动人才升级战略，通过实施“平
台筑基、双轮驱动、润才兴业”三大系
统工程，创新构建“产才共融”发展模
式，探索出特色资源型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途径。

筑巢引凤，打造人才“蓄水池”

按照梅花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需求，东丰县构建集种源保护、智慧
养殖、科研转化、仓储物流、文旅于一
体的全链条产业平台，推进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办法，
与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吉林大
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
等科研单位、院校签订产学研战略合
作协议，成立“东丰梅花鹿产业发展
院士工作站”，建设梅花鹿产品研发
中心、质量检测中心和智慧鹿业综合

服务平台，聘请知名专家、教授组成
梅花鹿产业发展技术专家、顾问团
队，为梅花鹿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技
术支撑。

目前，全链条产业平台已吸引中
鹿集团、华润集团等国内多家龙头企
业进行产业投资，全县已形成 4683
户养殖主体、7家大型加工企业、164
个产品品牌的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
80 亿元。2024 年，东丰县成功申创
国家级梅花鹿产业集群，产业的蓬勃
发展激活人才强磁场，为技术研发、
品牌运营、数字营销等领域人才提供
专业平台。

双轮驱动，锻造产业“生力军”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基于这一理念，东丰县拓宽招才引智
视野，多措并举延揽人才，为梅花鹿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人才力量”。

聘请中国农科院孙印石研究员
等 18名权威专家组建“东丰县梅花
鹿产业高端智库”，年均开展技术培
训超 1000人次，以高端人才助力，破
解产业技术瓶颈。联合吉林农业大
学共建乡村振兴东丰（梅花鹿）综合
实验站，吸纳 29人高层次研发团队
进驻东丰，开展药物检测、种源优化
等科研攻关，推动校地协同，产学研

深度融合。
建设人才梯队。依托全县 14所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定向培养梅
花鹿养殖能手、技术骨干 400余人，
构建“专家+骨干+农户”三级人才梯
队，持续提升本土人才培育能力。

润才兴业，激活发展“源动力”

为了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
得好，东丰县连续 8年配置梅花鹿产
业发展基金，每年投入 2000万元，在
人才引进、种源保护、成果转化等方
面给与重点扶持。

成立人才引进服务中心，设立30
个“人才专项编制”，为梅花鹿等重点
产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提供持续
的人才保障。推出人才政策 3.0版，
为人才提供落户、安家、子女入学、就
医出行等全方位保障。投入资金240
余万元，按“拎包入住”标准建设人才
公寓 29套，让人才住有所居、心有所
安。

如今，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已形成
“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养殖户年均增收 2.3万元，带动相关
就业 1.2万人，为我省县域特色产业
发展打造了“东丰样板”。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日，抚
松县北岗镇崔把头工作室游客众多，老
把头崔长安声情并茂地为慕名而来的
游客讲述着放山、采参过程中的趣事。
北岗镇拥有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项，串起北岗镇的文化自信之路，诉
说着参乡源头的深厚底蕴。

“放山寻参，规矩比山高。”老放山
人董德双作为国宝野山参采挖人之一
回忆当年的经历感慨万千。在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参习俗”里，藏着辨
参踪的火眼金睛、挖参时的屏息凝神，
还有“抬大留小”的生态智慧。从专用
术语到道德准则，从挖参技巧到团队协

作，这些通过口传身授延续千年的技
艺，如今正焕发新生。

2025年，北岗镇依托“采参习俗”
积极谋划“北岗镇野山参博物馆放山揆
程传承项目”。依托传承到第五代的崔
氏放山揆程，计划建设文化体验区、人
参博物馆、人参加工车间及电商中心。
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模拟采参、参把
头讲解等互动形式，还原传统“放山”流
程，了解人参衍生品的生产、包装与线
上销售过程，感受“人参文化+生态旅
游”的独特魅力。

“人参姑娘躲进深山里，专帮善良
的老百姓。”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

山故事传承人魏本胜的讲述赋予野山
参生命。人参故事存在于人们的口耳
相传之间，这些口口相传丰富多彩的故
事，源于采参人的亲身经历，承载着参
乡人的质朴向往。如今，北岗镇“参情
北岗”公众号开通参乡文化专栏发布
内容 40余篇，让传统故事走进数字时
代。

为弘扬特色产业文化，推动人参产
业持续发展，近年来，北岗镇持续开展

“参乡源”文化节、开山节等民俗活动。
用歌舞展演采参习俗，用故事传递美好
祝福，从民间习俗到文化产业，北岗镇
用文化 IP点燃产业引擎。

北岗镇：人参文化IP点燃产业引擎

聚 智 赋 能 兴 产 业
——东丰县“人才兴鹿”工作纪实

张冬宇 本报记者 吴连祥

与吉林农业大学共建东丰梅花鹿综合实验中心

为东丰县梅花鹿产业高端智库专家颁发聘书

图片由东丰县委组织部人才服务中心提供

注销公告
公主岭市科技企业协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220381MJ4169400C 申 请 注
销。

2025年5月19日
遗失公告

吉林省马思特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将办学许可证
副本申请挂失，注册号：人社民
322000060002299 号，法人名：
喻盛博，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244265888
注销公告

吉林省马思特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申请注销，敬
告债权债务人 45 天内到该处
办 理 清 算 事 宜 。 注 册 号
322000060002299号。
特此公告。

联系人:喻盛博
联系电话:1324426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