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赉，这片曾被视为“不毛之
地”的盐碱荒滩，正悄然上演着一场
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奇迹。曾经
白茫茫一片、寸草难生的盐碱地，如
今变身充满生机的“绿色王国”，茭
白产业在这里蓬勃兴起，种出了乡
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五月的镇赉，春风裹挟着泥土
的芬芳，轻柔地拂过大地。在坦途
镇大呼拉村的万亩茭白产业园内，
一幅繁忙而有序的劳作画卷徐徐展
开。茭农穿梭在水田之间，动作娴
熟，从拔苗、分苗，到运输、排线、插
秧，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对丰收的
期待。

镇赉县苏吉汇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丁炜满怀欣喜地介绍：“5
月 3 日，我们种下了今年的第一株
茭白秧苗，预计本月底可完成全部
插秧工作。今年首批种植面积达到
2600亩，为实现新目标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建平

乡天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1500 亩茭白种植基地同样热火朝
天。碧波荡漾的水田里，工人弯腰
插秧，动作整齐划一。远处，新生的
茭白嫩叶在水面上轻轻摇曳，仿佛
在向人们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无限潜
力。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宝山介
绍：“我县丰富的水系资源与肥沃的
土地，为茭白生长营造了得天独厚
的环境。在这里，茭白预计亩产可
达2000 - 3000斤，经济效益是传统
作物的两倍有余。全县今年茭白种
植面积近 5000 亩，规模不断扩大，
产业发展的步伐愈发稳健。”

天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宋振博信心满满：“咱东北种出
来的茭白，品质特别好，根本不愁销
路！”今年，公司不仅扩大了种植规
模，还从天津购进 1500 亩茭白苗。
目前已完成 500 亩
的种植工作，剩余部
分也将在 5

月底前全部完成。
镇赉县的茭白种植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历经多年探索与实践。自
2018年将茭白引入这片盐碱地后，
种植面积逐年递增，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更令人惊喜的是，茭白在盐
碱地改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种植前盐
碱 地 块 表 层 土 壤 pH 值 平 均 为
9.32，收 割 后 降 至 9.0，下 降 了
0.32。这一数据的变化，充分证明
了茭白对盐碱地的改良功效。

此外，作为水生作物，茭白种植
田还能净化水质、涵养湿地，与当地
河湖连通工程形成良性互动，带来
了显著的生态红利，让这片盐碱地
重焕生机。

从品质上看，镇赉种植的茭白
堪称上乘，精品率超 90%。无论是
营养成分还是口感，都极具竞争
力。今年，镇赉县吉鹤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三方联合成立镇赉县苏吉
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打造万
亩茭白产业园区。在科研团队的全
力支持下，利用吉林协联生产的降
解剂，在新开盐碱地茭白存活率达
98%，一举打破了历年茭白种植成
活率未超 45%的纪录，为产量提升
提供坚实保障。

茭白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这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大呼拉村村民许建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从四月中
旬开始干活，每天工作 10 小时，一
小时20元，接下来还能再干三四个
月，估计总收入能有一万多元。在
家门口就能工作赚钱，日子越来越
有盼头！”

镇赉县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探
索发展新模式，构建起“政府 + 企
业 + 科研院所 + 农户”的合作模
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项目
共建。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
示范引领作用，大胆探索“茭白 +

小龙虾”立体种养模式，深度挖掘立
体循环经济潜力，有效提升土地利
用率，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
发展之路。

镇赉县对茭白产业的发展有着
清晰而宏伟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计划继续扩大茭白种植面积，
同时配套建设育苗越冬大棚、冷链
物流与深加工基地，全力打造集培
育、种植、加工于一体的完整茭白产
业链。让盐碱荒滩真正变身“金银
滩”。

（摄影：陈偲聪 王岩）

盐碱荒滩上的致富“密码”
潘晟昱 陈旭 本报记者 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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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胜利村

五组崔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
失，号码1433050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辽源市龙山区鑫荣五金经

销部 将公章 2204091313356 财
务章 2204091267436 法人章郝
洛 函 2204091295148 发 票 章
2204091279476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名称：大安市四棵树乡德

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章，法
定代表人名章（王立东印），监
事长名章（李忠喜印）不慎丢
失 ，（ 公 章 编 码 ：
2208823186585，法人章编码：
2208823186596，监事长名章编
码 ：2208823892969），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翊米商贸有限公司

91220103MA17XRCN3E，我 单
位法人由李丽变更为赵远、以
及赵远变更成别立民期间，将
法 人 章 李 丽 （ 编 码
2201033224199）、法人章赵远
（编码 2201035300589）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喜见商务有限公司

（原公司名称:长春市霞军商贸
有 限 公 司 ）
912201045933547196 将 公 章
（编码 2201041785392）、财务专
用章（编码 2201041784870）丢
失，声明作废。

初夏时节，万物峥嵘。在舒兰市新安乡
永太林场丛德才承包的林地，一顶顶形似棕
褐色“小伞”的羊肚菌陆续破土而出，标志着
舒兰市首次探索“林菌共生”模式取得成功。

丛德才退休后凭借多年林业工作积累
的经验，觉察到林下经济的巨大潜力。2024
年，他与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张安君合作，共
同探索林下培育羊肚菌的可能性，初步试种
菌种300平方米。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具有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等特点，备受市场
青睐。种植羊肚菌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容
易受到气候变化、土壤湿度、菌种污染等因
素影响，导致出菇率下降甚至绝收。

“树木根系有助于土壤通气和保水，树
荫能减少日光直射，林下绿草可以起到保湿
作用，共同为羊肚菌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丛德才说，为保障试种成功，他提前对林地
进行平整和改良，合理调控水分与温度，全
程采用无公害管理技术，防止杂菌侵染。
在关键生长期，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保
湿措施，确保羊肚菌顺利生长。

丛德才介绍，此次种植共投入6000元，
按照每平方米产出1斤羊肚菌估算，保守收
入达2万元。“这次试种非常成功，我准备下
半年扩大种植面积。”他说。

“林菌共生”模式的成功，帮助当地种
植户探索出一条可复制、易推广的增收新
路径，通过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进
一步盘活林地资源，为舒兰市林下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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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琳琳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集安市花
甸镇宝甸村瞄准市场需求，积极调整
种植产业结构，建设瓜果蔬菜基地，
持续优化经营模式，使棚膜经济成为
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初夏时节，走进宝甸村棚膜基
地，映入眼帘的是 3 个暖棚、6 个冷
棚。大棚里，甜瓜香气扑鼻，令人垂
涎；大叶芹郁郁葱葱，工人正在采摘、
捆扎、包装，即将运往省内外市场。
驻村第一书记陈凯告诉记者：“宝甸
村依靠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地资源优
势，建成4500平方米棚膜基地，按照

“冷+暖结合、错峰种植、应季销售”
方式进行种植和经营，实现了盈利。”

为了提高种植效益，村两委组织
种植户考察调研市场，确定了以种植
香瓜为主，手掰西瓜及大叶芹、西芹、
白菜等为辅的经营方向。通过合理
规划种植时间，使暖棚与冷棚香瓜交
替上市，香瓜销售可从每年5月持续
到10月，打破每年仅能售卖3个月的
常规。香瓜“罢园”后，续种大叶芹，
并创下元旦、春节期间大叶芹销售供
不应求的“奇迹”。同时，根据经济作
物的种植时间、成熟时机等实际情
况，投入3万余元，安装滴管带浇灌、

吊蔓及补光灯设备，并在上级农科技
术员的指导下，开展瓜苗培育、病虫
害预防、运用先进设备等，创造了温
度适宜、光照充足、及时浇灌的种植
环境。

为了把产品销得出、卖好价、增
收益，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销
售的同时，高频次开展线上宣传活
动，通过第一书记直播、转发宣传片
等方式，让宝甸村及其香瓜、手掰西
瓜等农作物广为人知。同时，通过包
保单位帮扶销售、点对点定向销售、
个人批发散卖零售等形式，拓宽了产
品销路，增加了种植户收益。

“双瓜”甜脆 大叶芹畅销

棚膜经济成宝甸村增收“金钥匙”

本报讯 许嘉文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一头头小毛驴在场地间悠然踱
步，它们时而低头，惬意地咀嚼着草
料；时而抬头，用那灵动的眼神好奇
地张望着四周，憨态可掬的模样特
别可爱。走进辉南县庆阳镇骏骐肉
驴繁育场，一幅产业兴旺的画面尽
收眼底。

骏骐肉驴养殖繁育项目占地
3000平方米，其中标准化驴舍面积
6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2000平方米
的宽敞运动场，于 2024 年 7 月建
成。繁育场良好的空间布局，为肉
驴的生长提供了舒适、优质的环境，
让每一头毛驴都能在这里健康、快
乐地成长。投入运营以来，繁育场

秉持科学化、规模化的养殖管理理
念，深耕肉驴繁育、育肥两大核心业
务，不断探索积累养殖经验。经过
不懈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通化地
区规模最大的肉驴养殖繁育基地。

“咱这繁育场现在存栏的 60头
毛驴，那可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既有血统纯正的优质品种，也
有经过科学改良的大型驴种，各个
都是养殖场里的‘宝贝疙瘩’。”唠
起养殖肉驴，繁育场负责人宁荣仁
如数家珍。

据了解，与其他大型食草动物
相比，肉食驴食量相对较小，玉米秸
秆、干草等常见的粗饲料就能满足
日常的饮食需求。而且，肉驴耐粗

饲、抗病力强，养殖过程中不需要投
入过多的精力和成本，这就降低了
养殖风险和成本。

为了带动更多农户共同致富，
骏骐肉驴繁育场积极探索创新，走
出“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销一
体化发展新路。他们与周边农户结
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搭建起了
全链条服务平台。从毛驴选种时的
专业指导，到科学饲喂方法的传授；
从成品驴的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
渠道的拓展，繁育场全程为农户提
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为养殖户保驾
护航。在繁育场的带动下，当地越
来越多的农民依托养驴产业，腰包
渐渐鼓了起来。

庆阳镇打造肉驴养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