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通化禾韵现
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种植基地，面积广袤的
蓝莓令人震撼。目前
公司拥有 7500 亩标准
化有机蓝莓种植基地、
1万吨蓝莓收储加工基
地和每年200万株规模
的良种繁育基地。

负责人介绍：“公
司能够发展到现有规
模，离不开通化当地优
良环境。优质的蓝莓
果实需要优质的自然
环境，近年来通化地区
环境质量逐年提升，保
障了公司生产的蓝莓
品质越来越好。为了
更好地保护环境，我们
利用配方有机肥＋绿
肥（秸秆覆盖）技术，减
少化肥使用量。同时
收购农户玉米秸秆及
畜禽粪便，制作有机肥
铺设在蓝莓种植基地，
根据测土配方数据增
施有机肥。”

作为长白山生态
食品标杆企业，白山市
林源春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良

种繁育、种植、加工、贸
易、销售、连锁加盟经
营、部队副食品供应配
送及相关技术服务、研
发为一体的现代化民
营企业。公司充分发
挥长白山区的资源优
势，就地取材，采用科
学先进的加工技术，资
源优势、经济优势，生
产出高附加值产品 。
公司现有国家级标准
化蓝莓种植基地 1800
亩，区域连锁特产种植
面积9500亩。

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我公司下设两家
合作社，以‘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先进
模式，公司与合作社签
订托底采购协议，以合
作社带动农户种植，由
公司免费为农户培训
种植技术、免费提供种
苗并与合作社统一收
购。通过不断提高公
司养殖、种植户的组织
程度，进一步提升产品
产量和质量 ，扩大长
白 山 生 态 食 品 影 响
力。”

生态+农业

助推生态农业规模化发展

JI LIN NONG CUN BAO

生态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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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淑芳 身份证号：

220322195503100088。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胜利小区二期 7#楼东
二单元 1504室的不动产申请办
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住宅。
面积10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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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遗失公告
产权人：梨树县机井队 坐

落梨树县奉和委。房屋结构:砖
木。面积78.37平方米。产权证
号：吉房执梨字第 886号。房屋
所有权证书丢失，公告声明作
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及责任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
起 15日内向梨树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电话：5252002）提出异议
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

《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准予补发
证书。
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5年5月27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张军 身份证号：

220322196312030739。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东街奉友委的不动产
申请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
住宅。产权证号：吉房权梨字第
1088号。面积 10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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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

遗失公告
产权人：梨树县机井队 坐

落梨树县奉和委。房屋结构:砖
木。面积 383.94平方米。产权
证号：吉房执梨字第 885号。房
屋所有权证书丢失，公告声明作
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及责任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
起 15日内向梨树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电话：5252002）提出异议
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

《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准予补发
证书。
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5年5月27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淑芳 身份证号：

220322195503100088。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胜利小区二期 7#楼东
二单元 1604室的不动产申请办
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住宅。
面积10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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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提起通化县三棚林业有限
公司，当地老人还是愿意称之
为三棚林场。通化县三棚林业
有限公司（原通化县三棚林场）
始建于1958年，总经营面积4.7
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5%，人
工红松林面积达 1.8万亩。60
多年来，三代林业职工不忘绿
化荒山的初心，牢记生态建设
使命，经过艰苦奋斗，科学营
造，拥有人工林 3.3万亩，天然
林 1.1 万亩，其中人工红松林

1.8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95%。 由于红松规模不断增
长，经济、生态、社会效益逐年
提升，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带动
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林场职工姜鑫看着林下中
草药茁壮成长，心里早就乐开

了花：“你看看这长势，加上这
几年大家都认可咱吉林产的药
材，肯定能卖上好价。”

在三棚林场，像姜鑫一样
发展林下经济的职工还有很
多。林场负责人说，职工承包
土地发展林下经济，不仅实现
高附加值，也为林区全面停伐
后产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

“林果或林药间种能促进林内
的卫生条件，红松下可以种植
林下参、蓝莓、葡萄、林间苗圃，
复合经营模式下，职工和林场
实现双赢。”

多年来，通化县三棚林业
有限公司坚持高质量、高标准
科学营造扩建红松林，以转型
为契机，实现多产融合。开展
以红松为主的绿色产业项目，
投入 500万元建设配套的红松

种子贮藏库和晾晒场，延长红
松产业链，实现公司增效、职工
增收、生态增强的多赢目标。
目前，已累计发展林下参、三枝
九叶草等林药间作面积 1500
余亩，今年正在发展刺五加等
中草药项目；发展特色生态旅
游，依托红松独特的生态景观
和蝲蛄河湿地公园，投资 3000
多万元建设集红松果林产业、
红松母树林观光、休闲康养于
一体的红松康养产业园，并打
造成为植物引种、栽植、科普示
范的生态教育基地。公司红松
产业品牌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和
当地林农积极营造红松林，全
县栽植红松干果林 36 万亩。
红松塔采收时，为周边居民提
供就业岗位 500 多个，年收入
增加300到500万元。

生态+林草 开启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开栏语：
“生态+”，是以生态

保护为核心，通过与文

旅、农业、工业、林草、体

育等多领域深度融合，将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社会

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使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生态资源转化为社会

发展动能，形成保护与发

展 相 互 赋 能 的 良 性 循

环。“生态+”是我省践行

“两山”理念，以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具体实践。

行走在白山松水间，

良好的生态优势正成为

奔腾涌动的发展动能。

正值六五环境日，本报联

合省生态环境厅，共同开

设“生态吉林”专版，全面

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绿美吉林。

看“生态＋”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快看，快看，我拍到中华
秋沙鸭啦!”来自浙江省的鸟类
爱好者张哲兴奋地喊着朋友，

“我特别喜欢拍鸟，这次年假特
地来到长白山，一是领略天池
风光，另外就是看看能不能拍
到中华秋沙鸭。我很幸运，这
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中华秋沙鸭属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濒危物种，被称作“鸟中国
宝”“鸟中大熊猫”和水域环境
的“生态试纸”。近年来，我省
作为中华秋沙鸭主要繁殖栖息
地之一实施一系列保护举措，
全面保护中华秋沙鸭种群及栖
息生存环境。

每年 3 月中旬，中华秋沙
鸭都会如约飞抵头道白河流
域，开启它们的栖息与繁衍之
旅。它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
为苛刻，需要安全的栖息地、清
澈的水质以及丰富的食物资
源。它们通常选择在水流附近

的树洞筑巢，以河流中的野生
河鱼、林蛙等为食。

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先后启动头道白河流域
远程监控工程和中华秋沙鸭安
居工程，基本实现保护区内头
道白河流域的监控全覆盖。通
过包铁皮、绑红绳、重点流域人
工看护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干
预了天敌对中华秋沙鸭的捕食
行为。

经过多年保护经验的积
累，保护区设计并制作了 20余
个中华秋沙鸭仿生巢，仅今年
就有 14 巢成功入住。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中华秋沙鸭的
种群数量从建区时的十余只，
发展到如今的 100 余只，种群
数量正在稳步提升。

绿水青山黑土地、蓝天白
云好空气，已经成为吉林优美
自然环境的生动写照和人民高
品质生活的标配。2024年，全

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
在全国第一方阵，地
级及以上城市优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92.9%，水环境质量
取得历史性突破，
地表水国考断面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
例达到 89%，土壤环境质
量保持在较好水平，生态质量
状况稳定向好。良好的生态环
境为“生态+”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保障，“生态+
文旅”推动文旅产业
从“冰雪热”拓展至

“四季火”，“生态+农
业”擦亮了长白山
人参、吉林大米等

“吉字号”特色品牌，
全省上下生态“含绿
量”转化为发展“含金
量 ”的 生 动 故 事 不 断 演
绎。

生态+文旅 保护与开发间的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