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立足地域优势，面向省城发展经济，今年，全镇
建起蔬菜、西瓜等五大绿色产业开发带，高效农作物面积近万公顷，这
些绿色无公害蔬菜正源源不断运往外地。 记者 侯春强/摄

初夏的暖阳照射在
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
七道江村 300 多栋日光
温室、钢筋塑料大棚上，
熠熠生辉。村民们在其
中或拔草、或浇水、或采
摘，忙碌不停。微风吹
过，传来阵阵笑声。

七道江村距白山市
区 6 公里，辖 14 个社，农
户1291户，人口5016人，
是全市人口最多的村。
该村的蔬菜种植久负盛
名，市区内销售的蔬菜
30%以上来自这里，是市
区 的“ 菜 篮 子 ”。 多 年
来，该村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建成拥有日光温
室 143 栋、钢筋塑料大棚
175 栋的无公害蔬菜基
地 。 基 地 里 ，喷 滴 、路
灯、配电设施齐全，形成
绿色无公害蔬菜提前、延后生产及加工的产
业格局，基地的 10 个蔬菜品种被认证为国家
级无公害农产品。

一人多高的黄瓜架上，缀满了顶花带刺的
黄瓜。“书记，咱们的黄瓜清香可口，但就是卖
不上价儿啊。”村民邹云波一边摘着黄瓜，一
边说着。村党支部书记孙庆玉告诉他，村里
正在和蔬菜连锁超市洽谈，设置七道江村蔬
菜专柜，打造七道江蔬菜品牌，让市民吃到品
质更好的本地蔬菜。

一片嫩绿的芹菜丛中，村民丁淑芹正忙着
采摘，身后是一畦畦长势正旺的西红柿。孙
庆玉告诉她，村里准备开发她家所在的狼洞
沟，发展民宿旅游。她家正好可以种植草莓，
供游人采摘，增加收入。

一村一品、一村一企。该村以无公害蔬菜
种植品牌化发展与村集体企业相结合的发展
模式，筹建无公害蔬菜深加工基地，形成无公
害蔬菜产业化，增强市场竞争力。并整合资
源，成立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无公害
蔬菜、食用菌和花卉，统一管理、统一购买农
资产品、统一销售，积极培育品牌，形成规模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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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初夏时节，汽车穿过白山
市江源区湾沟镇四平村，山
岭上郁郁葱葱，满眼都是新
绿。转过山脚，伴随着潺潺
流 水 声 ，淡 淡 的 鱼 腥 味 儿
顺 着 车 窗 飘 了 进 来 ，30 多
个 鱼 池 排 成 数 列 铺陈在大
地上。东北三省最大、品种
最全的野生鱼人工良种繁育
基地——白山市森源养殖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冷 水 鱼 繁 育 基
地，就坐落在这里。

清 澈 的 山 泉 水 汩 汩 涌
出，流过鱼池。在阳光的映
照下，池水如同一块美玉，泛
起粼粼波光，游鱼仿佛镶嵌
其中。小如牙签的鱼苗密密
麻麻，大一点的倏忽来去，成
年的金鳟和虹鳟则是摇动着
厚实的身躯，悠游自在。每当
投放鱼食的时候，只
听得水声

哗哗，偶尔一尾大鱼跳离水
面 、腾 空 跃 起 ，溅 起 朵 朵 浪
花。

在不同的鱼池里，细鳞
鱼、花羔红点鲑、美洲鲑、金
鳟、虹鳟、鸭绿江茴鱼等珍稀
濒危种类的冷水鱼，尽情地游
弋着。冷水鱼以其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而著称，但是对养
殖环境，尤其是种苗繁育期的
水质要求高。

“咱们白山市位于长白山
深处，山高林密、沟壑纵横。
每一个山沟就是一条河流的
发源地，具有最优质的冷水资
源，养殖冷水鱼大有可为。”
公司总经理徐有国发
展 冷 水 鱼 养
殖 事

业的心十分迫切。
十多年前，徐有国下海经

商，经营一家养牛场。2005
年，经朋友介绍，他对珍稀濒
危冷水鱼养殖业产生了浓厚
兴趣，于是变卖了养牛场，投资
建鱼场。从不断摸索到逐渐
完善，徐有国一路艰辛一路
荆棘。建场之初，仅测试水
质、水温变化就用了两年时
间。在规模化繁育鸭绿江已
濒临灭绝的两大鱼种——花
羔红点鲑、鸭绿江茴鱼的过
程中，徐有国每天和技术员
泡在实验室 15 个小时以上。
天道酬勤。经过多年的试验
研究、精心培育、细心呵护，
他的养殖事业初见成效。在
徐有国的繁育基地里，被誉为
东北“长江刀鱼”的鸭绿江茴
鱼卵的孵化率从野生状态下
的 3%一跃达到 55%。

发展到现如今，公司已建
成亲鱼池、隔离检疫池、蓄水
池、净化池等孵化养殖设施，
建成养殖鱼池 38 个。这里的
养 殖 用 水 来 源 于 山 泉
水 ，水 温 常 年
变 化

范 围 1 至 17℃ ，水 量 充 沛 。
重点以保存和繁育土著冷水
鱼为主，开展了花羔红点鲑
的人工繁育，每年可生产花
羔红点鲑苗种近 20 万尾，增
殖放流和供应给良种场和养
殖 户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效 果 。
2012 年开始培育细鳞鱼、鸭
绿 江 茴 鱼 、美 洲 红 点 鲑 、金
鳟、虹鳟等各品种种鱼 5000
尾，年生产各种发眼卵 300 万
粒，各种鱼苗鱼种 120 万尾，
每 年 可 实 现 产 值 400 万 元 。
通过多年的努力，去年，公司
又从丹麦引进三文鱼卵，培
育当地养殖三文鱼技术，现
已获得初步成果。

说起未来，徐有国有许
多计划：他要带动周边农户
一起加入到冷水鱼养殖行业，
将冷水鱼养殖规模化，让这些
冷水鱼登上百姓餐桌，让
更 多 的 人 们 品 尝 到
东 北 水 生 珍
品。

黑木耳栽培具有投资少、周期
短、见效快的特点，近几年，靖宇县
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实现脱贫攻坚的
主要产业来培育和支持，有效带动
了农村贫困户增产增收。全县黑木
耳栽培户达到760多户，栽培规模达
到 1200 多万袋。实现年产值 2200
多万元，栽培户年纯收入1000多万
元。带动560多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致富。

政策支持。2016 年以来，县里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800多万元，先后
扶持了阳岔河、小西头、榆树川等23个
村、420户贫困户实施了黑木耳栽培项
目。省农业农村厅包扶靖宇县景山镇
光明、崇礼两个村，2016年开始就扶持
村里发展黑木耳栽培项目。几年来，先
后投入资金300多万元，累计发展黑木
耳160多万袋，帮助110户贫困户实现
脱贫。

企业带动。县里积极支持和培
育食用菌栽培龙头企业和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发展。目前已经培育吉林省
靖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靖宇县天源
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靖宇县沐风菌业
有限公司等食用菌产品生产加工龙头
企业8户，培育宇泉、迎春、吉禾、军明
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26个，每年生产
加工食用菌菌袋1500万袋，生产加工
干品黑木耳600多吨。

大户引领。县财政、农业、特产
等涉农部门和乡镇政府注重从资金、
技术、土地流转等方面支持食用菌产
业大户发展，目前全县拥有年栽培黑
木耳10万袋以上的大户40多户。龙
泉镇大北山村今年有38户农民发展
黑木耳栽培，规模超过500万袋。在
产业大户的引领和带动下，黑木耳产
业实现快速发展，成为脱贫攻坚的主
导产业。

黑木耳成靖宇脱贫攻坚主产业
□ 张贵友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泉水清清凭鱼跃泉水清清凭鱼跃
□ 蔡冲春

本报讯 张妍报道 位于我省
西部的双辽市东明镇盘山村大面
积种植水稻，以往秋收后的水稻秸秆
无法还田，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如今，
它们却远渡重洋销售到日本喂牛，摇身一
变成了助力脱贫致富的“香饽饽”。

5 月 10 日，在盘山村大华草场新建的
车间里，笔者看到一捆捆稻草经过粉碎和去
尘处理，变成了一包包稻草砖，正等待装车运
往大连港口。

“我们把盘山村周边的水稻秸秆都利用起
来，变废为宝，为百姓服务的同时，也为企业创
造了效益。”大华草场负责人刘兴华说。2019年
12 月，年产 5000 吨草砖的扶贫项目大华草场竣
工，草场以每吨 200 元的价格向村民收购水稻秸
秆，1公顷水稻产生的秸秆就能卖1000多元。

以前，由于水稻秸秆无法直接还田，村民们要

么拉回家当柴禾，要么就地烧荒，既不能创造价值，
还污染环境。怎么处理更妥当？盘山村第一书记于
建平一直在琢磨。了解到刘兴华以前做过草场生
意，并且有出口资质，两个人一拍即合，马上到大连
港口进行考察。经过一番了解，他们发现国际上的
稻草需求量特别大，而且我省的稻草非常受日本
认可，于是，他们决定让小秸秆“穿新衣”，搞出口
赚外汇。

于建平和镇里的干部把项目设想做成了
实施方案，还向市里申请了 160 万元的扶贫资
金，定点扶持盘山村的双辽市武装部也投入
20 万元帮扶。有了初始资金，村里的两公顷
建设用地派上了用场，一个水稻秸秆加工厂
就这么张罗起来了。村里和刘兴华约定：前
10年每年给村里上缴18万元承包租金，全
部用于村里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了这笔资
金，盘山村设置了保洁员、护路员等公益岗
位，残疾、重病等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也能得到分红。

如今，大华草场已成为全村45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产业保障。

双辽小秸秆成
助力脱贫“香饽饽”

白山市森源养殖有限公司冷水鱼繁育基地水清鱼肥白山市森源养殖有限公司冷水鱼繁育基地水清鱼肥。。

本报讯 隋二龙 赵蓓
蓓报道 近日，笔者走进东

丰县黄河镇新荣村，一排
排整齐的钢架式大棚在阳
光的映照下熠熠发光。大
棚育苗床内，近30万株人
参苗长势喜人，农民们正
忙着除草、喷水和安装排
水设备……

今年，黄河镇新荣村
依托自然优势，以农业结

构调整为主旋律，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业，通过企业
投资，村合作社土地入股
的形式，在村里新建15栋
大棚，打造“调控式大棚绿
色人参种植”项目，为乡村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
建 设 ，一 期 项 目 计 划 在
2020 年至 2021 年建设人

参种植大棚 100 栋，打

深水井 10 眼，建设
冷藏库 500 平方米，投资
3500 万元；二期项目计划
在 2021 年至 2022 年建设
大棚 900 栋，深水井 100
眼，人参加工厂 5000 平方
米，投资 6500 万元。项目
全部达产后预计销售收入
5亿元，同时可解决300名
农民就业。

作为项目的投资主体，

三参智慧农业（东丰）有限
公司总经理孟繁禄介绍说，
大棚栽培人参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光能利用率，很好
地解决农田栽参土壤改良
的繁杂程序，而且“双层式”
结构大棚能克服农田栽参
中土壤养分不平衡、病虫害
严重等问题，解决了农药残
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达到
绿色产品标准。

黄河镇大棚“扣”出乡村发展新动能

一人多高的黄瓜架旁，邹云波忙着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