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李 铭 报 道 厂房车间
设备轰鸣，项目建筑拔地而起……

冬日探访通化县，一个又一个项目
“安营扎寨”，一类又一类产业硕果盈
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跑”。

在总投资 30亿元的通化安睿特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人白蛋
白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集研发和制
造 为 一 体
的 产 业 园
雏 形 已
现 。“ 目 前
一 期 工 程
土 建 部 分
80%封顶竣
工，预计明
年 5月份设备进场，设备投入预计达
到 10亿元。重组人白蛋白技术填补
了世界的空白，对全球生物制药技术
都是一个突破，避免了从血浆中提取
白蛋白潜在的疾病等危险因素。”公
司董事长程建秋介绍说，目前项目已
经进入 II期临床。一期投产达效后，

预计年产值可达 50亿元、税收 5亿

元。
来到总投资 20亿元的快大人参

产业园，一家家从事人参等土特产生
意的商户开门迎客，货足价稳，供销
两旺。园区边建设、边运营，已有716
家商户入驻快大人参市场，共享工
厂、电商孵化培训基地等一批工程正
加紧建设。产业园副总经理张德武

介绍：“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2.5
亿元，已经形成集种植、仓储、加工、
销售、研发、检测及中小企业孵化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集群。如
今依托园区发展电商，整个园区每天
发出快递十几万单，年产值接近20亿
元。”

一路行走，通化县一步一新景：
总投资3.6亿元的通化县经济开发区

高技术园区建设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1.73亿元，目前已有疫苗、食
品加工等 5户企业入驻园区；总投资
3亿元的通化华夏药业扩能改造建设
项目，投产后可新增产值 10亿元，提
高企业整体科技水平……

聚焦优势产业夯实基本盘、做强
产业品质抢占制高点，在兼顾“量”与

“ 质 ”中 实 现 升
级，通化县形成
了 以 医 药 为 支
柱，食品和矿产
为主导，化工、装
备制造、建材和
新材料为优势产
业的发展格局。

同时，人参产业、鲜食玉米产业等五
大农业特色产业携手并进，奏响乡村
振兴的强音。

如今，推动新一轮振兴发展，通
化县项目建设突飞猛进，产业发展阔
步奔跑，一大批重点项目、龙头企业
汇聚形成发展新动能，正成为撬动经
济跨越式发展的新支点。

集聚发展动能 奏响振兴强音

通化县项目建设“冬日无闲” 日前，在延吉市小营镇新农
村的暖窖中，陆续收获第一茬芽
葱的村民正在忙碌着。这批新起
的芽葱，经过去皮、打包等精加
工，将销往延吉市的各大超市以
及吉林省内、辽宁等地。

“还有6天，我家的头茬芽葱
就可以上市了！”新农村5组村民
胡丽红看着自家暖窖里的芽葱
满眼欢喜。

胡丽红家的暖窖不算大，却
是她家整个冬天和初春收入的
主要来源。“这个暖窖一个冬天
能种 4茬芽葱，平均一个月出一
茬，加起来的种植面积能达到一
公顷。”胡丽红说，除去人工和煤
炭等成本，预计这个冬天净收益
能达到3至4万元。

张立杰家的头茬芽葱种得
早，收获得也早。在胡丽红盼着
起葱的日子里，张立杰已经开始
卖葱了。张立杰夫妇不善言辞，
吃苦耐劳。“跟着政府的政策走，
好好种地，收入一定不会差。”张
立杰表示，在种地的 20余年里，
他家的收入主要以夏秋种植大
棚黄瓜和大地蔬菜为主。近些
年，村里大力发展暖窖经济，以
解决农民冬春赋闲的问题。经过多年摸索，张立杰
一家通过卖芽葱增加了冬季的收益。

据新农村党支部书记吴冬梅介绍，以往，新农
村的种植以夏秋大棚黄瓜、香瓜和大地蔬菜、辣椒
为主。其中，大棚黄瓜产量占全市销售总量的
60%，大地辣椒精加工后的辣椒面产量占全市销售
总量的70%，这两项产业收入是村民的基本收入保
障。近年来，为了加快乡村振兴发展步伐，新农村
积极推广暖窖经济，不少村民开启了冬春种植的暖
窖劳作，芽葱种植也逐渐成为帮助村民冬春增收的
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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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春节，长春市九台区兴
隆街道头道村的养殖户杨广田格外高
兴，原来，他申请的“肉牛贷”到账了，解
决了犯愁的融资难题。

“银行贷款办得特别快，利息还特
别低，这 100万元一到账，我的资金周
转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今年我准备继
续扩大规模，争取带动村里的老百姓都
养肉牛，过上好日子。”杨广田自豪地
说。

走进杨大哥的养殖场，380余头肉
牛强健壮硕，在牛栏里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慢悠悠地吃着饲料，十分惬意。

众所周知，养殖业成本高、风险大，
很多养殖户虽有心扩大规模，但往往因

为资金少、融资难，限制了发展的脚
步。随着吉林省“千万头肉牛建设工
程”全面出台落地，九台区迅速反应，积
极组织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服务活
动，养殖户的困境也开始出现转机。

按照“政府主导、银行牵头、各方参
与、服务社会”的整体思路，九台区金融
办积极向各大银行发出倡议，支持肉牛
产业，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将域
内 138家养殖户名单推送给各个银行
开展银企对接活动，确定客户经理和养
殖户“一对一”的对接模式，针对各自目
标养殖户进行针对性的沟通对接。

“我在银行申请了 100 万元的贷
款，用这个钱我又买了50多头牛，现在

有145头，今年我还要再扩大规模。”城
子街街道团结村二社的养牛户韩忠武
也通过“肉牛贷”尝到了甜头。

“为了满足养殖户多层次的信贷需
求，我们以活体畜禽抵押的方式，推出
了‘肉牛贷’，目前投放贷款已经达到
300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准备成立专
门团队，加大投放力度，为全区的肉牛
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邮政储蓄银
行九台支行副行长谢建坤介绍。

据悉，“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实施
以来，九台区以“肉牛贷”等多种金融产
品为切入点，累计放款金额达 4300万
元，牵住了农村融资的“牛鼻子”，让农
民过上了“牛日子”。

牵住“牛鼻子”过上“牛日子”
□ 郭明月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提起临江市六
道沟镇经建村的绿
色粉条，可谓名扬白
山。经过多年的发
展,这种纯天然食品
闯入市场,走上千家
万户的餐桌，正是这
绿色粉条，让经建村
的农民走上了致富
之路。

每年的冬至是
粉条加工的最佳时
期，走进村民毕东海
家的粉条加工作坊
间，空气中弥漫着甜
香，熊熊燃烧的灶火
上架着一口大锅，白
色的淀粉经过加工
在锅中煮熟、出锅、
冷却；毕东海手握长
棍 ，不 停 搅 拌 着 粉
条，两名制粉师傅把
粉条剪切、上架——
便制成了纯正的绿
色粉条。

在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这样一个加工
作坊间，年产粉条在

3000斤左右，可增收3万余元。
经建村加工粉条有近百年的历史，该村

的粉条加工采取的是传统技术,生产量较小,
产品都在当地销售,深受老百姓的喜欢，产品
供不应求。

村民刘金波告诉记者：“不能仅看我们产
量低，主要因为我们是传统工艺，就是制作手
法仿古。别的粉条厂现在都是高科技的沉淀
淀粉，而我们用的是原始的酸浆沉淀，比如说
100斤土豆，用现在的科技能出20斤，我们只
能出 15斤。咱们用的浆纱面子提高了淀粉
纯度，粉条质量上来了，口感自然就好。”

近几年，经建村把粉条加工作为该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来抓，通过多种切实可行
的措施，使经建村的绿色粉条进入了老百姓
的餐桌。他们着重从产量、技术上做文章，首
先是对马铃薯品种进行改良，扩大了种植面
积，目前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800亩以上，淀
粉的产量也是以前的三倍。此外，该村在保
留传统工艺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一些设备，
解决了费时、费力，生产能力低下等问题。

经建村的粉条从质量到价格都独具优
势，但由于以前缺乏品牌意识，当地加工的好
粉条只能转手贴上别人的商标出售，让别人
赚钱。因此，该村探索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

经建村党支部书记韩云杰早已对绿色粉
条的发展做好了打算：“现在我们村绿色食品
粉条，年产在4万斤左右，准备以农村合作社
的形式和村民共同建立一个粉条加工厂，在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提高村民的收入，让
粉条真正变为富民
乐业的‘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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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秋实 记者
郭小宇报道 松原市宁江区
善友镇立足乡情，突出特
色，充分利用全乡牛肉产业
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把肉
牛养殖作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引擎，增加农民收入。

2月 17日，记者走进善
友镇金涛养殖场，伴随着

“哞哞”的牛叫声，一栋栋
钢构牛棚映入眼帘。牛棚
内 宽 敞 的 饲 料 槽 排 列 整
齐，棚内 460多头健硕的肉
牛，各个毛色发亮，膘肥体
壮。

金涛养殖场厂长张喜
文正为肉牛添加饲料，他告
诉记者，金涛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占

地近 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有员工 10 余
人。企业生产链条较为紧
密，集粮食收购、黄牛育肥、
销售于一身，育肥、销售黄
牛 3500 余头，经常存栏黄
牛 628 头。特别是企业在
与皓月集团多年合作的基
础上，牵头成立了育肥牛
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的养牛积极性，为
宁江区牧业，特别是黄牛
养殖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

善友镇工作人员介绍，
全镇积极落实吉林省“秸秆
变肉”工程暨千万头肉牛工
程决策部署、松原市支持肉
牛产业发展 16条政策措施

等各项扶持政策，做好团结
村肉牛养殖品牌建设，全力
保 障 肉 牛 养 殖 的 营 商 环
境。目前，全镇肉牛存栏
5547 头，具有 50 头牛以上
规模养殖户 29户，并发展 6
户意向养殖户参与到肉牛
养殖中，全市近80%的肉牛
供应都来自团结村。善友
镇对上争取政策扶持，对下
宣传推广肉牛养殖，把省市
各项扶持政策宣传落实到
位，真正惠及到养殖户。并
严格按照“规模化、组织化、
专业化、绿色化、市场化”标
准推动肉牛产业增产提质，
形成乡村发展有活力、农民
增收有动力的产业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

善友镇大力发展“牛产业”

公告
潘铁岩申请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终止（废业），现公告作废
《道路货物运输许可证》吉交运
管许可四字 220322406662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集安市大路特产制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侯钧，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5826826488078，公章，财
务章，小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城南村

六 组 杨 会 田 经 营 权 证220381107020860004JJ丢失，声
明作废。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挺进街一

委四组刘光吉(产权证名字为刘
广吉)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
号：003506. 面积：41.3 平方米，
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之日
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挺进街一

委四组刘光吉的房屋所有权证，
产权证号：7241.面积：68.5平方
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丢
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之
日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补
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挺进街一

委四组刘军宏的房屋所有权
证，产权证号：11287.面积：73.4
平方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
权证丢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
公布之日一个月后无异议，将
予以补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公告
梅河口市海龙镇挺进街一

委四组刘军宏的房屋所有权证，
产权证号：11286. 面积：52.8 平
方米，用途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
之日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补
发。
联系电话：0435－4715311
梅河口市海龙镇综合服务中心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高忠堂，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街五委一
组，建筑面积：85.32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屋产权编号：房权证
辉朝字第 0007601号，由子女高
明发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
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
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
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
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2022年 2月 26日本报刊登的该
房屋信息申请作废，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遗失声明
耿 国 峰 身 份 证 号 ：220284198208071170 丢 失 ，丢

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付 野 身 份 证 号 ：22032319820506041X 丢 失 ，丢

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 宏 明 身 份 证 号 ：220323199507092892 丢 失 ，丢

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于 皓 身 份 证 号 ：220323200209060417 丢 失 ，丢

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焕杰遗失残疾证，证号22032319640718041042，特此声

明。
声明

吉林徳助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581MA17L5JD0B，公章遗
失，编码：220581172423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张 鑫 身 份 证 号 ：

220323200207290817 丢 失 ，丢
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权俊烨将吉林警察学院公

安 情 报 学 专 业 2020 级
2001080128 号学生证遗失，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