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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自动化机械设备轰鸣
作响，制袋、灭菌、冷却……一袋袋
黑木耳食用菌菌袋，沿着传送带运
往国内市场。

“去年，公司的智能生产线产出
2800万袋菌袋，产品辐射全县的同
时，还为当地创造了 1000多个就业
岗位。”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孙森介绍，近年来，企业打造
现代化生产线，根据需求定制自动
化机械设备，逐渐走上快车道。

在此基础上，从 2023 年开始，
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还将经营
范围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建设了
高质量黑木耳立体栽培实训基地。

“我们免费提供 75座大棚、无偿提
供技术指导，带动当地村民种植木
耳。既能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也解决了菌袋的销路，还提升了木
耳的整体品质和口碑。”孙森说。

黑木耳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
科技的助力。2022年10月，汪清黑
木耳科技小院正式成立，着力研究
和推广长白山黑木耳野生资源开
发、栽培技术和育种技术。“科技小院
成立后，教师和研究生长年驻扎生
产一线，专注黑木耳新品种选育，提
升黑木耳智慧化、标准化栽培生产
技术，努力研发适合汪清当地的全
套黑木耳生产工艺。”延边大学副教
授、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刘迪介绍。

如今，汪清县已在黑木耳种植
主要区域实行制袋、灭菌、接种、养
菌“一条龙”式菌袋生产模式，形成
集研发、生产、销售、加工、废弃物处
理为一体的生态循环产业链，并逐
步推动由“农户生产菌袋+培养管
护”向“菌袋厂生产菌袋+农户培养
管护”转变，降低菌袋杂菌率，保证
产品品质。

“汪清县将深入实施集菌种研
发、品牌提升、产品加工为一体的黑
木耳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做好土特
产文章，把更多的利益留给农民留
在农村，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汪清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陈乃阳说。

谋升级，科技推广助力产业链延伸

小木耳“出圈”记
——汪清县木耳产业发展记事

□ 张志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不动产登记遗失声明作废公告
土地使用权人:董维民，坐

落:平安川金山村金山屯，权属
性质:集体建设用地，宗地面积:
270 平方米。土地号:03-278 号
的土地使用权证书遗失，现公告
声明作废。辉南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予
以遗失公告，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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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登记中心将注销原证，补发不
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范立军，坐

落：团林镇纪家村，建筑面积：
60.19平方米，用途：住宅，不动
产证号:2019.0004696。该房屋
由范国辉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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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
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不动产登记遗失声明作废公告
土地使用权人:辉南县辉南

镇中心小学，坐落:辉南县辉南
镇胜利街，权属性质:划拨，宗地
面积:8555.7 平方米，土地号:1-
15-72 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遗
失，现公告声明作废。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规定，予以遗失公告，与此相关
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
的，应在公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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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注销原
证，补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盛春生、安

淑华，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
街县医院住宅楼 1 号楼 5 单元
309室，建筑面积:76.47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吉 2020辉
南县不动产权第 0003424 号。
由子女盛芳继承该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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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不动产所有权证遗失公告
房屋使用权人:王云富(房屋

档案登记名王云富)将坐落:样子
哨镇杨家堡村杨家堡屯，用途:
住宅，建筑面积:72平方米，幢号
3-12，房屋所有权证号:房权证
辉城字第 9901708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予以遗失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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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中
心将注销原证，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公告

辉南县样子哨镇自然资源站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不动产登记遗失补发公告声明
原土地使用权人:王云富(地

籍档案登记名王云富)将坐落:样
子哨镇杨家堡村杨家堡屯，使用
权类型:集体土地使用权，使用
权面积:270.0平方米，土地证号:
辉集用(99)字第 160320011号的
土地使用权证书遗失，声明作
废。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无人向辉南县样子哨镇自
然资源站提出异议申请，现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注销原证，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特此声明

辉南县样子哨镇自然资源站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利用优势条件，发展黑木耳产业种

植，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通过电商直播，

打通销售渠道，帮助村民创收致富；研究

科学技术，促进产业链升级，打造现代

化生产线……

近年来，汪清县坚持把黑木耳产业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

逐步形成了集菌种研发、菌袋生产、基地

建设、产品加工、设备制造、市场营销、废

弃菌袋回收利用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

汪清县积极引导脱贫户发展产业，持

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全县

黑木耳年栽培总量基本稳定在6.5亿袋，

产量达3.5万吨。

清晨，天桥岭镇天河村村民闫
翠莲乘着班车从家里出发，前往约
一公里的桃源小木耳基地产业园
工作。

闫翠莲是脱贫户，是干活的一
把好手。“家门口就能打工，车接车
送还管吃喝。”生产车间里，闫翠莲
忙着往菌袋里放菌种。

“过去，家里收入纯靠种地。
这里属于山区，耕地少，一年到头
没有多少收入。”回忆起过去的日
子，闫翠莲直摇头。

汪清地处长白山脉，“八山一
水半草半田”的现实情况和特殊地

貌，限制了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大
面积种植。莽莽密林并不适合大
面积种粮，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却适宜“土特产”种植，于是，汪
清县利用昼夜温差大、空气湿润、
森林覆盖率高等适宜黑木耳生长
的条件，大力发展黑木耳产业，帮
助群众增收。

目前，汪清县共有 6个黑木耳
专业镇、121个种植村，其中，百万
袋以上种植村65个，60%以上的村
以黑木耳为主导产业。全县黑木
耳种植人数达 1.4 万人，3 万余人
从事木耳相关产业，占全县有劳

动能力农业人口一半以上，已累
计 建 成 标 准 化 菌 包 厂 、车 间 70
个。

在天桥岭镇，像闫翠莲一样在
家门口就业的脱贫群众不少。“通
过发展黑木耳产业，能够带动脱贫
户、村民就业，持续增收致富，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县特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唐大涛说，现在全县积
极推动黑木耳产业发展，一方面
帮扶重点企业，协调解决脱贫户、
村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引导村
民科学合理种植黑木耳，严控品
质拓宽销路。

稳就业，脱贫群众实现家门口上班

一大早，东光镇满河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光小跑着，赶
往道路旁的木耳大棚。“现在正是
木耳菌袋接种的关键时期，温度要
严格控制好，不然会影响品质和产
量。”杨光几乎每天都要往棚里跑
七八趟，用心呵护菌袋内的黑木
耳。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中之重。对于脱贫地区，不仅要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更要
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瞄准未来，
满河村将电商作为当地木耳产业
的发展方向。“2023年，我们村电商
销售收入达到400万元。”谈起村里
的电商产业，杨光很是自豪。

满河村的电商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2018年村里开了第一家网
店，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后来，在

当地政府帮扶下，店铺慢慢有了起
色。看到村里的木耳、蜂蜜、大米
等农产品收益比外地商贩的收购
价更高后，村民纷纷加入，通过电
商创收、增收，村里的电商产业走
上了正轨。

如今，满河村已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电商村，通过电商直播售卖的
产品范围从本村扩大到全县，还在
2021年创建了“满河鲜”品牌。电
商产业越做越大，也为村里带来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

离木耳大棚不远，就是满河村
脱贫户王乙春的家。推门进屋，60
平方米的房屋干净敞亮，窗边的长
寿花、海棠花开得正艳。

“现在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
想。”王乙春说，过去，他和老伴两
人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农闲时

还得上山采摘野菜售卖，日子过得
紧紧巴巴。“种地一年下来，满打满
算也就挣5000多元，采野菜更是没
准。”

满河村红火的电商直播，有力
带动了村内木耳产业的发展。如
今，王乙春在村里的菌包加工厂工
作。“在厂里帮着装菌袋、采摘木
耳，一年干下来，工资能有 1 万多
元。”王乙春乐呵呵地说。

去年 9月，满河村新建成一个
黑木耳菌包加工车间。“好品质的
木耳最高能卖到 70元一斤。更关
键的是，这为村里的 6名脱贫户带
来了工作。”杨光说，“预计今年 7
月，村里还将建成一个占地 400平
方米的包装车间，我们村的电商产
业在向上下游延伸的同时，将为更
多村民带来家门口的工作机会。”

促增收，电商销售带动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