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梨树县梨树镇北夏家村，要
说谁的名声最响亮，那首屈一指是
邵亮亮。他，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农
业达人”“致富领头雁”。

2009 年，邵亮亮毕业于吉林农
业大学农学专业，先后从事种子销
售、品种实验、种子生产检验等工
作，在外地闯荡多年，小有成就。

2012年，怀着浓厚的桑梓情怀，
邵亮亮回到家乡成立聚丰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调整种植结
构，给“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带来
了新气象。

与父辈那些种田的“老把式”相
比，邵亮亮对现代农业有着自己的
理解，“爱折腾”的他不断尝试用新

的技术和思路改变着传统农业的生
产经营方式。

经过调研，他发现父辈原来的
经营模式已经跟不上市场行情，传
统的玉米种植无法让乡亲们真正赚
到钱，于是，他将目光瞄准特色农
业。“梨树肥沃的黑土地资源、适宜
的气候条件、肥力均衡菌群合理的
土壤环境，更适合种植符合绿色环
保标准的西兰花，而且可以实现一
年两茬。”邵亮亮说。

从 2016 年开始，邵亮亮带领合
作社社员尝试种植西兰花。经过几
年的努力，逐步发展成为集栽培种
植、初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西兰花产
业。目前，聚丰合作社生产的西兰

花已经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并
建了冷库和车间用于贮藏、加工
西兰花。近几年，邵亮亮将西兰
花卖到日本、韩国，拓宽了村民
致富路。

“一公顷西兰花最高收入
七八万元，种植效益大幅提高。”

邵亮亮自豪地说，西兰花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每年用工量达1.5万人次
左右。这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西兰
花种植和初加工，一下子解决了北
夏家村及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问
题。

合作社给乡亲们带来了可观的
收入，乡亲们高兴，邵亮亮心里也美
滋滋的。他笑着说：“合作社在家附
近，乡亲们平时在合作社打工，一天
挣100多元，还不耽误接送孩子、照
顾老人，时间充裕。”

近年来，邵亮亮为乡亲们带来
近200万元的收入。如今，近百户村
民加入了合作社，很多村民不再外
出务工，选择留下来跟着他一起干。

种植方向确定，市场稳固。邵
亮亮开始研究如何让乡亲们致富。
他先后与省农科院吉农绿色有限公
司合作，订单种植甜玉米、西兰花、
甜豆等；与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
司合作开展高粱、大豆制种等项目；
与多个种业公司合作玉米品种试验

种植项目……通过托管、流转、带地
入社的方式，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种
植多种经济作物，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北夏家村曾是贫困村，村民靠
种植玉米生活，收入普遍不高。如
今，村里已有近百户村民加入了邵
亮亮的合作社，收入比过去大幅提
高，村里与合作社合资经营扶贫冷
库项目，每年分红3万元，村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北夏家村党支部副书
记杨荣晶说。

目前，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营 3000 多亩土地，全部采用保

护性耕作。除了西兰花，邵亮亮还
种植鲜食玉米、饲养肉牛，种养结
合，发展循环农业。他把甜玉米和
西兰花的茎叶做青储饲料养牛，牛
产生的粪便与玉米秸秆混合，发酵
变成微生物菌肥进行还田。这样的
循环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还提升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更
有利于保护黑土地。

短短数年，在邵亮亮的努力下，
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
北夏家村乃至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
支点，他本人也荣获全省“乡村振兴
杰出人才”。

邵亮亮和他的“致富花”
本报记者 侯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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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记者从桦甸市发改部门获悉，今
年一季度，桦甸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4.6 亿元、增长 8.1%，位列吉林市外县
第一，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年初以来，桦甸市坚持稳中求进总
基调，立足“加快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宜
业、生活幸福新时代样板城市”目标定
位，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一季度，该市累计实施开复工项目 14
个，其中新建项目7个，续建项目7个。

一季度，桦甸市坚持“项目为王、落
地为大、谋划为先”理念不动摇，紧盯资
源转化、产能升级两大关键，以“四位一
体、五项联保”和“项目知心人”服务包

保机制为引领，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全
力促进项目施工和投资进度，一季度完
成投资3.4亿元。

桦甸市工业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该市持续推动黄金公司精炼厂与赤峰
黄金、老金厂金矿稳定合作，净增产值
2.2亿元，拉动全市工业增速30.1个百分
点；修元科技升规净增产值600万元；白
山电厂完成产值核算方式调整，净增产
值近9000万元，拉动工业经济产值增速
12个百分点。一季度规模工业总产值
实现10.5亿元、增长42.3%；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11.1%。

利用一季度节假日消费旺季节点，
桦甸市累计开展促销活动15场次，发放

消费券 4 万元、撬动销售额增长 41 万
元。紧盯在库限上企业经营状况，逐户
解决营收障碍，做到精准施策、疏堵通
淤，重点帮助鼎鸿商贸开展与教育、民
政、卫健等部门的产需衔接，推动商贸
零售额稳步提升。一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实现8.8亿元、增长6.9%。

“今年以来，我们狠抓‘一号项目’
实施，编制了书记和市长‘一号项目’包
保服务工作方案，成立‘一号项目’包保
服务工作专班，全力推进‘一号项目’实
施。投资 10.5 亿元的鲜食玉米产业集
群项目和投资1.2亿元的白云生态食品
项目正在加快办理前期手续。”桦甸市
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说。

桦甸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地区生产总值24.6亿元、同比增长8.1%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实习生
胡鑫蕊 报道 5月中旬以来，梅河
口市各乡镇抢抓天气晴好，气温
升高的有利时机，集中人力和机
械，掀起水田整地插秧热潮，为夺
取今年水稻丰收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梅河口市是中国粮食行业协
会命名的“中国皇粮御米之乡”，
水稻栽培历史悠久，远离工业污
染，产出的大米好吃营养更安
全。在清代曾作为贡品送往京都

“ 皇 城 ”，因 而 被 称 为“ 皇 粮 御
米”。经过几代农人的实践总结，
耕作技术日臻完善，所产大米软
润弹滑，久负盛名。为了助力农
民种稻增收，市粮食行政部门加
大品牌推介力度，推动梅河大米
进军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农技
部门积极推广先进稻作技术，加
快机械化耕作进程，提高技术水
平和生产效率。

走近曙光、黑山头、山城镇等
乡镇水田种植区，只见水花翻滚、
农机轰鸣，种植户正在用拖拉机
加挂打浆机进行泡田整地作业，
他们按照泡完一块、整平一块的
方式推进，做到均匀一致，不留死
角，确保适时插秧。

5 月 14 日上午，记者在湾龙
乡福安村看到，一望无垠的稻田
里，插秧机往来穿梭，车轮轧过白
亮亮的稻田，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秧苗，不到半小
时，一片片稻田便披上了“绿装”。

走进双兴镇同合村，处处可见繁忙的整地、插
秧场景，勤劳的农民正在用双手描绘未来的丰收
图景。在四组的水田里，村民正在进行传统的手
工插秧，虽然没有机械化作业的壮观场面，可插秧
的速度也很快。村领导自豪地说：“这里青山环
抱，水源充足，没有工业和车辆尾气污染，产出的
大米和其它水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

据了解，今年梅河口市粮食种植面积163.6万
亩，其中水稻42.3万亩。4月以来，市农业农村局
选派技术人员，深入乡镇、村屯开展技术服务，
指导农民做好水稻苗期管理和水田整地，适
时转入插秧。预计到 5 月底，全市即可完成水
田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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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梨 树 县 抢
抓 农 时 开
展 水 稻 插
秧 作 业 。
图 为 在 沈
洋 镇 宏 顺
源 农 牧 业
农 民 合 作
社 的 水 稻
种植基地，
工 作 人 员
正在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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