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发展大健康产业的进程中，柳河
县充分发挥山林资源优势，培育打造哈
泥河野山参品牌，深化一二三产融合，着
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取得显著
的实效。

目前，全县人参面积已发展到 4.4万
亩，其中，非林地人参面积 8000亩，林下
参面积3.6万亩，人参产量预计达到3500
吨，可实现产值14亿元，成为长白山人参
地理标志主产县。

瞄准道地精耕，好参种在山林间

吉林哈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柳河县东南部，是天然的基因宝库。好
山好水育珍品。凭借哈泥河流域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柳河县哈泥河野山参基
地于2004年应运而生。

拥有4000余亩山林资源的金鳌林场
位于哈泥河流域，是柳河县重点培育打
造的哈泥河野山参基地。这里上有林木
遮荫，下有原始森林中枯枝落叶堆积形
成的腐殖质黑色软土，是生长高品质野
山参的理想之地。

坚守道地育好参。基地将优选的1.5
万公斤野山参种子播撒在山林之间，不
进行任何人工干预，通过野生环境下的
生态孕育，自然成长为品质优良的道地

人参，孕育出珍贵的药效。这里，每一支
野山参的参龄均达到20年。

“我们的野山参在最适宜的生态环
境中生长，不但确保年份足龄，保证纯正
野性，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炮制过
程，避免营养成分流失。”哈泥河野山参
发展有限公司品牌运营总裁王培介绍。

创新产品业态，挖掘消费新潜力

野山参味苦，补益元气，从古至今都
是名贵中药材。随着野山参“药食同源”
理念的普及，柳河县致力开发人参及野
山参加工制品，推进加工规模化，延伸产
业链条。目前，全县已建立 4 个代加工
厂，拥有12条生产线，年产值达3亿元。

如今，哈泥河野山参一部分产品以
原料方式供应给滋补品市场，以炖汤等
方式食用。另一部分产品通过精深加
工，制作成功能明确、携带方便、使用便
捷的山参粉、山参片等产品。为保证野
山参粉（片）的品质，所有产品经过严格
检测，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哈泥河野山参把传统观念中的“重
滋补”与现代化“轻养生”相结合，让食用
野山参养生成为一种食补风尚，吸引了
更多的年轻消费者。现在，已占据江、
浙、沪等沿海地区保健品市场的“半壁江

山”。

探索参旅融合，催生产业新增长

近年来，柳河县积极推进“野人参”
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有
内涵、有灵魂的融合发展新路。

依托万亩山林，护育“道地”野山参，
开发建设了人参博物馆、房车营地、林间
木屋、地下酒窖等旅游服务设施，精心打
造集人参采挖、加工、美食、文化于一体
的“参旅融合”主题旅游路线，让游客在
青山绿水间听人参传说、品尝人参美食、
体验“放山”文化，感受“中国野山参之
乡”的独特魅力。

塑造“绿色+红色”文旅品牌。结合
当地自然风光，开发建设野山参旅游路
线“三回线”。这条线路集哈泥河野山参
基地采参体验、沿线优美自然风光、凉水
河子镇红色文化底蕴于一体，现存6处抗
联遗址，建有凉水河子抗联纪念馆。“三
回线”开通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林区有氧游、健康骑行游、野趣乡村游、
红色文化游。

林海参乡，生态药库。柳河县正持
续深挖人参历史文化，弘扬人参传统民
俗，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人参产业加快发展。

“参花”如此娇艳
——柳河县打造哈泥河野山参产业观察

张骁宇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实习生 孙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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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泽龙 孙爽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东丰县二龙山乡充分
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多措并举推动
产业发展，把小木耳培育成大产
业，把“小农户”带入大市场，有效
促进农民增收，乡村发展。

黑木耳作为药食兼用的胶质
真菌，不仅滑嫩可口、滋味鲜美，而
且营养丰富，是公认的保健食品，
市场前景广阔。因此，二龙山乡党
委、乡政府顺势而为，决定利用境
内群山环绕、溪水清澈、林木繁茂、
空气洁净这些优越的生态条件，培
育打造黑木耳种植产业。乡里制
定出台扶持政策，从用地、资金、技

术、销售等方面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和农户发展“黑金”产业，一批种植
主体应运而生。

走进爱民村鲲鹏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黑木耳种植基地，一排
排木耳菌袋在青山脚下星罗棋布，
格外壮观。整齐排列的菌棒上，一
朵朵黑色、褐色的木耳破袋而出，
长 势 喜 人 。 工 人 穿 梭 其 间 ，忙
着 浇 水 管 护 ，不 时 查 看 木 耳 的
长 势 情 况 ，为 稳 产 增 收 辛 勤 劳
作着。

“我们一开始没有种植这么多
木耳，也就 10万袋左右，经过 8年
发展和技术积累，再加上村民的支

持和政府的帮扶，今年能达到 18
万袋左右。5月以来，风调雨顺，可
望获得好收成。”技术员于化海告
诉记者。

一排排木耳菌棒如同乡村振
兴的“接力棒”，为二龙山乡产业发
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
全乡木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仅鲲
鹏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就稳定
吸纳当地居民就近就业 40 人，人
均年收入达2万元。

目前，二龙山乡所产木耳除了
直供本地商超外，还销往黑龙江等
外埠地区。小小黑木耳，让众多村
民端稳了“致富碗”。

二龙山乡：小木耳做出大文章

阳光照耀下，樱
桃树郁郁葱葱，红彤
彤的樱桃挂满枝头，
宛如一颗颗红宝石镶
嵌在翠绿的叶子之
间。走进东丰县黄河
镇均乐村碧源樱桃采
摘园，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家手持篮子，穿梭在樱桃树间，
欢声笑语回荡在园子里。

碧源樱桃采摘园占地面积

5500平方米，目前共有两个大棚、
200余棵樱桃树，“五一”期间每天
采摘人数达百余人，还吸引了一
些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樱桃树

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培
育，旨在为游客提供
优 质 的 樱 桃 采 摘 体
验。游客纷纷表示，
樱桃采摘园的环境优
美，空气清新，在这里
既可以享受采摘的乐

趣，又可以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
光，一举两得。随着采摘园的不
断发展，樱桃采摘已经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樱桃红了采摘忙
隋吉鸿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实习生
胡鑫蕊 报道 德惠市万宝镇浩轩
家庭农场自成立以来，一直以种植
豆角等时令蔬菜为主，并获得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今年，农场又种植
了4栋大棚豆角。目前，8000多株
豆角长势喜人。

走进豆角种植大棚里，一片生
机盎然。株株豆角秧苗“傲然挺
立”，汲取阳光和养分，努力生长。
豆角移栽完成还不到4天的时间，
浩轩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小军每天

都要查看长势，“照料”得格外仔
细，采访时，他正在整理滴灌带，为
后续湿度调解、补充营养液做好充
分准备。

“每亩豆角产量大约 8000 斤
左右，整体来讲效益还算不错。”刘
小军介绍着生产情况，干活的速度
可不慢。

农场种植的豆角品种为直板
九月青，已连续种植了5年多的时
间，无论是产量还是口感都有很大
的优势。农场从种植初期就坚持

施用农家肥，提升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加土壤营养，同时由原来传
统的漫灌改为滴灌，确保土壤湿度
均衡。并且农场连续多年采用的
是一穴双株的栽植模式，间距保持
在 50公分，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
长过程中，充分享受阳光，保持良
好通风，确保产出的豆角颜色好、
形状好、口感好。2023年，仅 4栋
豆角就为农场带来了 4万多元的
收益。眼下，豆角陆续进入吊蔓
期，6月下旬即可成熟上市。

万宝镇豆角长势喜人

“今天，我们跨越 2700公里，
来到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梅河口
市，带您探索‘国家粮仓’的秘
密……”5月28日，在梅河口市泉
秀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即将插
秧的稻田里，福建广电融媒体主
持人智辛向网友讲述“中国皇粮
御米之乡”的稻米故事。

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支
持协调下，梅河口市将于 6月中
下旬在福建省和深圳市举办两场

“梅河大米”产销洽谈活动。为了
让当地消费者认识了解“梅河大
米”，福建广电融媒体派出7人组
成的团队，深入梅河口市水稻生
产一线、稻米加工企业摄制并宣
传，为消费者揭开“皇粮御米”的
秘密。

为了保障采访摄制顺利进
行，梅河口市粮食部门周密筹划
安排，与专业合作社、大米加工企
业沟通协调，选择落实采访拍摄
对象，做好人员食宿、车辆等保障
工作。

成方成块平整如镜的水稻
田、水泥砌筑清水奔流的灌溉设
施、一只只在稻田间此落彼飞的
白鹭，令来自福建的媒体人啧啧
称奇。这里，是梅河口市泉秀合
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800亩稻
田，地处海龙水库下游，水质清澈
甘冽，纯厚黑土肥沃，是生产高品
质稻米的天然宝地，让对生存环
境要求苛刻的白鹭也落户于此。

此刻，一块白亮亮的稻田正
待插秧。田埂上，主持人智辛向

“田主”刘海泉详细了解土壤、灌
溉、种植品种、生产周期、收割晾
晒等情况，对东北地区粳稻生产
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亲身体验
关东农事活动，他和团队的小伙
子穿上水田靴，走进稻田地，和农
民一起插秧，进行现场直播，把

“皇粮御米”的优良生产环境介绍
给天南地北的粉丝。

体验了插秧的乐趣后，主持
人智辛向网友推介道：“有了这些

‘秘密武器’，不愁种不出好米，安
全绿色的标签让‘梅河大米’享誉
省内外。”

“哇，这粮仓这么高，太壮观
了！”“真没见过这么先进的生产
线。”5月 29日，在丰源优品米业
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媒体人为该
企业一流的环境、先进的生产线
所折服。

“我们有两条具有国际先进
水 平 的 佐 竹 大 米 生 产 加 工 机
组，能够监控加工过程，智能控
温、适度碾磨，提升出米率。日
产大米 300吨，年处理稻谷能力
15 万 吨 ……”公司负责人介绍
说。

为了记录稻米生产全过程，
融媒体团队深入各个车间、各道
工序，逐一拍摄大米加工、运送、
包装等画面，让福建省消费者看
得真切、吃得放心。

“稻花香里唱丰年，等到金秋
十月，我们还要再来吉林，尝尝

‘梅河大米’的馨香。”福建媒体人
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期待。

解码解码““皇粮御米皇粮御米””
——福建融媒体走进梅河口稻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周硕

野山参旅游路线“三回线”风光无限

人参及野山参加工制品供不应求

柳河县林下参面积达3.6万亩

遗失声明
吉林力文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5MA17068C07）将 公 章
（编码 2201052517277）、财务专
用章（编码 2201052516606）、法
人章（编码 2201052517472）丢
失，声明作废。

公告
尊敬的各位业主：您好！

现通知各位业主，吉林省热
力集团梅河口市公用事业有限
公司正式于 2023年 8月 30日将
我公司管理的原物业业务移交
给吉林市松城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移交后我公
司不再经营管理物业业务。根
据双方协议约定及实际情况
2017年 8月至 2023年 8月 30日
之前各业主欠付的物业费仍有
我公司收取，吉林市松城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取 2023
年 9月之后的物业费，请各位业
主注意缴费公司以及时间节点，
避免漏缴、缴错的情况发生，从
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望周之。

吉林省热力集团梅河口市
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郭宗贵，坐
落:平安川镇向阳村向阳屯，房
屋建筑面积:69.12平方米，房屋
所有权证号:2011151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土地面积:330平
方米，业务编号为 002400010号
的土地证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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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遗失声明
李 丽 娟 （ 身 份 证 号

50023419970701390X）护 士 资
格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丽娟遗失长春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证书
编 号 118231201906101905，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宏大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长春新华分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编号：2201041496015、法人章
编 号 2201041498156，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因权利人将以下不动产登

记证书（证明）遗失，现申请补
发，经初步审定，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逾期我
中心将补发新证，注销原证。王
学因保管不善，将不动产登记证
200712162号遗失，该房屋坐落
在伊通镇中华西路，建筑面积
78.31平方米。
伊通满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5月31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 请 人 ：攸 福 山 身 份 证
号：220322195301060014、攸志
勇 身 份 证 号 ：
220322197708040217、攸丹身份
证号：22032219840710906X。对
坐落于梨树县胜利小区 10号楼
东 2单元 1306室的不动产申请
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住
宅。面积8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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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