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进程中，辉南县充分

发挥区域优势，多措并举推动农

业主导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市场

化、品牌化发展，形成鲜食玉米、林下参、

食用菌、大榛子为代表的特色农业

产业布局，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目标增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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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米”产业快速崛起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认知的提
升，对鲜食玉米的需求日趋旺盛。
面对这一商机，辉南县积极调整产
业发展思路，引导扶持农民、新经济
组织及粮食企业发展鲜食玉米产
业。经过广泛宣传推广，党员干部
引领带动，2024年全县鲜食玉米种
植面积发展到3.16万亩，其中，收储
加工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签订2.7万亩订单，订单签定率
达85%。

兴建设施，提高加工储藏能
力。近几年，县乡多方筹资引资，建
设了样子哨镇太平沟村农副产品加
工仓储冷链物流项目、石道河镇富
康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鲜食玉米加
工厂、长龙食品饮料公司鲜食玉米
生产加工厂等项目，改扩建了庆阳
镇辉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姐农
庄）鲜食玉米加工厂。目前，全县鲜
食玉米加工仓储能力达到8.6万吨。

处暑时节，鲜食玉米陆续进入
收获期。目前，各乡镇正有序进行
加工收储工作。据初步测算，每亩
鲜食玉米纯收入是普通玉米的 2
倍，今年全县种植户预计增收 1580
万元。

“仙草”种植厚积薄发

长白山区，莽莽林海，千百年来
流传着“老把头”放山的故事，人参
姑娘、人参娃娃的传说家喻户晓。
在发展大健康产业的进程中，辉南
县充分发挥“中国野山参之乡”的品
牌优势，培育打造辉南林下人参特
色品牌，着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
引擎，取得了显著的实效。

坚守“道地”，绿色兴参。积极
调整优化人参种植结构、大力推广
科学配套技术，全面推进人参标准
化种植。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原则，
在 10 万亩宜参林地中实施错期错
峰轮作，按照 15年做货计算，每年
新轮作 6600亩，确保林下人参可持
续发展；育好种。针对自主选育品
种少的问题，选择经验丰富的参农，
精选长势好、抗逆性强的种子，经过
太空辐照后进行试种；用良法。针
对仿野生自然生长和人工干预两种
管理模式，研究制定技术规程，探索
科学种植技术，实施林下清林剪草，
改善生长环境。成立产业联盟，相
互指导监督，杜绝使用农药化肥。

打造品牌，拓宽销路。组织市
场监管等部门对全县销售网点逐一
排查，逐户清理违规标签和鉴定证
书，严查欺诈误导消费者、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等行为。编撰鉴别方法资
料，宣传食用功效，打响林下山参品
牌；创新发展理念，采取一二三产联

动的经营模式，在种出好产品的基
础上，把品相好的原参“装裱”销售，
品相较差的加工成冻干粉、蜜片等
人参制品或进行中药提取。开展线
上销售，鼓励有条件的参农到一线
城市开设直营店；发展人参工业游，
丰富人参采挖、人参产品体验等旅
游业态，目前已接待游客 360人，人
均消费 5000元，预计全年接纳 1000
人。2024年，全县力争实现人参总
产值27.5亿元，增长10%。

锻造山核桃产业链

辉南县地处长白山区，域内盛
产山核桃，是“长白山山核桃之乡”

“中国野生山核桃之乡”。在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他们以市场
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
标，积极培育打造山核桃产业链，走
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
之路。

辉南县野生山核桃主要分布在
金川、抚民、石道河、庆阳、样子哨、
辉发城等乡镇，每到山核桃成熟季
节，年轻力壮的村民早上 4点就开
始上山，他们翻山越岭来到核桃树
下，不用费力上树，也不用拿长杆
打，只需轻轻地晃动大树，一个个核
桃就纷纷落下。据介绍，一棵碗口
粗的核桃树，每天会掉下 50 个核
桃。不一会儿，村民就能捡满一大
筐。

为了让山核桃富裕一方百姓，
辉南县通过政府抓、企业做、协会推
等方式，培育打造山核桃收储和加
工产业。同时，在野生山核桃资源
保护、基地培育、品牌宣传、市场销
售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山核桃产
业全面升级，注册“辉南山核桃”地
理标志商标。经过多年发展，全县
从事山核桃生产、加工企业及合作
社不断发展壮大。吉林省长龙食品
饮料有限公司研发的山核桃乳，投

放市场后很受欢迎。同时，还向文
化产品要效益，生产长白山野生文
玩核桃产品，利用山核桃坚果壳加
工出各种工艺品。

在对山核桃进行全面研究加工
的同时，楼街朝鲜族乡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引进核桃炭生产企业吉林
千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以
核桃壳为原材料，采用国内先进生
产工艺及设备，生产核桃炭。一期
项目投产后，年产核桃炭3000吨。

“核桃炭”的出现，为辉南县烧
烤行业带来了“消费升级”的机遇。
县委、县政府积极支持推广，让“辉
南县核桃炭烧烤”品牌逐步被大众
认可，成为餐饮业恢复生机活力的

“助燃剂”。

大榛子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引导、资金扶持、典型带
动、打造品牌……辉发城镇把大榛
子产业开发确定为主导产业之一，
实施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产业化经营战略，推动产业提质增
效。

榛子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
营养丰富，市场前景看好。辉发城
镇地处丘陵地带，土壤、气候均适宜
发展榛业。因此，镇党委、镇政府因
势利导，制定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从
资金、技术、种苗、土地等方面，扶持
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大榛子种
植产业。在镇里的扶持下，云峰家
庭农场、绿农庄家庭农场成立榛子
种植产业协会，带动 13个行政村种
植榛子 2050 亩，年产榛果 25 万公
斤。目前，富强、东胜等村已成为榛
子生产特色村。

发展加工项目，促进产品增
值。要想创高效，必须搞精深加
工。基于这一认识，辉发城镇群策
群力，内引外联，多方引资招商，发
展榛果加工产业。今年，吉林省鸿
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220 万
元，建设大榛子干果加工项目，由吉
林农业科技学院食品学院为技术支
持单位。项目占地面积 23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550平方米，年加工
坚果 20万斤，产品以多口味榛子、
手拍榛子、原味烘烤榛子为主，还能
制造榛子酱、榛子油、榛子巧克力等
多种产品。项目投产后，全镇大榛
子种植产业将由原料型向产品型延
深。该项目预计实现年产值 500万
元，带动就业40人。

山川田畴产“金银”
——辉南县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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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马娜，购买万龙青东银

河城 E1区 5栋 1502房屋，将代

办票据丢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 鸣 迪 （ 身 份 证 号

220181197901180237）遗失残疾

军人证，编号：军A004282，因公

九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于雪婷于 2024年 8月 31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件 ，证 号 ：

220282200106140523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璀灿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梅河口市俊

东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将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编 号 ：

J2454001645301，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

站 前 支 行 ， 账 号 ：

0806221409001029150；将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遗失，声明作

废。本公司业务真实无风险，如

出现一切经济纠纷我单位自行

承担。

公告

靖宇县天使之翼幼儿园有

限公司办学地址为吉林省白山

市靖宇县将军路道北 50号，举

办者(法人)魏丽茹，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220622MA84X9EL0Q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222062260000229 自 2024 年 9
月17日终止办学。

特此公告

靖宇县天使之翼幼儿园有

限公司

声明

王 路 明（ 身 份 证 号 ：

22058119****180576）为梅河口

市烟草专卖局在职员工,本人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在吉林日报

（农村版）第 2063期刊声明“王

路明所持有的烟草专卖行政执

法 证 丢 失, 证 件 编 号 ：

07110052011”指的是持有的证

件编号 07110052011 的两个行

政执法证件丢失一个，丢失的证

件如有其他人员使用则无效且

属于违法行为，本人所持有另一

个未丢失的编号 07110052011
执法证件有效，特此补充声明。

梅河口市烟草专卖局

公告

原房照姓名：金炳俊，原房

屋坐落：辉南县辉南镇东升村东

门 里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编 号 ：

9603148。面积：91 平方米；声

明房照遗失。与此相关权利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我单位将为拆迁户办理相关

手续。

特此公告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遗失声明

张 鹏 帝 ，

220381200212280828，护士职业

资格证遗失，级别：护士，专业:
护 理 ，资 格 证 书 编 号:
30120200922030000583，通过考

试时间:2020年9月15日。

遗失声明

长春市水均益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将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2333828252T、公章 、法

人名章、U盾、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