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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甜
糯玉米以鲜、糯、嫩、香成为人们的

“新宠”，需求量不断增大。柳河县
柳河镇复兴村农民晏鸿卿抓住这一
商机，着力发展鲜食玉米种植和加
工产业，成为柳河县带富一方的新
农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珍爱
土地，种出好粮。”这是晏鸿卿的从
业信念。迈出校门后，他就把目光
投向高质高效种植产业。经过对各
地市场考察，他发现人们对营养均
衡、方便即食的鲜食玉米情有独钟，
甜糯鲜香的鲜食玉米特别受欢迎。

说干就干。晏鸿卿多次前往农
技、种业等单位学习考察，向专家请
教，寻找引进适合本地种植的甜糯
玉米品种，利用自家承包的旱田，发

展甜糯玉米种植产业。种植过程
中，他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施用农家
肥和有机肥，精心播种，规范管理，
秋后获得了好收成。为了提高效
益，他在批发零售的同时，利用家里
的大铁锅，加工成“熟苞米”出售。
由于刚出锅的苞米甜糯鲜香，受到
市民的欢迎，收益更高。

打 造 特 色 品 牌 ，完 善 基 础 设
施。为了发展壮大鲜食玉米产业，
2022年，晏鸿卿注册成立家庭农场，
聘请专业人士设计产品标识、包装
箱，又多方筹集资金，购置真空包装

设备，随后又建起冷库，为壮大产业
规模打下基础。

春种一粒子，秋收万担粮。每
年4月，是晏鸿卿最忙碌的日子，他
要抢抓农时备耕。为了确保甜糯玉
米丰产，他真是下足了功夫。那些
日子，他奔走在选种、购肥、向技术
人员求教的路上。“五一”前后，他把
精心选购的白、黄、花三种类型的种
子浸泡、催芽、“包衣”，然后在20亩
黑土地上精耕细种、科学管理。

为了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晏鸿卿在播种、田间管理过程

中，运用新科技预防病虫害，实现全
程种植管理规范化。7月，他及时组
织采收，确保甜糯玉米的“鲜度”。
近几年来，每年产量都达到4万穗左
右。经过加工处理后的鲜食玉米，
每穗售价2元以上，收入可观。

以“鲜”取胜，以快争“鲜”。晏
鸿卿告诉记者，采收后要及时加工，
保证营养和口感，从田间采收到加
工成品，整个过程需要 4 个小时左
右。甜糯玉米经过捡选、脱皮修正、
清洗蒸煮、冷冻塑封加工处理后，放
置在自家冷库进行保鲜。错峰上

市，受到县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优良的品种，传统的工艺，使晏

鸿卿的鲜食玉米赢得越来越多的客
户，不仅畅销柳河城乡，还销售到通
化、梅河口等地，他也因此得到“苞
米哥”的雅号。在他的引领带动下，
柳河镇及周边乡村30多户农民开始
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产业，都获得了
理想的收益。

“我家生产的鲜食玉米主要依
靠朋友介绍和朋友圈销售，可以送
货上门，也可以快递发货，逐渐扩
大了销售市场。近两年，周边乡
村的农民纷纷上门取经或寻求合
作……”谈起发展前景，“苞米哥”晏
鸿卿充满了自信。

一穗穗鲜嫩的甜玉米，正成为
产业振兴的大产业。据了解，鲜食
玉米每亩产值 2400 元，与种植普通
玉米相比，鲜食玉米每亩效益要高
出45%。在晏鸿卿和当地企业、合作
社的带动下，柳河县鲜食玉米产业
快速崛起，全县种植面积达到 9850
亩，年产值有望实现2400万元。

“苞米哥”蹚出“新粮道”
——柳河县新农人晏鸿卿打造鲜食玉米产业侧记

沈红梅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于佳明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国庆期间，蛟河市共接待游客28.35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1.13亿元，比上年分
别增长48.74%和48.68%。

在A级旅游景区方面，拉法山国家
森林公园、白石山森林公园和幽芳谷3
个A级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7.98
万人次，旅游收入 858 万元。其中，拉
法山国家森林公园共计接待游客14.01

万人次，旅游收入 631 万元，比上年分
别增长30.81%和34.2%。此外，19个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旅游民宿、星级
宾馆及个别较大山庄等场所共计接待
游客 2.4 万人次，营业收入 184 万元。
国庆期间，庆岭活鱼街接待游客9.4万
人次，旅游收入 177 万元。新站镇、庆
岭镇、白石山镇、天岗镇等乡镇接待游
客共7.97万人次，旅游收入192万元。

国庆假期蛟河旅游收入1.13亿元

本报讯 赵梦如 邢越峰 记
者 吴连祥 报道 金秋时节，走进
东丰县小四平镇金红苹果产业
园，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工人
正在紧张而有序地施工。投产
后，将加快推动全镇苹果错峰销
售增值、产业转型升级。

小四平镇是闻名东北的“金
红苹果之乡”。目前，全镇已成
立种植专业合作社8个，果树种
植户发展到 2200 余户，覆盖 16
个行政村。全镇各类苹果种植
面积达到1285公顷，丰产期产量
可达 1700 万公斤。为发展壮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
2023年，该镇谋划实施了金红苹
果产业园项目，现在，工程建设
已进入收尾阶段。

产业园占地面积 5850 平方
米，其中建筑面积4066 平方米，
共分为冷库、加工车间、分拣棚
等多个功能区域。

在加工车间，各种机械设备
已安装就位。深加工设备已经
调试完毕，不久就可以投入试生
产。据介绍，这些先进的设备可
以把采摘的新鲜苹果加工成果
汁、果干、果脯等多种产品。

为了打造特色品牌，产业园
为苹果系列产品注册“丰果佳源”食品品牌，并与各
大电商平台协调对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现在，产
业园已经开始收购工作，每天前来出售苹果的果农
络绎不绝，收购的苹果全部存放到冷库中备用，为即
将开始的产品加工做好准备。

“产业园于2023年7月开始建设，目前进入到试
生产阶段，即将全部建成投产。我们在仓储运输的
基础上，还引进了榨汁、果脯等深加工设备。”产业园
采购部经理赵峰介绍说，“产业园全部投产后，每年
可加工苹果1000吨，产值预计达到1000余万元。”

据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四平镇将以金红苹果
产业园为依托，以苹果保鲜仓储、冷链物流、精细加
工产业链为主攻方向，做好苹果产业后半篇文章，实
现果农收益的提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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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永林 记者 王
丹 报道 近日，我省又有 22 家
科技小院获中国农技协批复成
立。同时，全国第一个小浆果
科技小院集群获批在我省启动
建设。至此，全省经中国农技
协批复的科技小院已达到156
家，其中省内建设149家，跨省
共建6家，国外建设1家，数量
位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数
的10%。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
省科技小院逐渐形成了“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科协主导、部
门联动、院校支撑、实体带动、
农民受益、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创建模式，实现了“建设

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带动
一个产业、辐射一片乡村”的工
作成效。科技小院共建高校、
科研院所包括吉林农业大学、
延边大学、北华大学、吉林大
学、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 院 特 产 研 究 所 等 17 家 单
位。全省科技小院市州覆盖率
100%，县（市、区）域覆盖率
95%，涵盖人参、玉米、水稻、食
用菌等67个产业类别，形成了
具有吉林特色的“小院矩阵”。

科技小院成立以来，以问
题导向开展“自下而上”的服
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
全省科技小院共有专家300多
人，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56个

（项）。科技小院以培育地方主
导产业或特色产业为目标，以
构建农业科技完整链条为抓
手，结合打造“一村一业”“一村
一品”，赋能产业发展。依托丰
富的智力资源，广泛开展农业
技术科普活动，有效推动农民
科学素质、文化素养、职业技能

“三提升”。目前，我省科技小
院在一线开展线上线下农技培
训累计 800 场次，生产技术辐
射带动 3 万余人，有效提升了
农民的科学素养和农业生产
能力。同时，科技小院打通

“学校—小院—乡村”人才培
养新路径，推进“大学+科技小
院+基层企业+地方政府”一体

化农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提升
了驻院研究生的科研学术能
力、实践动手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

当下，全省上下把人参产
业作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标
志性产业、举全省之力做大做
强人参产业。全国科普日暨吉
林省第二十二届科普周活动期
间，省科协精选了中国农技协
吉林敦化人参科技小院、吉林
抚松人参科技小院等7家人参
科技小院参展，通过现场讲解、
实物展示、互动演示等方式，助
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人参产
业文化，推动吉林省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

数量继续领跑全国

我省再添22家国家级科技小院

乾安县大遐畜牧

场稻田公园由大遐畜

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项

目总投资2000万元，

总占地面积63.7万平

方米，现已成为乡村

旅游网红打卡点之

一，每日可接待游客

近千人。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