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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绿草萌发，生机无
限。明媚的阳光下，200余头梅花鹿
在山林间欢快跃动，不仅昭示出强盛
的生命力，更“驮”起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梦想。这里，就是辉南县朝阳镇长
青村梅花鹿养殖基地。

朝阳镇地处丘陵地带，气候温
润、植被丰茂，为发展梅花鹿养殖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推进
产业振兴的进程中，这个镇发挥生态
资源优势，以发展梅花鹿养殖为突破
口，通过科学化养殖、全链式开发、多
业态融合，走出一条“生态赋能、产业
富民”的产业振兴新路径。

上项目、兴产业，龙头带动至关
重要。因此，朝阳镇创新工作理念，
组织引领长青村、金山村两委发起成
立养殖合作社，构建“合作社+农户”
的联农机制，建起了梅花鹿养殖基

地。为了提升养殖效益，推广运用
“秸秆青贮+精料补充”饲喂模式，养
殖成本降低 40%。合作社吸纳周边
10余户村民参与养殖、加工等环节，
户均年增收突破两万元。目前，两个
养殖基地已发展梅花鹿200头，鹿群
健康率达 98%，单只鹿年可创收
5000元。养殖户王成余告诉记者：

“过去在外打工，也没法照顾家，如今
能在家门口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孩
子，真是太好了。”

发展鹿品加工，促进养殖增效。
养殖获得成功，更要注重增值。因
此，朝阳镇高站位着眼，瞄准高附加
值产品开发，引导扶持两个养殖基地
开展鹿产品精深加工。经过不懈努
力，相继推出鹿茸片、鹿胎膏、鹿血酒
等 5 大类、20 余种梅花鹿深加工产
品，其中鹿血酒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由于显著滋补功效成为热销
品。

长青村党支部书记蔡景文说：
“我们的鹿茸切片质嫩如脂，线上线
下渠道已覆盖长春、通化等地，订单
供不应求。”目前，基地正与科研机构
合作研发鹿茸面膜、鹿肽胶囊等新产
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三产融合绘蓝图 全域发展添活
力。今年，朝阳镇围绕“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目标，制定梅花鹿全产
业链发展规划。计划新建标准化养
殖基地，实现年存栏量 300头；联合
电商平台打造“鹿乡直播间”，通过

“云端卖货+线下引流”，不断拓宽销
路；深化文旅融合，规划“鹿苑观光+
养生体验”旅游线路，建设鹿文化主
题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梅花鹿文化
的无穷魅力。

梅花鹿“驮”起创富梦
王珍臻 本报记者 吴连祥

临近谷雨，双辽市王奔镇光明村
乐丰蔬菜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
植大棚里，一朵朵红褐色的赤松茸破
土而出，泛着诱人的光泽。工人穿梭
于菌垄间，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箱，
一辆辆运输车整装待发，一派热火朝
天的丰收景象。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作为近
年来引进的高端食用菌品种，因其
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
市场前景广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
刘阳介绍：“与传统作物相比，赤松
茸每亩收益可提高3-5倍，真正成了
村民致富的‘黄金菇’。”

针对赤松茸种植对生态环境的
要求，王奔镇创新采用“秸秆基料
化”栽培技术，将水稻、玉米等农作
物秸秆转化为优质栽培基质。据了
解，这项技术不仅解决了秸秆焚烧
难题，还可使种植成本降低30%。

为保障销路，光明村构建“合作
社+农户+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长期供
货协议，确保作物“种得出、卖得
掉”。目前合作社 21栋标准化大棚
年产赤松茸达 25万斤，年产值突破
40万元。

该合作社采用“秸秆基料+温控大棚”的种植方式，
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成功实现一年种植两茬的高效
模式。据统计，该项目两茬种植已带动周边 100余户
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 3000 余元，村集体增收 15 万
元。

望着满载赤松茸的运输车辆驶出村口，合作社负
责人信心满满：“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让这朵‘致富菇’香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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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余市长春岭镇前坨子村，一
场以“黑小麦”为载体的农业新质生产
力革命正悄然展开。村党支部书记刘
俊峰带领村民打造750亩智慧麦田，通
过新品种研发、数字化管理和绿色品
牌运营，让传统黑土地迸发现代农业
新动能，亩均产值突破6000元，成为东
北农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

科技强链：数字农业激活“黑色生
产力”

面对传统玉米种植效益低、村民
增收难的困境，刘俊峰带领村民成立

“俊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黑
小麦特色种植。

走进俊峰种植合作社的智能监测
中心，墒情传感器实时回传土壤数据，
无人机巡田系统精准识别作物长势。
通过与长春市农科院共建“黑小麦产
学研基地”，合作社突破传统种植模
式，集成应用生物育种、节水灌溉和有
机肥替代技术，实现亩产 850斤的“高
产优价”目标。

绿色发展：农业品牌重构“生态产
业链”

前坨子村以“合作社+科研+农户”
模式打通全产业链，将黑小麦从“原字
号”升级为“金招牌”。通过与长春市
农业科学院深度合作，引进“小麦新品
种绿色无公害示范推广”项目，建成松
原市首个绿色示范基地，成功注册“松
源御贡”地理商标，让每粒麦子拥有

“绿色身份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
追溯，打造绿色面粉品牌，亩均收益较
传统作物提升300%。同时，合作社积
极开发高膳食纤维面粉、麦芯挂面等
深加工产品，2023年，合作社带动周边
村成立种植联合体，形成“育种—种植
—加工”产业链条，户均增收2.3万元，
村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

政策聚力：人才引擎驱动“可持续
发展”

刘俊峰的创业历程是扶余市

“人才+科技+产业”政策体系的生动注
脚。在当地政府专项经费30万元支持
下，合作社配套自筹50万元，建成集品
种研发、标准化种植、品牌营销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体系。

作为吉林省百佳书记、松原市十
大青年创业英才，刘俊峰坦言：“市里
的人才政策不仅提供科研平台，更让
我们看到乡村的无限可能。”如今，该
合作社已发展成省级示范社，带动周
边 6 个村屯 200 余农户加入特色种
植。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土地流转补
贴和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刘俊峰团队
成功吸引大学生返乡，组建起涵盖农
技、营销、电商的复合型团队。通过

“院地合作”平台，更促成3项黑小麦专
利技术落地，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密
集型产业跃迁。正如刘俊峰所言：“新
质生产力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让黑土
地长出新风景、让庄稼汉变成新
农人。”

黑小麦种出“金色答卷”
张人苓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花卉大棚里，阵阵馨香沁人心
脾，炙热的串红、淡雅的牵牛花、红黄
相间的孔雀草竞相怒放，为美丽的春
天增添无限生机。这是记者近日在
柳河县圣水镇大堡子村看到的场景。

在发展乡村产业的进程中，圣水
镇始终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
要抓手，探索实施“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发展模式，着力补齐产业发展
短板。

“这花卉可是带动村里脱贫户增
收的‘宝贝’，不仅在花卉市场上崭露
头角，还为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大堡子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

早在2016年，大堡子村在上级部

门的支持和引导下，新上了大棚花卉
种植项目。村两委整合土地资源，建
设了占地两万平方米的花卉种植大
棚。为了种好花卉，组织农户代表前
往花卉种植成熟地区学习技术。同
时，聘请技术人员“传经送宝”。经过
探索实践，从花卉品种选择到日常养
护，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种植体系。

经过几年的发展，大堡子村花卉
种植技术日臻成熟。如今，大棚里的
花卉长势良好，串红、孔雀草等品种，
以其鲜艳的色泽和优良的品质，受到
各地客户的青睐。

“以前家里的土地收益不高，自
从加入了村集体的花卉种植项目，不
仅土地有了更高的产出，年底还能拿
到分红，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脱贫

户高兴地说。
村领导介绍说：“大棚花卉种植

项目不仅增加了农户的收入，还带动
了村里的就业。种植、管理需要大量
劳动力，从整地、下籽、管护，到采摘、
包装，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工作岗
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为了充分利用大棚资源，大堡子
村不仅在棚里种植花卉，每年还种植
大豆、甜玉米……不仅有效地利用了
大棚资源，还让种植户增加了收益。

“一村一品”，雏形初显。结合各
村资源优势，圣水镇确立产业发展目
标，使大卜子花卉、泉眼油坊、五大家
草莓柿子、小白蒿沟小米等产业项目
迅速崛起，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希
望。

“ 美 丽 产 业 ”带 富 一 方
——柳河县圣水镇产业发展侧记

赵文礼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双辽市柳条乡依托当地优质的秸秆资源优势，谋划
肉牛养殖全产业链，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钱文波 记者 侯春强/摄

遗失声明

辽源市泰隆源石油技术有

限 公 司 丢 失 公 章

（2204091056776）、丢失法人章

（任万宝，2204091059211），丢失

财务专用章（220409105803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翔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

源 分 公 司 将 公 章

2204091228645、 财 务 章

2204091228388 、 合 同 章

2204091229446 发 票 章

2204091228444、法人章耿凤生

2204091228371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胜利村

五组王亚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丢失，号码143305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辽市赵品清、符文霞因保

管不善，将双辽市辽西街德旺小

区 1 号楼 0103002，所有权证号

为 4-13681的产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纪旭 身份证号：

220322198808053511。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西街树勤小区 17号楼

1单元202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

继承登记。产权证号：吉（2024）
梨 树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630
号。规划用途:住宅。面积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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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26日

遗失公告

梨树县春阳市场管理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322791107241L，不慎将原

法人章白立新印（印章编码：

2203220000082643）遗失，声明

作废。

遗失公告

梨树县迪诺文化传媒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322MA17BR6Y5A，不慎将

财务章（编码：2203221618950）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名称：大安市和顺堂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二分公司，财务专用

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所有权人单永发因保管不

善将坐落吉林省双辽市辽东丰

巨村五屯、产权来源自建、结构

砖瓦、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0 平

方米、双农字第 0006742 号房产

证遗失，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