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梅河口市把 2022 年确定为“农业产业突破

年”，提出农村产业发展是今年农村工作的核心要

点，组织实施“双万双千双百双十”工程：“双万”，

即发展1万个家庭农场、1万户庭院经济示范区；

“双千”，即建设 1000 亩冷棚和 1000 亩暖棚，“双

百”，即养殖100万头品牌猪、100万只品牌笨鸡；

“双十”即种植10万亩蔬菜、养殖10万头牛。总体

目标是推动农村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十

四五”时期乃至3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总产值、

农业增加值“两个翻番”，分别达到100亿元和 50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进

入全国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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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万物生，花开景象新。

今年，梅河口市一座营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双万

双千双百双十”工程，按照“一村一品、一屯一特色、一镇一

支柱”工作要求，全力谋划农业产业项目落地。如今，产业

焕发出崭新活力，农民创业致富有了奔头。

入春以来，镇包村干部和各村第一书记入村入户走

访，通过《一户一策增收卡》《包保农户对接表》《一村一品

产业发展台账》，摸清产业发展底数，算好人均增收账，做

好政策宣传、资金协调、技术服务，为农户吃下“定心丸”。

现在已经确定，全镇重点发展庭院经济和种植养殖产

业。庭院经济原有示范户210户，发展目标436户。在穆

家店村、永新村、一座营村、中心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红高

粱、花生、干菜3个品种265亩，示范户新增226户。

5月17日16时，刚刚下过一场阵雨，一座营镇政府领

导和包保干部，来到穆家店村一组村民李海超家查看大棚

里的香瓜长势，手捧鹅蛋大小的香瓜喜上眉梢。

包保干部告诉记者，李海超今年种了9个日光暖棚的

香瓜，有10亩多地，长势喜人，有几栋暖棚的香瓜再有20

天就能上市了，预计收入16.5万元。除此之外，李海超还

种了30亩蔬菜，300亩水旱田，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依托本地中草药种植产业基础优势，一座营镇对接中

医药企业，以“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模式发

展中草药，现有贝母、北苍术等中草药种植200亩，计划在

靖安村、穆家店村、中心村、纸坊村新发展中草药种植300

亩。在一座营村发展蓝莓种植200亩，蓝莓、大榛子种植

总面积达2000亩。

养殖业围绕“双百”工程，大力发展生猪、肉牛、笨鸡养

殖，结合本地情况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香猪、育肥牛

和温氏黄脚鸡等特色品种。已排查有发展肉牛养殖意向

的农户97户、可发展919头。纸坊村成立村集体领办养殖

合作社养殖肉牛150头，正在落实场地选址和协调贷款；

养猪大户代金玉谋划转行发展肉牛养殖260头，正在申请

邮储银行的养殖贷款；高杨树村加大天元牧业种鸡蛋鸡养

殖规模，力争年养殖种鸡11万只，产种蛋1500万枚，发展

10000只以上红公鸡养殖大户2户。

穆家店村返乡能人李忠山，今年计划发展育肥牛500

头，目前已建成一栋养殖圈舍，还有两栋待改造，眼下正谋

划购买育肥牛120头。

据介绍，一座营镇今年市场主体培育目标任务303

个，计划培育党支部领办合作社8个，种养植家庭农场280

个，干菜、散养家禽和蛋类等农特产品销售个体工商户15

个。截至5月17日，已注册完成303个，完成任务的100%，

预计实现全镇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产业引领 思进奔富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郭树仁

5月 17日下午，一场阵雨过后，梅河口市中和镇二

八石村的山坡上，绿意盎然，绽放的海棠花发出淡淡

的馨香。

村民孙耀武和老伴在自家承包的400亩荒山林地

里晾晒玉米秸秆，准备打包做牛饲料。

孙耀武告诉记者，在政府的利好政策鼓励下，去年

在山坡上建起了养牛场开始养牛。刚刚又在荒坡地

里栽下了 7000 棵红松，现在每天虽然挺忙活，但小日

子过得开心。

孙耀武有多年的养牛经验，今年春节前卖了 7头

牛，收入15万元，眼下还存栏繁殖母牛22头。

“我准备过几天再贷款买一批繁殖母牛，继续扩大

规模。”说起话来，孙耀武满脸喜悦。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中和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确立的“双万双千双百”目标，按照“一村一品、一屯一

特色、一镇一支柱”的工作要求，确立以“种植业为主

导、养殖业为特色、棚膜经济为辅助、手工编织业为增

收渠道”的产业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

围绕产业发展，中和镇组建肉牛养殖、生猪养殖、

笨鸡养殖、棚膜经济、庭院经济5个重点产业专班，精

准谋划产业项目，立足于“早”，着眼于“快”，落脚于

“实”，迅速行动，因地施策，全面实施“五化”工作法，

组织镇村干部逐户摸排、建立台账，开展政策宣传、技

术指导，大力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和特色养殖。

据了解，中和镇还将通过以点带面、以强带弱、抱

团发展、品牌化运作多项举措，逐步打造绿色果蔬种

植基地、绿优米种植基地、肉牛养殖基地。全面打造

金厂沟村“苹果村”，关家沟村“林果村”，刘堡村“菜葫

芦”村，二八石村“蓝莓村”，光明村“棚膜经济村”，三

八石村“绿优米村”等，所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实施

中。

与此同时，中和镇同步推进村集体经济“双百工

程”，落实每个村百亩蔬菜，9个村种植900亩蔬菜，种

植菜葫芦100亩、苏子245亩；以各村水田种地大户育

苗棚资源整合升级为主，种植香瓜、西红柿等水果蔬

菜，新增冷棚60亩以上，目前已经全部落实；利用庭院

发展笨鸡养殖558户 3.3万只；全镇已确定新培育家庭

农场和个体工商户 246 个；全镇 11 个行政村实现“一

村一品”，推动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遍地开花。

“一村一品”造福百姓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郭树仁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康大营镇按照市委、市政府农业产业突破

年的部署要求，将产业培育工作作为全年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集

中全力依托产业项目，增加农民增收致富保障。

为全力夯实发展目标，康大营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产业发展

大讨论”活动，凝聚了共识，形成了符合实际的“一村一特色”“多村

一条链”发展思路。全镇干部下沉到组、走访到户，在村部、炕头、田

间地头与村民面对面聊家常、谈致富、询难题，破解发展堵点。

宋家街村二组养牛户闫玉江对镇政府帮助解决难题一直心存

感激。他家现存栏繁殖母牛12头，镇村干部经常上门唠家常，帮助

协调银行免息贷款，为牛上保险，不用交一分钱。

5月17日，闫玉江告诉记者：“现在全村发展15户家庭养牛场，

平均每户年收入7万多元，家家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仅是赚

了钱，养牛还能解决秸秆离田难题，在我们这可成了‘香饽饽’。”

今年，康大营镇政府对产业化项目做到任务清单化管理、图表

化推进，将目标和任务落到村、到户、到人，形成工作布置、指导落实、

跟踪检查的闭环式管理，充分发挥支部书记引领作用。

慕家粉坊村党支部书记高志远带领村民发展种植经济，组织5

户村民加入合作社。今年栽种土豆100亩，目前已经破土发芽。高

志远说，村里成立了粉坊，生产绿色土豆淀粉和粉条，实现自产自销。

据介绍，眼下康大营镇各村规模蔬菜种植区已经划定，计划种

植土豆1600亩、白菜1350亩，其他蔬菜2680亩。通过出台扶持政

策，向农户免费提供蔬菜种子。全镇育肥牛预计新增数量达5000

头，500只以上的品牌鸡养殖户达10户。目前，全镇办理市场主体

户达到了409户。同时，已经完成与农联社、邮储银行的沟通协调，

为农户发放贷款61笔、178万元，为养牛户办理贷款21笔、105万元。

为确保农民增收，镇政府还成立了干菜加工厂，鲜忠村成立了

朝鲜族咸菜加工厂等，最大程度帮助解决销售问题。

与此同时，快速让农民触“电”触“网”，对村民进行直播培训，

全力打造一支属于镇村自己的主播带货团队，形成人人都是带货

销售员的电商发展局面。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小杨乡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以

“农业产业突破年”为契机，扎实有效地推进“双万双千双

百双十”工程任务落实，结合农业农村三大核心任务，重点

从养殖业、种植业、培育市场主体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农

业农村发展工作。

5月17日下午，记者走进保祥村村民殷晓春家的牛

舍，只见上百头肉牛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粉碎的秸秆。近

几年，殷晓春依靠惠农政策和辛勤付出，不断扩大养殖规

模，谈起自己的养牛事业，殷晓春打开了话匣子：“我家现在

养了140头牛，每头牛可带来3000元至5000元的收益。眼

看养牛的收入越来越好，我琢磨着依靠贴息贷款和国家政

策，还想扩大规模养殖，带动周边百姓一起增收致富。”

轻风拂面，走在小杨乡的村路上，摇曳的绿柳和绽放

的野花，送来阵阵清香。

在古城村，坐落着一座座有着朝鲜族特色的民宿，以

古城朝鲜族精品民俗村提升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小杨乡

旅游品牌，通过“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户”合作共赢发展模

式，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了小杨乡三产融合跨越提升。

小杨乡独辟蹊径，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天然优势，以

重点旅游点位打造为核心，穿点成线，通过开发精品旅游

项目，发展特色餐饮食品，打造特色民俗民宿等方式，全面

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产业闭环线路。

此外，小杨乡在持续做大做强水稻种植业的同时，发

展庭院经济，并扩大中草药、山野菜产业规模。进一步深

入研究金融政策，吸引工商资本投资，将市场主体培育与

项目建设有效衔接，简化工商登记流程。重点推进长发集

团大豆繁育及深加工、河北奇森堂刺五加种植加工等优质

项目，稳步推进东方电机风力发电项目、新能源文旅示范

小镇项目投产达效。

截至目前，小杨乡已新增市场主体456个，新发展蔬

菜种植近5000亩，新增生猪1400头、肉牛700头、笨鸡5.2

万只，依托国有农产品销售公司和各大商超，与农户建立

农产品供销链条，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

兴目标。

多点发力 振兴乡村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郭树仁

激情夏日，催人奋进。连日来，梅河口市水道镇班子成员下

沉到一线，研究产业项目、谋划增收措施，制定了一村一品、多村

同品“1+4+5”种养结合的发展举措，推进了农业产业项目走深走

实。

为深入落实市里“双万双千双百双十”工程任务，水道镇以培

育市场主体为核心，辐射带动蔬菜种植、畜禽养殖、中草药种植、

林果经济、庭院经济五个方面协同发展的“一核五带”发展目标。

在烟桥村，水道镇班子成员同村党支部书记联合投资领办蔬

菜种植合作社，吸引本村农户12户参与，主要种植土豆、白菜等经

济作物102亩；在新立屯村，村党支部书记领办专业种植合作社，

承包闲置土地121亩用于种植中草药。

5月17日，爱林村党支部书记孙永斌和村民们一起收获大棚

里的松茸，3亩地的松茸长得喜人，又迎来了好收成。春天种植的

60亩土豆和辣椒已经破土萌芽，目前8栋日光暖棚里蔬菜再有一

个月就能上市。孙永斌告诉记者，今年在村支部引领下，已有16

户村民加入棚膜经济合作社，计划投资500万元再建30栋日光暖

棚。

今年，水道镇各村落实在房前屋后、菜园地等种植土豆、白菜、

萝卜、豆角、茄子、辣椒、黄瓜等蔬菜。爱林村以光照大棚反季节

蔬菜为引领试点种植，初步形成了小规模种植基地雏形5亩，计划

带动扩大种植面积100亩。目前，水道镇庭院经济项目已全部落

地，计划将龙头村打造成为“高处有水果、底层有蔬菜”的“果硕、

田丰、景美”的立体化庭院示范村。

全镇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368户。全镇在原有繁育牛、肉牛

525头基础上，动员新老农户计划增量养殖3316头。接下来，继续

加大引导动员力度，充分发挥大户引领作用，让农户看到“牛市”

的广阔前景，确保完成5000头养殖任务，通过发展牛业让农户过

“牛”日子。

家住烟桥村二组村民李金波之前在国外打工，去年回来，在

政府惠民政策鼓励下开始养牛，目前已发展繁殖母牛25头。今年

准备再扩大规模，镇政府领导正在帮助协调场地和资金。

水道镇今年计划发展品牌鸡3万只，全体机关干部通过入

户走访统计，农户养鸡意愿较高，目前已经落地10个村907户

4万只。

“一核五带”汇景成章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郭树仁

入春以来，梅河口市红梅镇围绕市委、市政府明确的“双万双

千双百双十”工程，结合全镇14个村，谋划明确了“一带双园三基

地”产业布局，按下了农业产业项目“快进键”。

“一带双园三基地”是红梅镇今年农业产业项目的总体布局，

即：棚膜产业示范带、速食食品加工产业园和白石沟生态旅游产

业园、养殖基地、蔬菜种植基地和庭院经济示范基地。全镇利用

福利、富强等7个村的140亩棚膜种植香瓜、西瓜和草莓等75亩，

西红柿、黄瓜等蔬菜65亩。目前，75亩香瓜、西瓜15万株瓜苗长

势喜人，“五一”前完成移栽，65亩蔬菜也即将上市。

最近几天，福利村村民柳杨几乎长在自家的塑料大棚里，他

和村民一起忙着给香瓜掐尖、打岔、除草、授粉。看着长势喜人的

吊秧香瓜，估摸着再有10几天就能上市了，乐得他合不拢嘴。

柳杨告诉记者，今年投资30万元，新建34个大棚，有20栋种

香瓜，7月还能种一茬豆角，预计能实现收入60多万元。

今年，红梅镇已落实蔬菜种植地块5033亩，种植品种以土

豆、白菜、萝卜、地瓜、西红柿等，庭院蔬菜种植2220户1463亩，并

与5家超市、餐饮集团达成部分销售协议。

在市里、镇里优惠政策鼓励下，岭西村张家沟养鹿大户苏方

亮饲养梅花鹿存栏数已达140头，眼下有40头即将产崽儿。苏方

亮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今年将继续扩大养鹿规模，目前正准备扩

建厂房，马上备料、动工。

红梅镇还依托白石村现有3000亩林果、刘大村1000亩大榛

子产业基础和白石沟自然生态资源，把白石沟打造成生态旅游产

业园。围绕现有的50余户果农培育发展农家乐，通过举办“梨花

文化旅游节”和“采摘节”，增加文旅元素，不断扩大白石沟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实现年接待游客3万人以上。

据了解，今年红梅镇还确定白石、刘大、程家3个村为畜牧养

殖重点村，辐射带动全镇养殖业。全镇年内计划新增笨鸡4.07

万只，新增肉牛934头，确定有意愿新增养牛户168户，预计新增

肉牛1400余头，总数将达到3400头。通过进村入户宣传养牛扶

持政策，鼓励农户免息贷款，调动农户的养牛积极性。同时，落实

蔬菜种植面积5033亩，现已全部落实到农户和地块。通过发展

庭院种植和养殖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1200户，培育主场主体

1165个。通过领导干部带头、村党支部领办等方式最大限度地

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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