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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桦甸市桦郊乡，正是草

莓采摘的旺季。每到周末，都有不

少游客前来，品尝又大又甜的草莓，

感受采摘的乐趣。

“我们这儿种的草莓品种是杏

香，它的特点就是草莓味特别浓，个

头大，产量高。现在一到周末，来采

摘的人特别多。”徐家草莓采摘园负

责人唐桂莲说。

在距离桦甸市区9公里的海龙

采摘草莓园内，阵阵果香沁人心脾，

一颗颗草莓色泽红艳、鲜嫩欲滴。

棚内前来采摘的游客三五成群，拎

着采摘篮穿梭其间，一边摘、一边

尝，棚内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因为从这儿到市区只有十来

分钟的车程，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

来这采摘。我们现在每天都得摘

100多斤草莓，基本上是刚出棚就被

抢购一空。”海龙采摘草莓园负责人

穆海龙说。

近年来，桦甸市棚膜经济不断

发展壮大，呈现出种类多样化、产业

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的特点。“我们

由原来的单一蔬菜生产，现已发展

到瓜、果、食药用菌、山野菜等多种

类种植。全市棚膜经济发展也由原

来的零散经营逐渐向规模化、园区

化方向发展。”据桦甸市园艺特产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丁绍文介绍，桦

甸市已建成较大规模的棚膜经济园

区16个，建成2个省级设施园艺园

区和2个省级“菜篮子”科企融合示

范基地。目前，全市棚室总面积

5500亩，一年总产量达1.8万吨，产

值达到1.2亿元。

暖棚里顶花带刺儿的黄瓜已经成熟，经销商都上

门取货；“草莓”西红柿也已泛红，“五一”假期就能装进

消费者的塑料袋中……这是4月24日上午，记者在船

营区越北镇育林村了解到的。

记者出城向北，从吉长北线拐进育林村，眼前几乎

都是上坡。村里路两旁，除了村民的住房外，到处都是

各种大小不一的大棚。路上，记者几次同拉着果菜的

货车“擦肩而过”，感觉本来就不宽的道路变得更“窄”

了。

在育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1号温室内，种植的

是西红柿。记者看见西红柿大多还是绿色的，而且个

头比市场上卖的都小；在两垄柿子之间，还种着生菜、

苦苣、小白菜等叶菜。合作社负责人赵庆财说：“你别

看现在这些西红柿都还绿呢，实际上这几天正逐渐红

呢。等我们这种杮子上市，价格要比普通西红柿高三

四倍。”

赵庆财随即摘了一个已经泛红的西红柿，递给记

者后说：“快尝尝，我们都管它叫‘草莓’西红柿，口感脆

甜，几乎没有什么酸味；拿它做菜可白瞎了，直接吃就

行。”

越北镇党委书记孙振生告诉记者，育林村有蔬菜

大棚超过300栋，村民入社率已达到70%，每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20万元。

船营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国成说，全区已有棚

膜蔬菜生产设施3150栋，去年产量10816吨，产值6460

多万元。

近年来，昌邑区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以“三产”融合之路发展现代

农业，特别是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合

作社为依托，大力发展棚膜经济，有

力促农增收。

在土城子乡的吉林市泽丰农

业有限公司的温室里，栽植了美国

大樱桃和水蜜桃等高端水果。公

司采取“阶梯式”的种植方式，延长

采摘时间，反季生产水果，增加经

济效益。公司董事长贺泽力摘下

几颗已经成熟的紫黑色大樱桃递

给记者，他说：“我 2015 年返乡创

业，立志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四邻

八村，共同致富。”

在孤店子镇的吉康绿谷合作社

温室大棚内，富硒西红柿已自然成

熟，个大饱满，让人看了就想尝一

尝。该合作社采用“种植+营销”经

营管理模式，秉承“服务农民、致富

农村”的办社宗旨，依托肥沃的黑土

地资源和现代种植管理理念，不断

发展壮大，直接增加农民年收入400

余万元。理事长仲崇军介绍，园区

总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拥有温室

大棚167栋，种植各种瓜果蔬菜。“目

前来说，像我们这个片区种植的各

种蔬菜是采用这个叫会员制。去年

我们团队经过努力，还研发了一种

‘双模双拱’的温室大棚。在这样的

大棚里，去年冬季棚内温度达到零

上15℃，真正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

种植各种瓜果蔬菜。”

据悉，昌邑区现有棚膜总面积

3400多亩，棚室面积1510多亩。全

区依托吉康绿谷、泽丰农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大力提高棚

膜生产标准化、集约化、组织化、品

牌化和产业化经营水平，积极引进

大樱桃、苦苣等“新、奇、特”果菜品

种，引进智能监控和可追溯系统等

技术，实现了四季种植蔬菜和水果

在增加当地果蔬供应的同时，还能

为游客创造观光和采摘的条件。

四月初的江城，生机勃勃，春色渐浓。

在丰满区前二道乡的产业园，大棚连着大

棚，飘香的鲜果吸引来一波又一波客人。

丰满区作为我省经济作物绿色高质高

效12个示范区之一，在现有规模化棚膜蔬

菜生产园区的基础上，打造丰满区千亩棚膜

蔬菜生产基地，推动经济作物绿色高质高效

项目建设。目前，该区仅蔬菜就已达到年

产 7.5万吨，产值3.17亿元。

在位于前二道乡金丰村的庆丰乐采摘

园，总经理孔维艳说，绿色、生态是园区的突

出特点。大棚里，除了草莓、樱桃，还有小

叶菜等新鲜蔬菜。因为是有机种植，游客可

以随采随吃，也可以采摘完当场包

装。

孔维艳说，现在草

莓采摘价是每公斤 60

元，很多游客赶休息日

过来，连采带吃，至少

也得买两三公斤。在

采摘园的库房里，记者

还看到成盒的草莓、樱

桃和蔬菜，其中大都是

订购的。

在金丰现代农业

园徜徉 ，仿佛置身南

国：高高的香蕉树上结

着成串的香蕉，枇杷树上的嫩黄色的枇杷果

也是一串一串的。据了解，这里种植的杨

梅、柚子、果冻橙等南方水果颇受欢迎。现

在枇杷每公斤能卖到 160元左右。园区每

年接待采摘游客8万人次，还安排105名农

民就业。

截至目前，前二道乡已有金丰这样的特

色农产品采摘企业 6 家，并形成“五大园

区”。园区建设面积达到34.6公顷，共有温

室、大棚326栋，种植锦绣黄桃、草莓、大樱

桃、香瓜、葡萄、香菇等果蔬。去年，前二道

乡的特色农产品产值已达1450万元。

丰满区：主打绿色高质高效牌

在丰满区绿兴合作社的蔬菜大棚，记者正在观察鸡冠山柿子的长势。

4月21日，刚过谷雨节气，永吉县乡间田野

上，一座座温室、大棚里，已是满眼的绿意盎然、

扑鼻的果蔬清香。

位于口前镇春登村的众信家庭农场有35

栋棚室，大棚和温室交错排列着。“棚室交替建

设这种新模式，可以缩小大棚与温室的间距，提

高棚室的利用面积，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产出率。”农场负责人王卫东说，“这种棚室

比传统棚室的土地利用率提高20%，经济效益提

高50%。”

春登村的东朋农民种植合作社拥有蔬菜种

植大棚81栋，种植了黄瓜、小白菜、西红柿等果

菜和叶菜10余种。在一栋温室里，一盘盘绿油

油的菜苗盎然生长。“我们这里种植的蔬菜，都

是合作社自己育的苗。”合作社负责人黄志勇

说，他们采用果菜与叶菜套种技术，提高土地利

用率，增加经济效益。

在以种植葡萄闻名的西阳镇马鞍山村，从

大块的田地到房前屋后，大棚到处都是。“只要

有个空地，村民就建个大棚。去年全村有葡萄

大棚1400栋，今年达到1600栋，一年工夫就增

加一二百栋。”农场负责人车兰萍介绍。

走进该村金家家庭农场的棚室，葡萄树刚

刚冒出嫩绿果穗，农民正在掐蔓打丫。农场负

责人车兰萍介绍，金家家庭农场发展棚膜经济

已经10多年了，今年栽了12栋大棚的葡萄。“搞

大棚葡萄好在，它比大地葡萄能早上市10到15

天，那每亩就多收益8000多元。”

奏响乡村振兴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致富曲””
————吉林市棚膜经济发展走笔吉林市棚膜经济发展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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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丰现代农业园航拍图。

桦甸市桦郊乡的草莓采摘园内，草莓已经成熟。

昌邑区土城子乡的大樱桃已经可以采摘。

在永吉县众信家庭农场，农民正在采收打包菠菜。

船营区育林村的西红柿已经接近成熟。

写在前面：
最美人间四月天，生机勃勃百业兴。在江城广袤的田野上，棚模经济蓬勃发展，一幅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画卷纵横铺陈。
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携手吉林市环城农村商业银行乌拉街支行，举办“政银助农，活水

润乡村”培训棚膜技术专题讲座，为农户增产增收提供有效帮扶；舒兰市环城街道兴山村花
卉大棚，共完成移栽花卉110万株，已接受订单90万株，预计全年实现产值120余万元；磐石
市磨盘山村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土地流转，将蔬菜大棚对外承包，村集体每年收取大棚租金，
同时，农民可以就近务工，户均增收6000元；蛟河市新农山灵山野菜专业合作社拥有山野菜
种植基地45公顷、育苗基地4.5公顷、反季生产温室9000平方米，年销售反季新鲜山野菜30
吨、应季山野菜50吨、山野菜苗300万棵，年销售额达600多万元……

近年来，吉林市坚持保障“菜篮子”稳产保供

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导向，紧紧围绕“寒

地、黑土、天蓝、水绿”生态资源优势，在“四季”增

收上做文章，把数九隆冬变成满园春色，把棚膜

经济打造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富民产业。

蔬菜供给能力实现新提升

目前，吉林市棚膜蔬菜生产面积达2.54万

亩，年产量11.76万吨，其中：日光温室8160亩，

产量4.55万吨；塑料大棚1.1万多亩，产量5.74

万吨；拱棚6075亩，产量1.47万吨。

2022年，吉林市新建棚室面积4100亩，30亩

以上规模化园区累计达到67个。全市休闲采摘

园区发展到200余个，采摘温室近1000栋，采摘

品种包括草莓、大樱桃、黄桃、西红柿、黄瓜等各

类果蔬，其中通过休闲采摘、会员配送等方式销

售量占总产量的60%以上。

开创棚膜经济发展新模式

吉林市采取农民自建、村民共建、合作社领

建、村企联建等方式，创新棚膜经济增收模式。

“龙头企业+村集体+基地”模式。以丰满区

金丰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典型代表，企业联合村集

体建设棚膜园区，带动150户农户以土地入股，

实现“一地三收”，即租金收入保底、务工劳动收

入、参与效益分红。目前，园区已吸收150名当

地农民打工，人均年收入两万余元。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以永吉县

东朋蔬菜种植合作社为典型代表，企业投资建设

棚膜园区，由合作社负责经营，带动农户540余

户，农民人均年收入两万余元。

“合作社联合社+农户”模式。以丰满区绿兴

蔬菜种植合作社为代表，实行品种、标准、技术、

品牌、销售“五统一”，每年生产两茬果菜、三茬叶

菜，每亩棚室纯收益高达5万元，带动农户350余

户。

村集体建设模式。以龙潭区棋盘村为代表，

村集体流转农民土地，建设棚膜园区，每年可安

置60名村民到园区打工，增加收入。

棚膜设施建设再上新水平

吉林市建设棚膜经济产业园区，始终坚持高

标准、集群化。一是棚膜设施现代化。永吉县卓

远温泉引进荷兰智能化、工厂化先进生产模式，

打造现代设施农业的样板。丰满区金丰现代农

业园区采用新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技术，冬季不

加温可生产果菜。永吉县众信家庭农场推广新

型棚室建设模式，每年可生产6至7茬叶菜，总产

量达到100万斤以上。二是产业园区规模化。

按照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

化销售、产业化经营要求，已建成30亩以上集中

连片棚膜园区60个，其中，100亩以上的园区20

个。2022年，全市新建30亩以上集中连片园区

13个，新建面积 1368亩。三是家庭棚室多元

化。引导农民利用庭院空闲地，建设简易温室、

普通塑料大棚等，从低成本起步，逐步提高标准，

扩大规模，全市已有2500户建了家庭棚室，总面

积3200余亩。

改造老旧棚室增效益

为保障本地蔬菜供应，吉林市积极探索占地

少、投入小、见效快、易推广的老旧棚室升级改造

模式。

冷棚升级为双膜双拱棚。引导部分棚膜园

区改造冷棚，延长生产周期，每亩改造投入4万

元，实现冬季加种3茬叶菜，每亩增收5万元以

上。

简易温室改造升级为冬季蔬菜棚室。每亩

改造费5万元左右，冬季生产2茬叶菜，年生产7

茬叶菜，每亩年增收3万元以上。

老旧温室升级为冬季果菜棚室。在原有温

室外加盖大棚，实现果菜联种，每亩费用3万元

左右，每年可增收5万元。2021年以来，完成老

旧棚室升级改造面积380亩，新增蔬菜产量1000

吨以上。

多措并举发展棚膜经济

吉林市鼓励县（市）区提档扩大规模建设

棚膜园区，2022年全市组织申请省棚膜园区补

贴项目13个，现已争取到位补贴资金2403万

元。

吉林市农业部门借鉴发展肉牛产业的经验，

多次与银行、担保公司等单位研究制定符合实际

的金融产品，探索棚膜抵押贷款模式。

统筹整合资金，坚持涉农资金利用集约化

原则，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和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建设等政策用好、用活、用到位，已打造

区域公用品牌6个，全市绿色、有机种植面积

1069亩。

棚膜产业旺，百姓餐桌丰。吉林市通过采取

多种措施，引导、鼓励农户发展设施农业，把棚膜

经济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将

“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帮助农民增收，丰富

市民“菜篮子”，实现多方共赢。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姜岸松 丁美佳 冯荟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