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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在查干湖景区引松广场向西望去，沿着五色哈达长廊的指引，

就能看到美丽的前郭县查干湖镇西索恩图村。初夏，走进西索恩

图村，整洁宽敞的道路两侧，统一规格的绿篱围墙、太阳能路灯、分

类垃圾箱映入眼帘，清风徐来，风景如画。

依托地理优势，近年来，西索恩图村着力打造特色休闲观光农

业。他们成立合作社，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流转土地506公顷，集

中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观光中草药种植。土地流转后，村民们纷

纷经营农庄、民宿，如今全村80多家民宿酒店年可接待游客60余

万人次，旅游收入是传统农业收入的2倍。

村民曾高民经营民宿和餐饮店近30年，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

接待千名游客的规模。而达到同样规模化标准的，在西索恩图村

还有4家。

“我们这里紧挨着查干湖南景区，以前叫西川头，又穷又偏。

这几年，随着查干湖旅游越来越兴旺，我们的生意好了很多。”西索

恩图村民宿老板娘赵丽说。她家原来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吃部，

现已发展成3层楼的山庄。

村党支部书记王祥告诉记者，村党支部还组织民宿经营者进

行培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意识和卫生水平，打造品牌，吸引“回

头客”。他们依托查干湖南北湖交界节点的区位优势，以绿色发展

为理念，以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具有蒙古族渔猎

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和绿色生态农业。

村里还种植中草药、观赏花木等绿色生态植物。2023年，共

种植中草药100余公顷，种植品种最初只有蒲公英单一品种，之后

又增加了桔梗、防风、半夏、苍术、黄芩、黄芪、黄精、赤芍8个品种。

在西索恩图村，如今还保留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术——鱼皮

画制作。鱼皮画的原料取自查干湖鱼，鱼皮需经过剥制、去鳞、晾

晒、染色等步骤处理，再进行裁剪、缝制和粘贴。村民王立春做鱼

皮画快30年了，2007年在旅游区开了一家旅游纪念品店，把自家

做的鱼皮画放到店里销售，深受游客喜爱。

2015年，前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给王立春颁发了鱼

皮画项目民间传承人证书。如今，王立春带领村民在学习鱼皮画

技艺扩大技艺传承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现在，游客们不仅可以

购买，还可以在村里体验亲手制作鱼皮画等手工艺品。

谈到西索恩图村未来的发展，王祥说，未来村里还将建设鱼鸣

破晓高档民宿综合体，建设水上娱乐项目、水上公园，改造高娃广

场，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已完成……

西索恩图村：端上“金饭碗”
刘欣悦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卞睿）长春市双阳区养鹿历史悠久，距今

已有300多年，被誉为“中国梅花鹿之乡”。近日，记者走进双阳区

鹿乡镇鹿乡村万鹿源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的鹿场，干净整洁的鹿

舍内，一群梅花鹿正悠闲地散步。

鹿乡村共有养殖户654户，梅花鹿存栏总量2.7万只，年产优

质梅花鹿鹿茸13.5吨、鹿副产品近35吨。

“2015年以前，我们村家家户户基本是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下

从事梅花鹿养殖和鹿产品销售，一度深陷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好

产品卖不上好价钱。”村党支部书记张平对记者说。面对现实，村

班子成员集思广益、转变思路，通过集体出资、村干部垫资、吸收社

员资金、争取上级扶持资金等多种方式，流转周围村庄土地1068

亩，创办了万鹿源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启壮大集体经济之路。

合作社成立之初，成员只有11人，随着合作社为周边养殖户

提供技术支持，拓宽销售途径，如今合作社成员已有115户，现有

梅花鹿8600余头。合作社也从原来单一的发展模式，逐步变为

“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合作社社员王健说：

“之前，自己养鹿的时候总担心养不好赔钱，现在有了合作社，有明

白人带着，心里踏实多了。”

在鹿乡村，梅花鹿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我家三

辈人养鹿，我大学毕业回到双阳区鹿乡村，养鹿已有10年，一年

养鹿、销售鹿崽、鹿茸等能收入四五十万元。”养鹿大户崔亮对记

者说。

“一只成年公鹿每年可割两次鹿茸，可收入1万元左右，这就

是活生生的‘聚宝盆’。”双阳区梅花鹿产业协会会长宋宪宗说。农

民通过养梅花鹿致富，养鹿户从以前的小目标是“万元户”，变为现

在的存款七位数甚至是八位数。养鹿大户赵海鹰养殖梅花鹿已有

30多年，一年靠销售鹿精、鹿崽、鹿茸等就收入30多万元，日子越

过越红火。

支部领办 致富有“鹿”

粮食深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肉乳加工线昼夜不停，杂

粮四大品牌齐头并进……6月，吉林大地绿意葳蕤，在机器

轰鸣声中，白城市正展开一幅恢弘的奋进图景。

为落实全省建设十大产业集群、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

工业和食品产业的战略部署，白城市深入实施“一三三四”

高质量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主粮、肉乳、杂粮“三条线”，着

力打造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精心做好“农头工尾”“粮头

食尾”“畜头肉尾”大文章。

做强主粮加工线 打造“三大基地”

白城市玉米播种面积1000万亩，水稻391万亩，是我

省水稻生产第一大市，正常年景粮食生产能力在800万吨

以上。如何让丰富的粮食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白城市蹚出了一条扎实路径。

打造氨基酸行业第一规模加工基地。据了解，目前，

吉林梅花总投资100亿元的年加工30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

目（一期年产40万吨赖氨酸、二期年产30万吨谷氨酸钠、

三期年产30万吨赖氨酸）和年产2万吨黄原胶项目已全部

建成达产，2023年消耗玉米180万吨，产值80亿元，出口总

额26亿元，成为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赖氨酸生产企业。良

好的合作成效激发了吉林梅花集团的投资热情，今年，吉

林梅花集团又投资100亿元，启动建设梅花头部经济产业

园项目，一期建设年产60万吨赖氨酸及配套工程项目明

年6月底投产，年可实现产值42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

年可实现产值100亿元，力争3年之内再造一个梅花。

打造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柠檬酸加工基地。吉林协联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40亿元的一期年产15万吨柠檬

酸项目，今年1月正式投产，填补白城食品添加剂产业发

展空白，全年可消纳玉米26万吨，预计年产值超15亿元。

二期项目明年将开工建设，加快把镇赉县打造为世界上最

大的绿色柠檬酸生产基地。

打造全国知名的白城弱碱大米加工基地。白城市依

托“全省水稻生产第一大市”优势资源，延链补链发展优质

稻米产业，培育省级以上水稻加工龙头企业18家，目前总

加工产能200万吨以上。益海嘉里完成扩能改造，稻米年

加工能力达到50万吨，成为省内最大的稻米加工企业之

一。吉林好雨年加工水稻能力10万吨，经营的“好雨”品

牌是中国驰名商标。名香米业年加工水稻能力35万吨。

抢抓白城作为国家级盐碱地综合整治试点的机遇，带动全

域347万亩盐碱地治理进程，争创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

示范区，精心打造“白城弱碱大米”这一区域公用品牌，强

力拉动白城由我省水稻种植第一大市向全国大型绿色有

机生产基地转型，不断提升白城弱碱大米市场占有率和竞

争力。

做强肉乳加工线 壮大“四大产业”

白城肉牛98万头、奶牛4.5万头、生猪362万头、禽类

3141万只，发展加工业得天独厚。如何让畜禽资源产生更

大效益？

持续壮大以吉林飞鹤为龙头的奶牛产业。吉林飞鹤

自建专属牧场，奶牛养殖规模2.7万头。投资5.3亿元，建

成投产了2万吨婴幼儿奶粉加工项目，日处理鲜牛奶能力

800吨，成为国内乳品行业智能示范工厂，2023年产值7亿

元。下一步，白城市将进一步提高奶源保障能力，两年内

将养殖规模扩大到4万头，满足企业加工原料安全。

持续壮大以通榆吉运、和合为龙头的肉牛产业。白城

市肉牛养殖规模现已发展到100万头阶段水平。通榆吉

运目前存栏安格斯牛3.5万头，成为我省最大规模肉牛养

殖企业，并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引领+金融助力+保险兜

底+农户”或村集体参与“五位一体”养殖模式，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肉牛养殖。在此基础上，通榆吉运投资5.8亿元，

启动了屠宰加工项目，年屠宰加工20万头肉牛，创建国家

级牛肉储备库。中青牧业投资2亿元，启动10万头肉牛屠

宰加工项目。两个项目预计8月份投产试运行。

持续壮大以通榆牧原为龙头的生猪产业。牧原集团

在白城大安、通榆布局养殖基地，建设了9座大型养殖场

区，去年底生猪存栏量达到120万头。同时，年屠宰生猪

400万头的加工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日屠宰能力达到2000

头以上。下一步，白城市要依托猪血、猪皮等原料，进一步

精准招引生物科技、皮革制品等下游企业。洮南中粮家佳

康700万头绿色生态生猪养殖及加工项目开工建设，叠加

牧原4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白城生猪年出栏量有望

超过1100万头，打造全省乃至东北规模最大的屠宰加工

基地。

持续壮大以大安安大为龙头的家禽产业。白城市年

饲养鸡、鸭、鹅等家禽3200万只，投资少、见效快的优势适

合农户“小规模、大群体”发展。大安安大率先实现肉鸡规

模化屠宰与分割，今年加速建设大安安大1000万只白羽

肉鸡一体化项目，打造种蛋、幼雏、饲料一条龙供应，养殖、

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启动6万吨预制菜加工项

目，预计年末建成投产。同时，利用泡沼多、草地多的优

势，依托积极发展白鹅规模，加大招商力度，引进白鹅屠宰

与鹅绒加工企业。

做强杂粮加工线 积极培育品牌

白城特色杂粮杂豆资源丰富，有白城燕麦、白城绿豆

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强大的杂粮品牌阵容，让白城

杂粮产业发展势头更足。

近年来，白城市扩大高高特色煎饼有限公司煎饼生产

线，新增15台全自动数控设备，全部达产后日产能提高到

7500斤以上。

在食品化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化妆品等终端产品，落

地了洁洁宝燕麦面膜化妆品项目，已形成500万盒的产

能，销往国内外市场。

白城辣椒食品产业发展红红火火。全市辣椒种植面

积20万亩，预计产量40万吨。依托国家级龙头企业通榆

天意公司带动，有6条辣椒生产线，年加工能力4万吨，产

值2亿元。开发了辣椒酱菜等深加工系列食品，采用乳酸

菌发酵技术生产的酸菜和辣白菜，出口日本等国家。

杂粮食品产业发展后劲十足。全市杂粮种植面积120

万亩，预计产量39万吨，杂粮加工食品主要是杂粮煎饼、

杂粮粥、杂粮面条等。通榆天意公司杂粮速食面项目、通

榆新洋丰燕麦面条项目已建成投运，有效拓展特色农业增

值空间。

绿豆食品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白城绿豆种植面积100

万亩，预计产量7万吨。依托通榆新洋丰、德源鑫等龙头

企业带动，以绿豆为原料加工绿豆粉丝、绿豆凉皮等，产品

远销多地。

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白城实践
张雨石 本报记者 孙翠翠

白城市畜牧业蓬勃发展，肉牛产业后劲十足。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年来，舒兰市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实

际，实施“四好农村路”工程，乡村畅通工程向更高质量发展，形

成了由一条高速、三条国道、两条省道构成的路网骨架，由5条

县道、125条乡道构成的次网骨架和由843条通村公路组成的

支线路网，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42公里。

在法特镇头台村，村民牛经辉对家门口新修的法莲路赞不

绝口。这条路的修建，不仅大大缩短了前往镇上和市里的时

间，还为他的果园、苗木园带来了便利，运营成本明显降低，经

济效益显著提升。

据统计，3年来，舒兰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93亿元，完成

“四好农村路”改造724公里，改造老旧路135公里、危桥5座，

新建通屯硬化路128公里，自然屯通硬化路率达到96.4%，建制

村硬化路实现全覆盖，惠及18个乡（镇）街，25万人因路受益。

舒兰市还积极探索农村公路管养新模式。通过设置县、乡、村

三级路长，明确各级路长的职责，确保5条县道、125条乡道和843

条村道“路路有人负责、事事有人经管”。同时，还注重提升农村公

路的绿化美化水平，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解决道路周边的

脏乱差等问题，以种植树木、花卉为主，美化乡村道路，打造7条“产

业路”、5条“旅游路”、4条“资源路”、49条“乡村振兴路”。今年，预

计修复和新建农村路333公里，清扫农村公路1225公里。

舒兰着力建设农村公路

本报讯(邱彧 王俐苹)为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最近，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机关党支部与乡村振兴驻景秀村工作队携手

开展送鸡雏活动。长白县法院积极响应，组织一行人深入新房

子镇景秀村，为13户农户发放了200余只鸡雏。

现场，长白县法院邀请了专业养殖人员，为农户详细讲解鸡雏养

殖的注意事项，帮助他们掌握养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养殖效益。

长白县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农户的养殖意愿、条件及市场

需求后，精选了耐病、成活率高的优质鸡雏品种，为农户提供了

宝贵资源。这一举措不仅帮助农户发展了庭院经济，更提升了

他们的自主增收能力。同时，在后续的销售渠道上给予了大力

支持。如农户在销售过程中需要帮助，将及时提供市场信息，

助力农户顺利销售成鸡，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送鸡雏 助增收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 冯超 马宁）近年来，珲春市杨

泡满族乡东阿拉村采取有力举措积极发展畜牧业。通过

开展“万企兴万村”活动，与企业对接，成立鑫丰牧业小

镇，总建筑面积8025平方米，配备饲草料加工设备、兽医

化验设备及公用设备运输车辆等，引进优质黄牛 680

头。举办优质肉牛扩繁与育肥规范化生产技术培训和现

场观摩等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技术骨干，帮助村民实现

增收。

为了实现兴边富民，去年，东阿拉村还引进珲春市宏

牧种猪育种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投资4000万元建设了宏

牧农业科技养殖项目。据介绍，新建的猪舍采用自动饲喂

系统，温控时控通风换气系统，污水干湿分离、三级沉淀，

沼气回收利用、沼液还田。项目今年6月底完成验收。7

月份，将引进生猪3650头，通过自行繁育实现存栏万头生

猪规模。项目运营过程中，以收购村民玉米、雇工、技术培

训的方式，带动村民提高收入。

据东阿拉村驻村干部纪汝峰介绍，通过做强做实

产业，东阿拉村培训出一批懂技术、会操作、能带动的

科技示范户；通过落实政策保障，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村级自身发展动

能；通过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扶持壮大村集体经

济；通过系列“产业项目+”的边境村建设发展思路和模

式，进一步解决了边境村产业发展问题，增强了集体经

济硬实力。

积极增强集体经济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