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其要在人。近年来，辉南县庆阳镇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组织功能，触角向外延伸，出政策、给扶持、搭平台，吸引

了一批走出去的能人“洄游”农村，他们用自己扎实的专业基

础、更新的营销理念，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乡村振兴之

路的中坚力量。

乡愁牵挂中的“重新出发”

初夏，辉南县庆阳镇吊鹿沟村处处青翠，景色如画。坐落

于山坡上的养殖场里，“嘎嘎嘎”的欢叫声不绝于耳，给静谧的

山林增添了几分生气。养殖场负责人牛铭正给白鹅喂食，并不

时地驻足观察，及时了解掌握白鹅的健康和成长情况。

牛铭毕业于吉林省畜牧业学校，曾在外打拼近10年。乡

愁牵挂之下，2019年，牛铭选择了回乡创业。

曾在畜牧兽医专业学习的牛铭，依托自身的技术专长，返

乡创业选择了大鹅养殖。

“养大鹅是东北地区比较好的一个产业项目，辉南县更是

缺少养鹅产业，而且庆阳镇也具有发展养殖大鹅的良好地理环

境。”牛铭说。

确定了产业项目，牛铭忙了起来。查找养殖资料、学习技

术、规划设计，开始进行创业前期的准备。但作为“半路出家”

的“新农人”，牛铭创业初期缺少经验，第一批3000只鹅雏亏损

了4万多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积极“拜师学艺”，开

拓销售渠道，养殖场慢慢走向正轨。

“目前，我负责两个养殖场的养殖技术，主要是养殖种鹅，

现存栏两万只三花种鹅鹅雏的养殖场是今年年初建成的，另一

个养殖场存栏2850只大三花种母鹅，700只霍尔多巴吉种公

鹅。基本上两年一个养殖循环周期。”牛铭介绍说。

牛铭坦言，回家乡养鹅，一方面想要离家人更近一点儿，能

够更好地照顾父母；另一方面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农户增收

致富。如今，牛铭创建的养殖场，已成为辉南县及周边地区最

大的白鹅养殖基地。

乡情召唤下的“故乡再造”

风暖昼长，万物并秀。清晨暖阳下的乡村，格外静美。坐

落于庆阳镇向荣村的乡村民宿，一间间老屋，蕴含着怀旧情怀；

树绿花香的小院，寄托着浓浓乡愁。

这里，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孙福光打造的特色民宿“耕

读人家”。

孙福光是玉恒村人，一直在外从事水利工程工作。2017年

的春节，回乡过节之际，在与村党支部书记交谈之中了解到家

乡要发展乡村旅游，便萌生了投资家乡、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

就这样，在孙福光的努力下，“耕读人家”应运而生。“民宿

的所在地向荣村是朝鲜族村，很多村民都在外地打工，房屋都

闲置，通过什么办法能把这些闲置的宅基地盘活起来，就想到

了发展民宿产业。”孙福光说。民宿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乡村经济发展中蓬勃而生的一项重要产业。这些年，“耕

读人家”为庆阳镇的乡村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

游客在这里驻足，感受乡村的美丽与宁静。孙福光感慨，“只要

用心去发现、去创造，家乡的美丽和魅力就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和感受。”

而孙福光的创业布局并未止步。在太平村，山野菜、有机

农家菜、玫瑰鲜花为主的室内采摘园吸引八方游客；在玉恒村，

刺嫩芽基地与共享鱼塘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

对于下一步的发展，孙福光思路清晰：结合庆阳镇三线兵

工文化挖掘与传承，将乡村旅游产业与乡村文创产业融合，植

入东北农村传统手艺，制作陶艺、布艺、剪纸、年画、草编等文创

产品，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挖掘手工、制作、非遗等劳动培

训，通过提供培训空间，激活农村服务业发展；形成农村创新、

创业发展新动能。

在孙福光眼中，“耕读人家”不仅仅是一座乡村民宿，更是

他乡情的寄托与实现价值和梦想的舞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回到乡村，共同推动家乡的乡村

振兴。

乡土滋养的“产业创新”

6月的一个清晨，在庆阳镇向荣村的水田间，38岁的谷雨

放轻脚步查看养殖池塘的水质情况。

2023年底，谷雨主动找到庆阳镇领导提出回乡创业的想

法，镇领导的回应也让谷雨坚定了想法：“家乡渴求能人回乡，

乡村更渴盼你们带领发展。”

辞去外地的工作，谷雨踏上返乡旅程。与行囊一起带回村

的，还有想法。根据对市场的调研和观察，谷雨选择了目前在

本地养殖规模并不大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

说干就干，根据龙虾的生长环境和水质要求，谷雨对向荣

村14亩养殖池塘进行调整，开启澳洲龙虾养殖之路。

谷雨说：“澳洲淡水龙虾对水质要求比较高，庆阳镇的水质

优良且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合澳洲淡水龙虾的养殖。”在调整养

殖池塘环境过程中，谷雨多次出去实地考察并邀请水产专家进

行技术指导，确保龙虾养殖的顺利进行。前不久，养殖基地引

进了5万尾优质虾苗。自从虾苗入塘，谷雨每天都绕着池塘巡

查，认真观测龙虾的长势情况，有空闲便向农技人员讨教养殖

的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

“第一批虾苗预计 10月可以上市销售，目前基地的龙

虾长势良好，期待秋季的丰收。”谷雨说，乡村市场广阔，产

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希望我的龙虾产业能够

做大做强，不仅圆了自己的创业梦，也能带领乡亲们增收

致富。”

走，回乡创业去
——辉南县庆阳镇的三个故事

郑宝春 季忆 本报记者 陈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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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白旗香瓜”助农增收

本报讯（刘晓龙 白益）最近，舒兰市白旗镇岗子村大胜家庭农场香瓜种

植基地，香瓜喜获丰收。“今年，我们共种植15栋大棚香瓜。每天都有很多

人来采摘，还有不少人通过电话、网络预订，目前供不应求。”岗子村党支部

书记、大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奇胜介绍。

“白旗香瓜”是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品牌。为了进一步提升香瓜的口感和

品质，通过多方请教、查阅资料和实践探索，吴奇胜发现了黄豆和苏籽这一

神奇组合。黄豆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为香瓜提供充足的养分，

增加土壤肥力；苏籽含有多种矿物质，具有抗菌、抗虫等生物防治功能，能有

效减少香瓜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使用黄豆和苏籽作为底肥，生长出的香

瓜皮薄多汁、翠绿香甜，深受好评。

今年，吴奇胜在原有线下销售的基础上，继续优化网络直播销售模式，

加强与中国邮政舒兰分公司合作，通过“产地直采+线上直播+邮政配送”的

方式，把“白旗香瓜”推向全国各地。

合力化解村民矛盾

本报讯（邱彧 王俐苹）近日，长白县人民法院八道沟人民法庭联合宝泉

山镇司法所、边防派出所开展调解工作，顺利化解一起矛盾纠纷。

家住宝泉山村的双方当事人本是朋友关系，平时相处得一直不错，因一

笔多年前的借款未还有些不愉快，但双方并不想因此决裂。宝泉山镇司法

所了解情况后，积极联系八道沟人民法庭和宝泉山镇边防派出所，共同化解

这起民间借贷纠纷。在“两所一庭”的共同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矛盾顺利解决。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来，汪清县东

光镇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该镇依托农村特色产业集聚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黑木耳种植、桑

黄种植、烟叶种植、生态采摘为主导，蜜蜂和

黄牛养殖为补充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眼下正是春耳采摘季节，记者从村民口

中了解到，这是他们采摘的第一茬春耳。据

了解，太平村共有130多户村民，其中有80%

的村民种植黑木耳。目前，村里种植的黑木

耳规模达到700多万袋，还建有黑木耳菌包

厂，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为村里黑木耳产业发

展奠定了基础。

经了解，东光镇黑木耳产业已覆盖全镇

17个行政村，其中百万袋种植村就有8个。

有了好产品还要有销路，满河村这些年靠电

商发展成为了全县闻名的电商村，把当地的

农特产品推向了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

满河村自2017年开始发展电商以来，目前已

经发展淘宝店铺十多家，各类平台账号粉丝

达到30万，累计销售额实现500万元。如今，

满河村还建起了自己的包装车间，车间建成

后将大大降低包装成本。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王春

胜）眼下，大安农民迎

来黄菇娘的收获季节，

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

大棚内一派忙碌景象。

近年来，大安市不

断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

度，积极探索产业发展

新路径，全力推进以特

色产业为重点的智慧农

业，提升经济发展的整

体效能，越来越多的农

民通过种植黄菇娘，拓

宽了增收渠道，增加了

收入，走上了致富路。

在月亮泡镇志发

村，种植户孙忠昌介绍，

今年种了8栋大棚黄菇

娘，收入1万余元，利润

为7000—8000元，销路

很好，都是客商上门提

货。在志发村黄菇娘储

存车间内，工人们正将大

大小小的黄菇娘进行筛

选分类、装箱，装满大货

车后发往全国各地。

在红岗子乡南岗子

村种植基地，为了防止黄

菇娘被挤压损坏，工人们

将采摘下来的黄菇娘装

进随身携带的塑料桶中，随后由客商转运到平坦

的地上摊开、分拣、晾晒。经过初步筛选，金灿灿的

黄菇娘被打包装车，按照订单运往各销售地。客

商张云辉说，他们每天能收7000—8000斤黄菇娘，

今年质量比往年好，都可以发往外地销售。

红岗子乡民聚种植合作社种植户辛立东告

诉记者，合作社今年种了40栋大棚，30亩地。

现在正值黄菇娘采摘高峰期，日采摘量2000斤

左右，本地销售一部分，外地客商来采购销往外

地一部分。据了解，红岗子乡依托地理优势，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引导农户种植黄菇

娘、西甜瓜等特色果蔬品种，在丰富农户菜篮子

的同时，钱袋子也越来越鼓，走出了一条特色种

植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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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走进长春市

九台区纪家街道二十家子

村村部大院，一排干净整

洁的厂房映入记者的眼

帘。加工车间内热气腾

腾，和好的土豆淀粉随着

有节奏的捶打，十几根粗

细均匀的白色粉条，从漏

瓢的圆孔不间断地落进锅

内，经过开水的快速沸煮，

自动进入链条机，过程丝

滑流畅……土豆从长在地

里到做成粉条、端上餐桌，

身价连翻数十倍，粉条的

加工生产已然形成了一个

产业的发展。粉坊工人徐

迎建说：“咱们的粉条老好

了，不光在九台域内销售，

长春及周边县（市）都出

名。在这儿干活，每个月

我能多挣 4000 多元钱呢，

还能照顾家人。”

近年来，二十家子村

以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

引领，借助本村特色粉条

加工产业，创办了村办企

业“家瑞粉坊”，推动村集

体经济飞速发展。二十家

子村的粉条加工技艺有着

百余年的传承历史，村中

现有 1 户专业传承古法工

艺的粉条制作匠人，80 余

位能够从事粉条加工相关工作的人员。加工各

项流程都按照古法制作，生产出来的的粉条外

观晶莹润泽，韧性十足，口感劲道爽滑，可用来

制作土豆粉、酸辣粉、火锅粉、水晶粉丝等再加

工产品。

多年前，二十家子村的老粉坊每年只有立

秋后 20 余天的最佳生产期，靠天吃饭，年产量

很受影响，只有三四万斤左右。产品销售也不

够成熟，没有自己的品牌，缺少精致的包装，虽

然粉条品质好，但附加值较低，总是卖不上好价

钱。

2023 年，在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村党

总支积极谋划粉坊扩建有关事宜，引入 5 台新

加工设备，完善了冷库、晾晒车间等相关设施建

设，构建了一条规范化生产线，做到全年生产不

停歇，在保证粉条质量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产

量，如今年产 30万斤左右，较从前提高了 10倍，

收入可达30余万元。村集体还申请注册了商标

和商品条码，小粉条做出了大文章。

记者从村党支部书记张阳阳口中得知，今

年，双杖子村及纪家村计划将 80万斤的土豆销

售给他们，作为企业生产的原料。

从种植到生产，从土豆到淀粉，从淀粉到粉

条，二十家子村粉条生产形成了产业链。

今年，二十家子村瞄准新目标跃跃欲试，将

粉条产业开发延伸，制作添加菠菜、胡萝卜的养

生粉条；充分利用“互联网+”为粉条销售拓宽渠

道，做到线上线下齐头并进。

有了粉条加工产业的成功经验，二十家子

村班子提振信心，多措并举，大力推进集体经济

项目落地落实。2021 年，利用上级扶持壮大村

集体经济资金兴建大棚 10 栋，种植香瓜、绿色

蔬菜，发展棚膜经济；2023 年，利用集体经济奖

补资金租赁土地21公顷，规模化种植玉米。

2023 年，二十家子村集体年收入达 51.1 万

元，人均收入 1.4 万元。2024 年，村党总支领办

合作社与区供销社签订合同，由供销社入股

34%，合作发展村集体经济，2024 年供销社计划

投资 100 万元，用以建设商超，扩建粉坊，进一

步扩大再生产。

谈到二十家子村未来发展，张阳阳告诉记

者，投资两亿元的吉林省御龙河旅游度假风景

区将于今年年末竣工，目前风景区已见雏形。

未来村里将依托御龙河旅游度假风景区、采摘

园区及参观古法工艺粉条加工流程，走乡村旅

游之路，吸引更多游客到此研学、游览，增加村

集体收入，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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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耕读人家”为庆阳镇的乡村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感受乡村的美丽与宁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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