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随着气温逐渐

回暖，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抢抓农

时，如火如荼地开展黄菇娘移栽工作，为

今年的丰收筑牢根基，也为乡村振兴增

添强劲动力。

走进马营子村的暖棚，一幅繁忙而有

序的劳动画面映入眼帘。工人们手法娴

熟，将培育好的黄菇娘幼苗从育苗盘中小

心取出，精准植入定植穴，随后培土压实，

动作一气呵成。种植户刘晓双难掩喜悦

地说：“我们2月19日就开始移栽菇娘了，

一共34栋暖棚，比去年提早了20多天，预

计4月10日黄菇娘就能上市。”

近年来，红岗子乡积极探索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新路径，大力发展棚膜经

济。黄菇娘作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在政

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不断向标准化、产业

化迈进。如今，红岗子乡的棚膜种植总

面积已达4000多亩，主要种植作物除了

黄菇娘还有香瓜等。

红岗子乡农业站站长桑东海说：“黄

菇娘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村民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做好备春耕的各项

保障工作，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为全

年的农业丰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曾经的“小打小闹”，到如今形成

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模式，黄菇娘已然

成为红岗子乡的“致富果”。未来，红岗

子乡将继续围绕特色产业做文章，不断

延伸产业链条，通过发展深加工、拓展销

售渠道等方式，进一步提升黄菇娘产业

的附加值，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特色产业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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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辉南县充分发挥区

域、气候和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鲜食玉米、食用菌、淡水养殖等

特色产业，并通过建设基地、提升品质，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拓宽增收渠道，加快农民增收进程，助力乡村振兴。

金色玉米绘就好“丰”景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鲜食玉米凭借其独特口感和丰富营

养，成为市场新宠。辉南县敏锐捕捉商机，及时调整产业方向，

大力发展鲜食玉米产业，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之路。

2024年，辉南县的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3.16万亩。这一

成绩，是辉南县积极宣传推广和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的成果。地

处北纬42度的辉南县，日照长、温差大，雨热同季，积温充足，

为鲜食玉米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产出的玉米香甜软糯，备

受市场欢迎。

为推动产业发展，辉南县各镇村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杉松岗镇安山堡村构建“党组织+经销商+合作社+农户”的运营

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带动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共同发展。朝

阳镇新胜村则以“鲜”为核心竞争力，打造“种植+采收+加工+销

售”全产业链，实现快速供应，抢占市场先机。

在生产环节，辉南县注重品质提升。金黄饱满的鲜食玉米

进入现代化流水线，经过剥皮、清洗、杀菌等多道工序，华丽变

身为高品质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升。同时，商务部门和乡村

组织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借助电商平台和农超对接，将辉南鲜

食玉米销往全国各地，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鲜食玉米产业的繁荣，不仅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还产生

了强大的产业辐射效应。玉米加工、包装、物流等相关产业蓬

勃兴起，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安山堡村鲜食玉米加工

生产线每日产能达20万穗，吸纳1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

现了种植与就业“双增收”，同时吸引众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就业。

目前，辉南县鲜食玉米产业正蓬勃发展，成为当地的“金色

名片”。未来，辉南县将继续深耕这一产业，持续创新，推动产

业升级，努力让鲜食玉米，释放更大的经济能量，为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羊肚菌撑开增收“致富伞”

近日，走进朝阳镇马家岭村棚膜基地，一幅生机勃勃的丰

收画卷映入眼帘。菌香与泥土香交织，一朵朵褐色的羊肚菌宛

如撑开的小伞，在菌垄上错落生长。工人们手持小镰刀，小心

翼翼地穿梭其间，快速采割着羊肚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这小小的羊肚菌，正成为朝阳镇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在推动绿色高效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朝阳镇立足自身区位

和资源优势，大胆探索，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食用菌产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羊肚菌种植产业应运而生，为当地农民

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与发展，马家岭村棚膜基地已颇具规

模，已建成3栋羊肚菌大棚，种植面积达800平方米，且产量稳

定，每栋产量可达250公斤左右。当前，新鲜的羊肚菌刚一上

市，就凭借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目光，市场价格每斤约200

元，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谈及羊肚菌，基地负责人李刚自豪地说：“咱这羊肚菌确实

不一般！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人体必需氨基酸，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口感更是脆嫩鲜香。不管是搭配排骨炖汤，还是用

来煲菌汤、炖鸡，或是炒、蒸，那滋味都堪称一绝。”

羊肚菌种植的成功，只是朝阳镇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下

一步，朝阳镇将以马家岭村棚膜基地为示范样板，充分发挥地

理位置和乡土人才优势，进一步扩大羊肚菌种植规模，在提升

产量、增加效益的同时，着力打造特色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和

市场竞争力。此外，朝阳镇还计划引入刺松茸等特色品类，以

点带面，带动全域及周边村镇共同发展，让更多村民参与到产

业发展中来，共享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迈向新高度。

水产业奏响振兴致富音

在辉南县，丰富的水利资源正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

动力。记者了解到，全县河川流域面积达2138平方公里，水库

塘坝星罗棋布，为淡水养殖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县镇

两级组织顺势而为，积极调整养殖结构，引入“工厂化”与“跑道

式”等先进养殖模式，助力优质水产养殖产业蓬勃发展。

“工厂化”水产养殖模式，犹如渔业领域的智慧引擎，通过

精准调控水质、水温，合理投喂与管理，显著提高了鱼类养殖密

度。这种循环水养殖系统，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影

响的最小化，全年无休的生产模式摆脱了季节限制。走进小椅

山村澳蓝湾水产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忙碌地为虾塘测温、加氧，

精心照料着从南方引进的优质虾苗。为保障虾苗成活率，养殖

工人掌握了一系列专业技术，还邀请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有效

提升了养殖效益。农民张斌说：“以前只靠种粮，收入有限，现

在家门口有了养殖基地，打工种地两不误，收入增加了不少。”

“跑道式”养殖同样成效显著。在样子哨镇邵家店村冷水

渔乡生态专业合作社，水槽旁的推水增氧装置让鱼苗在水流推

动下不断游动，不仅实现了养殖尾水无污染，还提升了鱼的品

质。该合作社凭借6000平方米的养殖面积做出成功示范后，

又引入300万元投资，扩建6个养鱼池，养殖品种也从常见鱼类

扩展到马苏马哈鱼、鲟鱼等名贵品种，其中冷水三文鱼备受市

场青睐。

此外，稻渔、稻蟹综合种养模式也在楼街朝鲜族乡龙光村

落地生根。依托辉南县瑰迈家庭农场，这里投资50万元开展

66.67公顷的稻渔、稻蟹综合养殖。2024年6月投放蟹苗、鱼

苗，9月便收获稻田蟹750余公斤、稻田鱼3000余公斤，实现“一

水两用、一田双收”。养殖户何小军介绍，蟹和鱼的排泄物为水

稻提供养分，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产出的农产品绿色生态，市

场竞争力更强。

如今，辉南县凭借多样化的水产养殖模式，在乡村振兴道路

上大步迈进，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打“鲜”牌 谋“新”局
——辉南县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走笔

闫玥琦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年来，临江市四道沟镇四

道沟村大力发展大棚草莓种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同时也辐射带动周边村民纷纷效仿，小小草莓已经

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渠道，成为消费者眼中

的“甜蜜名片”。

走进生机勃勃的草莓大棚，红彤彤的草莓在绿叶

的掩映下格外醒目。目前，全村草莓种植面积40余

亩，其中有20多栋草莓大棚，部分草莓已在年前成熟

上市，每棚草莓可产5000斤左右，越早上市价格越高，

平均每棚草莓可销售10万元。

四道沟村草莓种植户崔焕海自豪地介绍说，“我今

年种植了3栋草莓大棚，主要品种有奶油、红颜等，从

育苗到栽培、到授粉、再到管理整个过程，采用的都是

绿色种植技术，不仅个头大而且甜度高，深受市场欢

迎。”

四道沟村党支部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现场为种植

户指导授课，引进日光温棚科学种植技术，实现大棚内

控温、疏花疏果、蜜蜂授粉，确保每颗草莓色泽红艳、果

香浓郁、口感绵软多汁。村干部通过朋友圈推广、团购

等渠道，建立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网络。同时，拓

展直供配送、采摘体验等销售渠道，让“四道沟村草莓”

成为消费者心中的“甜蜜名片”，吸引众多游客和采购

商纷至沓来，实现了“产业+旅游”深度融合，为产业振

兴注入了强大内生动力。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兴旺。四道沟村瞄准产业振

兴，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结合自然优势和地理优势探索

发展特色种植业，包括花卉、大棚草莓、桃李、西瓜、香

瓜等特色产业，发展特色种植业不仅能够拓宽种植业

致富路，还可以带动一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实现种

植户和群众共同致富。

打造“甜蜜名片”

本报讯（记者冯超）近年来，东丰县各

乡镇凭借优质稻米发展稻米加工业，并让

这一产业成为农民增收与推动乡村振兴

的“金钥匙”，开启了农村发展的新征程。

走进仁合水岸大米加工厂，现代化

设备有序排列，工人熟练操作。稻谷经

去石机、磁选器筛选杂质后，精准碾磨成

晶莹大米，迅速装袋封口。2023年，该

厂投入170万元引进先进设备，如今每

年加工稻米超100万公斤，总产值达500

多万元。

二龙山乡新兴村有600多名村民、

900多亩稻田。过去稻谷未经加工价格

低，村民增收慢。2022年，在乡政府扶

持下建起粮食加工厂，收购稻谷深加工，

引导村民种植高品质水稻。凭借先进设

备和严格质量把控，大米口感出众，销量

攀升，每斤增值2元，激发了村民们的种

粮热情，纷纷扩大种植规模。

东丰县位于黄金水稻种植带，肥

沃黑土地富含有机质，日照充足，为水

稻生长提供优越自然条件，产出的大

米品质优良，米粒饱满、色泽清白、饭

香浓郁。

近年来，东丰县抓住大米产业发展

潜力，将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

要抓手，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在资金、技

术、人才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企业。如今，

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等形式的稻米加

工厂不断涌现，形成多层次、多样化产业

格局。这些加工厂吸纳本地劳动力，带

动运输、包装等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包

装车间精心设计大米包装，提升大米附

加值。

东丰县稻米加工业正成为乡村振兴

的亮丽名片、农民增收新希望，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稻米产业：助农增收“金钥匙”

本报讯（张妍 记者王春
胜）近年来，双辽市供销社紧紧

锚定助农增收这一核心目标，

积极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党

建+直播”的特色发展之路。通

过全方位发力，从场景创设、人

才培育到宣传带货，致力于推

介双辽的历史文化、民俗美食

以及特色农产品，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为了让直播间更具吸引力

与专业性，双辽市供销社精心

组建了一支6人直播团队。随

后，团队前往电商孵化中心，开

启了为期7天的系统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内容丰

富且实用，不仅有主播技巧的

深度讲解，还包括活动策划的

创意构思、运营方法的细致剖

析以及实战演练。通过一系列

高强度的学习，团队成员的直

播技巧和营销能力得到全方位

提升，为后续直播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

双辽市供销社的直播间在设计上独具匠心，采用

复古背景，摆放着老式录音机、竹编暖瓶等充满年代感

的老式物件，主播的衣装也复刻70年代风格。这种别

出心裁的设计，勾起了中老年群体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吸引了众多目光。浓厚的复古文化底蕴，不仅为直播

间增添了独特魅力，更为传统供销社形象注入了全新

活力。

在农产品供应方面，双辽市供销社遵循“合作社+

农户+供销社”的合作模式，深入挖掘全市农特产品，像

大米、豆面、鲜食玉米等优质农产品纷纷被纳入其中。

以“双供优选”为重要支点，让这些名优特新优质农产

品得以走向全国，让广大消费者领略到双辽农产品的

独特魅力。同时，积极与市内物流公司对接，不断完善

配送网络，有效降低带货成本，助力农产品畅行全国。

自抖音“双供优选”直播间开播以来，直播带货成

效显著。农产品销售额节节攀升，直播间最高在线人

数达1000余人，日常流量能稳定在2000余人次。这一

成果为原本滞销的农产品打开了新销路，农户的收入

也随之大幅提升。

双辽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直播助农活动开

展4个月以来，不仅在直播带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更重要的是收获了网络直播领域的新知识、新理念

和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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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伟）薄饼如纸韧且香，杂粮

细作味悠长。最近，在舒兰市亮甲山乡，隆山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

象。工人们熟练地将面糊舀到煎锅上，一张张

薄如蝉翼的煎饼逐渐成形，展现出传统美食的

独特魅力。

“咱家的煎饼是集健康、营养、休闲于一体

的粗纤维食品，口感细腻。”公司总经理张犇介

绍道。手工煎饼选用舒兰大米和亮甲山乡甘甜

水源为原料，巧妙融合传统手工工艺与现代技

术，成品香甜软糯，无论是牙口不好的老人，还

是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都能放心品尝，深受消费

者喜爱，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亮点产业。

煎饼作为北方传统美食，过去种类和口感

较为单一。为了让煎饼焕发出新的生机，隆山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踏上了创新之路。公司实

验了多达10种不同口味的煎饼，从选材到制

作工艺，每一个环节都反复琢磨。先后3次升

级生产设备，引入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在提

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经过

不断尝试，最终确定了五粮、枸杞、大枣、南瓜

这4个广受欢迎的煎饼品类。“荷叶、榴莲等创

新口味的煎饼正在开发中，我们希望为消费者

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满足大家不同的口味需

求。”张犇满怀期待地说。

在销售方面，手工煎饼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灵活方式。线上，借助各大电商平台，将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线下，与各大超市、零售商

建立合作关系，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轻

松购买到。这种销售模式不仅使销量持续增

长，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工人李孝

杰开心地说：“煎饼厂就在家门口，活儿干着顺

手，每年能赚3万元，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品尝

我们的煎饼！”

目前，公司年产量约4万公斤，可带动周边

16名农户就业，为乡村振兴贡献了一份力量。

煎饼卷出新“食”尚

▲在生产环节，辉南县注重品质提升。金黄饱满的鲜食玉米进入现代化
流水线，经过剥皮、清洗、杀菌等多道工序，华丽变身为高品质商品，附加值大
幅提升。

▶走进辉南县朝阳镇马家岭村棚膜基地，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映入
眼帘，羊肚菌在菌垄上错落生长。

（本栏图片均由辉南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