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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产业亮点

处暑时节，清风习习。走进东丰
县杨木林镇四合村中草药基地，只见
藁本、山赤芍、桔梗等中药材郁郁葱
葱，长得分外水灵。阵阵微风吹来，药
草在风中摇曳，煞是惹人喜爱。

村党支部书记尹洪军告诉记者：
“现在，村民几乎家家都种中药材，年
均增收5000元。”

四合村有 8 个村民小组、378 户、
总人口1270人，劳动力692人。过去，
由于观念陈旧等原因，当地农民单纯
种植玉米，家庭收入有限。2012 年，
尹洪军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为了
改变村里一穷二白的状况，他多次到
周边省市考察产业项目。经过仔细考
察研究，发现村里适合发展中药材种
植。

2013 年 6 月，尹洪军根据村里具
有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昼夜温差大，
适宜中药材生长的优势，发起创办了

洪军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种植过程
中，他虚心向专家和技术人员请教种
植技术，不断摸索经验，走出去找关系
联系销路。这期间，也有过挫折和失
败，但他仍坚守初心，总结经验，坚持
下来。经过几年发展，凭借善于钻研
和踏实肯干，尹洪军成功了。

有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尹洪军开
始带领村集体发展中药材项目。2018
年，村里流转土地，种植龙胆草7亩，
为村集体建起了绿色“小银行”。

2019年春，尹洪军带领村集体实
验性种植刺嫩芽苗 6 亩。此时，由于
天气干旱，出芽困难，尹洪军就从自家
地里拆下了滴灌设备，救活了 6 亩刺
嫩芽，村集体靠销售商品刺嫩芽有了
收入。

2020年，利用省级扶持资金50万
元，村集体流转120亩土地，种植山赤
芍 60 亩、桔梗 30 亩、苍术 10 亩、藁本

20 亩。同时，在赤芍和藁本地里套
种玉米和大豆，不仅中药材长势良
好，而且增加了收入，年收入 30 余万
元。

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全村有50
余户村民发展中药材种植项目，种植
面积达到 200 余亩。据测算，每亩中
药材比种植玉米增收 2000 元左右。
在种植实践中，培育实用人才 30 人。
看到种药材效益高，杨木林、蛤蚂河、
双山等村的农户纷纷前来学习，准备
发展中药材种植。

村集体有了收入，投入改善民
生。在村党支部的倡导下，村里建立
老人生日慰问制度，为66岁以上老人
过生日，发放生日祝福金，全年发放慰
问金约 3 万元。同时，进一步健全完
善基础设施，开展美化绿化。充实保
洁员队伍，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村
屯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这里的农民发“药”财
——东丰县四合村打造中药材种植产业侧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试点建设成效显著 绿色产业稳步升级
——我省不断提升国有林场经营水平探析

吴林锡 尹永花 本报记者 侯春强

绿水青山迎客到，花果飘香富
民生。初秋的靖宇县国有林总场薄
雾笼罩，缕缕幽香，林场里的清川森
林小院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从
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繁花茂
树间尽享大自然带来的舒畅与惬
意。

“我们利用林中空地种植药用
花卉、山野菜和果树，合抱粗的大树
全部原地保留，小院还有餐饮区和
民宿区，游客可以赏花、尝野菜、溪
边玩水，森林小院成为周边及全国
游客休闲游憩的好去处。”国有林总
场场长于文双介绍。

靖宇林场是离县城10公里的城
郊林场，林地面积4531.3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88.9%。2022年开始，靖宇
林场依托长白山余脉丰富的森林资
源，积极探索“国有林场+N”的发展
模式，盘活国有林场闲置的生产生
活设备设施，建设集森林旅游、民风
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城郊森林
公园”。

2021－2023 年，我省共投入欠
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资金
1788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569万元，地
方配套 3315 万元。共扶持 26 个县
28个欠发达国有林场开展基础设施
和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培育红
松、蓝莓、文冠果、平榛等23个经济
林产业示范基地和6个林木种苗基
地，实施生态黑猪、肉牛、蜂蜜等4个

养殖项目，发展红色旅游、科普教
育、森林体验等7个特色生态旅游基
地。

位于清川森林小院西侧，建有
一处占地总面积700余亩的碧水川
牡丹园，是林场职工王强经营14年
的心血，现有观赏、药用牡丹、芍药
等十余个花卉品种，年接待游客10
万余人次，年收益60万元。“牡丹园
每年可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21人，

其中林场职工6人，当地群众15人，
有效带动林场职工和当地群众增
收，现在大家有了事业也有了干
劲。”王强高兴地说。

如今，这里的老家属区闲置的
职工危旧房焕然一新，13间民宿坐
落于山水间，游客三三两两围坐在
东北大炕小憩，听着林场职工讲述
林区趣闻。

通化县国有林总场投入2000多

万元，建设红松果林休闲康养产业
园，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了
松子晾晒、储藏、加工一体化，延伸
休闲康养、旅游等产业链条，推动林
场及周边地区红松产业高质量发
展。

梨树县国有林总场打造万亩文
冠果生物质能源基地，实施文冠果
示范园建设，文冠果茶厂和榨油厂
已投入生产，后续将逐步完善和延

伸文冠果油产业链条，成为我省中
西部国有林场绿色转型发展的先行
者。

永吉县国有林总场水木年华亲
子教育营地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
对原有的低洼苗圃地进行改良改
造，新建辐射吉长两市及省内集教
育研学和乡村生态观光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教育基地。项目一期建成运
营后，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
收入达200万元。项目全部建成后，
预计全年接待游客数达10万人次，
收益可达1000万元，将成为林场转
型后的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

截至2023年底，我省欠发达国
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林下种植面积
1.28万亩，生态旅游发展面积53.73
万亩，实现经济收入2576.5万元，解
决林场职工就业岗位1611名，为当
地农户提供约1102名季节工的就业
机会，人均增收6870元。

2024 年，全省争取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96 万
元，支持24个市、县（市、区）欠发达
国有林场开展产业配套设施和基础
设施建设，已有15个管护用房建设
完成并通过自验收。目前，16个试
点林场已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资金
8.35 亿元，林场森林经营水平不断
提升，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林下经
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稳步升级，
林场面貌焕然一新，试点建设成效
显著。

靖宇县国有林总场清川森林小院

梅河口市
曙光农业生产
合作社联合农
科、高校等部
门，合力打造

“ 吉 乡 农 创
园”，成为新农
技推广、少儿
研学、蔬果采
摘的好场所。
图为瓜果飘香
的水果园区。

记 者 吴
连祥/摄

临江市四道沟镇的玉米田
里，两台收割机正在穿梭忙碌，
大卡车上，玉米棒从收割机仓
门倾泻而下，一片丰收景象。

“甜玉米丰收了，我们抢抓
农时第一时间收割，直接将玉
米转运至指定企业，全部订单
收购。”合作社负责人贺作文
说。经过半年的科学种植与管
理，甜玉米长势良好，达到合格
验收标准，共收获甜玉米 32.3
万棒。

2024 年，四道沟镇以“抱
团合作、特色种植、订单助力”
为抓手，组织域内 7 个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临江市四农
优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着力走好党组织引领、合作社
带动、组团式发展的强村富民
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镇党委积极谋划、综合研
判，确定由烟筒沟村、四道沟
村、三合城村和双顶山村党支
部抱团领办合作社，依托上级
专项扶持资金，流转土地 240
亩，争取土地利用率最大化，采
取春秋两季接茬种植模式，联

合发展“水果玉米+大白菜”特
色种植项目，各分社按照种植
亩数及投资数，按比例分红。
在镇党委的协调下，联合社种
植的水果玉米和大白菜分别与
永吉县吉林嘉美食品有限公司
和白山嘉德霖食品生产有限公
司签约，由企业提供种子和种
植技术支持，并统一进行收购。

“签约仪式结束后，甜玉米
种植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共带动周边村民 200 余人就
业，村民增收共计达 14 万余
元。截至8月20日，春季种植
的水果玉米已全部采收，统一
运送至开展合作的永吉县嘉美
食品有限公司，收入约 26 万
元，目前正在重新翻整土地，准
备接茬种植秋季白菜。”双顶山
村党支部书记夏玉福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四道沟镇各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通过“抱团式”发
展，有效整合了生产资料资源、
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由“单打
独斗”转化为“集体作战”，提高
了战斗力。

甜玉米带来甜日子
林阳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