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 LIN NONG CUN BAO

和美乡村
■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邹天韵2024年7月30日 星期二农村版 03

本报讯 于婷 肖桂仙 记者 徐
文君 候春强 都傲 报道 村庄干净
整洁，花卉竞相开放，村民笑脸盈
盈……日前，记者走进舒兰市法
特镇头台村，一幅乡村振兴“诗意
图景”映入眼帘。

“头台”名称源自康熙年间在
我省境内修筑的堤防工程——柳
条边，“头台”就是柳条边第一
台。近年来，头台村聚焦村级集
体经济壮大和人居环境整治两项
重点工作，通过打造“春植花卉夏
养鹅”特色品牌，实现产业兴旺、
环境优美。头台村组织村干部和
养殖户学习养鹅技术，以打造白
鹅养殖专业村为目标，实行鹅苗
选购、管护防疫、饲料投喂全过程

标准化饲养。2023 年，村集体仅
白鹅养殖一项就增收 10 万余元。
今年，村里计划养殖30万只白鹅，
预计纯收入300万元。

除白鹅养殖这个支柱产业，
头台村还利用日光温室大棚种植
孔雀草、串红、牵牛花等花卉，部
分用于村里的环境绿化美化，部
分出售给附近的乡镇和村屯。按
照今年种植 10 万余株花卉计算，
村集体可增收 7 万余元。集体经
济的发展壮大为村容村貌改善注
入了动力。 年初以来，村里全面
改善和提升村民人居环境，重点
整治占用公共空间、房前屋后垃
圾等突出问题。同时，村党支部
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

“文明实践超市”等活动，
让村民成为人居环境整治
的主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村里美了，村民才能
有归属感，才能更加爱护
自己的家！”村党支部书
记张凤杰说。如今的头
台村，环境宜人，民风淳
朴，外人常感叹说像是走
进了一幅迷人的多彩画
卷。

本报讯 于婷 肖桂仙 记者 徐
文君 候春强 都傲 报道 多年前，舒
兰市法特镇杨林村受地理条件、资
金缺乏等因素限制，集体产业发展
动力不足，如何把产业“兴”起来、
集体经济“活”起来，成了杨林村

“两委”探索思考的头等大事。
2021年，杨林村立足农业资源

优势，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引领作
用，探索专业化村屯发展新路径，
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大力发展
黄桃种植产业项目，走出致富新
路。

今年，杨林村开始打造以“桃
村”为代表的水果种植采摘园区。
村集体利用三栋日光温室大棚栽
种 1300 棵黄桃和葡萄，年产量近
8000斤，依靠本地市场就能全部卖
完，还建设了采摘园供游客采摘，
今年村集体经济预计增收9万元。
村集体还带动村里10户农户进行
果蔬种植，今年每户预计增收2万
元以上。

产业旺则乡村兴。杨林村运
用资源开发、盘活存量、产业带动
等，实现了农村产业生产要素从

“一盘散沙”握成“一个拳头”、集体
经济发展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

发展”的良好局面，迸发出强劲
的发展活力，村民幸福指数逐渐
攀升。杨林村还采取连点成线、
由线扩面的方式，创新“游玩＋
采摘”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得到进一
步发展。杨林村依托舒伊尔哈
千亩湿地公园、鳇鱼圈和珠山遗
址等景区，打造户外休闲露营场
所，每逢周末，四面八方游客汇
聚于此，共享田园美好生活。

杨林村将继续巩固“三资”
清理工作成果，引进更多果蔬品
种，利用闲置土地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同时，鼓励村民以带资
入股、带地入股、带技入股等形
式入股，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共同
增收致富。

杨林村

党建赋能“多元发展”结硕果

盛夏，骄阳似火，走进舒兰
市法特镇法特村孙树成家的院
子，青翠欲滴的黄瓜挂满藤蔓，
在微风的轻拂间，散发着阵阵
清香。

谈及自家的小菜园，孙树
成乐呵呵地说：“我这不到二亩
地的院子，今年种的全是黄
瓜，平时用的都是农家肥，长
出来的黄瓜口感非常好，这
几个园子一年能收入两三万
元。”

走进村民王录祥家的院
子，映入眼帘的不仅有干净明
亮的小屋，还有生机盎然的小
园，小小的菜园里记录着王录
祥老两口的致富经。

王录祥介绍，菜园里有西
红柿、豆角，过几天，这茬豆角
拔了后还能种一茬小菜。

王录祥根据市场分析，这
个季节豆角、西红柿比较受欢
迎，现在菜园里除了自己家吃
的菜外，有时利用倒茬空出来

的地种植香菜、生菜，到市场上
出售也很受欢迎。如今，小菜
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年能收
入2万多元。

在法特村，一个个干净整
洁、美丽精致的农家庭院，一畦
畦瓜果蔬菜，高低错落，将庭院
装点得如花园一般。灵活多样
的庭院经济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也让
小院美起来。

“庭院经济发展既加快了
和美乡村和美丽庭院建设，改
善了农村居住环境，拓宽了农
民增收渠道，同时也让杂草丛
生、坑洼不平的院落，变成了瓜
果飘香、绿色满园的生态家园，
让乡村更美丽，让农户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村党支部
书记范常喜说。

春种树，夏培育，秋硕果，
冬储藏。为让“美丽庭院”有看
头，更有赚头，2023年，法特镇
不断扩大蔬果技术服务指导覆

盖面，助推“科技培训、示范园
建设、优化品种”为主的特色林
果提质增效，用“一户一庭院、
一处一风景”持续带动“庭院经
济”，促使房前屋后的资源“活”
起来。

“小而精”是庭院经济的优
势。如今在法特镇，村民积极
盘活房前屋后“沉睡”闲置资
源，打造适宜的庭院“小经济”，
让原本普通的小庭院变得多姿
多彩。目前，法特村利用庭院
种植果树的村民 300 余户，每
年收入近千万元。

小院藏春，寸土藏金。“下
一步，法特镇将继续深化庭院
经济的发展，探索更多适合本
地实际的庭院经济模式，推动
庭院经济向更高水平、更高质
量发展，将农家‘方寸地’建设
成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为
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夯实
基础。”法特镇党委书记于国辉
说。

小菜园结出“致富果”
——舒兰市法特镇庭院经济“小而精”

于婷 肖桂仙 本报记者 徐文君 侯春强 都傲

本报讯 于婷 肖桂仙 记者 徐
文君 候春强 都傲 报道 7月19日，
走进舒兰市法特镇西良村的蔬菜
大棚，青翠饱满的豆角挂满枝头，
清新的蔬菜香气扑鼻而来。

西良村地处松花江沿岸，紧邻
202国道，依山傍水，有着良好的蔬
菜种植区位优势。“我们利用西良
村良好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规
划发展蔬菜循环种植产业。”村党
支部书记高迪说。

2023年，高迪带领村民成立西
良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发展
蔬菜循环种植产业。每年通过“一
棚多季、一地多用、一年多收”的轮
作模式，冬季种植刺嫩芽、柳蒿、婆
婆丁、小萝卜等受市场欢迎的品
种，次年入春以后种植时令蔬菜，
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获得最
大经济效益。

目前，合作社共有蔬菜大棚 8

栋，占地面积 7000 平方米，年产蔬
菜7万斤，村集体年增收7万元。“我
们生产的蔬菜主要供应长春、吉林
等周边蔬菜市场和舒兰本地商
超。同时，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线
上推广及销售，提高经济效益。”高
迪介绍。

西良村将继续优选更多种植
品种，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发展蔬
菜循环种植，实现村集体经济增
收，村民共同致富。

西良村

蔬菜循环种植 铺就发家新路

头台村

春种花 夏养鹅
“诗意图景”幸福多

孙树成家的黄瓜挂满藤蔓

王录祥家小菜园里结满“致富果”

高 质 量 发 展
庭院经济，是乡村
产业振兴的重要
内容，是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
渠道。

近年来，舒兰
市法特镇结合当
地实际，充分利用
乡村振兴促农增
收措施，鼓励农户
利用房前屋后或
院落周边的空闲
地、杂草地，种植
小菜园、养殖小家
禽，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让空闲地变
成“风景线”，让一
隅之地结出“致富
果”，走出了一条
特色庭院经济发
展新路。

近日，本报记
者走进法特镇西
良村、头台村、杨
林村，解读各村的
致富“秘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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