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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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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安达市

特色养殖“特”赚钱

阳城县东冶镇：

乡村旅游促发展

“我们现在春季培育西红柿、西葫芦、茴子白

等蔬菜苗；秋季种植白菜、茄子等；冬季生产食用

菌。 蔬菜大棚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 现在有不少人

来我们这里旅游，我们的蔬菜产业就是为他们发

展的。 ”

在山西省阳城县东冶镇西冶村， 吉三红和

妻子吉彩苹已经成为当地的科技示范户和致富

带头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以他们为

代表的村民们都得益于太行一号项目。 因为东

冶镇太行一号项目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带

动周边 500 户村民就业创业 ， 村民人均增收

1000 元， 预计今年该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

达到 3 . 2 万元。

东冶镇太行一号项目上马， 以打造“红色境

界魅力东冶”精品片区为目的。 规划中，东冶镇 11

个村以“人文 +”“红色 +”“山水 +”三大旅游板块

为主。 目前，以蔡节村为中心的“红叶 +”特色红

叶小镇和以枪杆村为中心的“红色 +”红色旅游基

地建设初具规模； 沁韵民宿和山与青年旅社获得

了“太行人家”光荣称号，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红

叶文化节活动；“醉美蔡节、太行红叶”和“红色枪

杆、太行江南”声名鹊起；以南寺沟为中心的“山

水 +”旅游板块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正有序推进。

该项目投资总金额 9000 万元，目前各村已全

部开工建设， 今年第一季度已完成上节村立面墙

改造、 磨滩村灾毁重建工程、 西冶村入村主路路

墙、青杨沟河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 力争在 3

年时间内，围绕“四美三宜”总体要求，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核心， 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

点，将山、水自然景观与村庄设施相结合，景区旅

游资源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 助力全镇建

设成为具有较高居住品质和丰富文化生活的现代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当地还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并由此延伸出众

多配套产业， 适时推出各类旅游休闲产品， 为区

内村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奠定基础。

（牛志军 上官晓东）

��������走进升平镇太平村的华牧湖

羊繁育基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标

准化湖羊养殖圈舍映入眼帘，圈里

不断传出湖羊“咩咩”的叫声。“我

通过多方考察，研究发现，湖羊养

殖周期短、见效快、发展前景特别

好，而且销售还没有后顾之忧。”孙

海博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工作

期间一直心系家乡发展，2021 年，

他毅然决然回乡创业，听说湖羊养

殖产业前景、政策都不错，便动了

心思。

说干就干。孙海博和从事多年

养殖经验丰富的范永军在太平村

选址，投资 400 万元建起了湖羊圈

舍， 并且花费 100 万元购买了 800

只湖羊，正式开始养殖之路。

湖羊产犊率高、 饲喂简单、疫

病发病率低。 看中了这些优点，湖

羊养殖正在被安达广大养殖场户

所接纳， 养殖总量逐年快速攀升，

养殖群体不断壮大。

据安达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介绍，湖羊规模养殖场效益每头大

概在 600 元左右，散养户效益每头

大概在 500 元左右。

“升平镇政府积极对上申报

项目， 为我争取到扶持资金 100

万元， 这笔补助给我减轻了不少

压力。 同时，政府还经常邀请技术

人员来给我讲解养殖技术。 ”担子

轻了，孙海博养殖的信心更足了。

去年，孙海博便靠售卖的 800 只羊

回本 100 余万元。“从现在情况来

看， 我的湖羊养殖情况是比较理

想的， 目前现有存栏湖羊 2000 多

只，每只湖羊价格在 1800 元左右。

下一步我将扩大湖羊养殖规模，

带领村民一 起 发 展 湖 羊 养 殖 产

业，共同致富。 ”

截至目前， 安达湖羊总存栏

2.3 万头，其中规模场已发展到 14

家，共计存栏湖羊 1.7 万头。

大鹅养殖，是安达特色养殖另

一部重头戏。

在安达市古大湖镇民生村高

丽萍夫妇家鹅场，夫妻二人正忙着

给大鹅投料、喂水、清粪。

“目前我家的鹅年可出栏 3 万

只左右 ， 平均每只大鹅重量是 8

斤 ，每只出售价格 120 元，利润能

达到 50 元左右， 总体效益还是很

不错的。”这些大鹅，已然成了高丽

萍夫妇增收致富的法宝。

高 丽 萍 夫 妇 2019 年 回 乡 创

业， 成立了古大湖镇源庄鹅业养

殖场，夫妻俩不怕辛苦，每年养殖

三茬鹅，头茬鹅雏 3 月中旬入场，

5 月中旬进入草原放牧 ，7 月中旬

出栏，平均体重达到了 8 斤多。 由

于高丽萍家的大鹅品质优良 ，出

栏率高，所以销路根本就不愁。

“我和高丽萍合作多年了，她

家的鹅是纯的草原放牧鹅，主要吃

草，吃不了多少饲料，肉质比较好，

瘦肉多，脂肪少，南方的客户非常

喜欢。 ”黑龙江省宏熙牧业经理代

国才说。

“截至目前， 安达市鹅规模养

殖场已发展到 6 个，年出栏肉鹅达

10 万只左右， 养殖专业户已发展

到 57 户，年出栏肉鹅达 10 万只左

右，散养户已发展到 1800 余户，年

出栏肉鹅达 20 万只左右。 去年年

末， 鹅存栏达 20.67 万羽， 累计出

栏 49.05 万羽。 ” 安达市现代牧业

发展服务中心畜牧发展服务股股

长曹犇说。

产业发展兴旺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近年来，安达市积极引带农

民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充分利

用全市畜牧业发展资源优势，通过

特色养殖盘活农村闲散劳动力和

圈舍 ， 实现种植业畜牧业融合发

展，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开

辟了一条希望之路。

（张睿格 田野 岳海兴）

产业兴则农民富，产业发展是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保障。近年来，黑龙江省安达市

紧扣产业纽带，将加快养殖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促振兴、促发展的重头戏，大力发展以特色湖

羊、大鹅养殖为主的特色高效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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