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鹅肉片，鹅肉涮火锅了！东北大鹅
煮进火锅了！”第二十三届长春农博会期间，

“经典”的推介词不时在农博园 4号馆响起，
舒兰白鹅“飞”进农博会，麻辣火锅前常见百
余人排队免费品尝，鲜、香、嫩、滑，热气腾腾
的鹅肉片令人赞不绝口。

“舒兰白鹅浑身是宝，我们要把鹅吃干榨
净，现已把大鹅分解出24个部位，28道产品，
吃全了。”吉林省吉鹅鹅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鹅集团）产品研发出品总监丁玉
亮兴奋地说。近年来，舒兰市委、市政府大力
支持白鹅养殖，全产业链发展白鹅产业，既成
全了企业，更富了农户。

吉鹅集团成立于两年前，落位舒兰市白
鹅产业园，是一家集舒兰白鹅孵化养殖、屠宰
分割、预包装、佐餐、鹅毛（绒）制品研发生产
及宠物粮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集群化民营企
业。“大鹅钻进被窝是说鹅绒被，一条纯鹅绒
被能卖到10万元，大鹅煮进火锅是说鹅的烹
饪做法很多。农博会游客太多了，仅周末两
天我们就从舒兰补了两次货，目前看还得
补。”丁玉亮说。

吉鹅集团目前日屠宰量超 1 万只鹅，
2025年屠宰量将超1500万只，集团用工万余
人，主要以舒兰当地人为主。“目前有数百家
农户与集团合作，养殖舒兰白鹅，每年每户增
收超 2万元。2025年，我们还将增加 1000家
合作农户。”丁玉亮说。

吉鹅集团的“落地生根”是舒兰高质量发
展白鹅产业的一个缩影，舒兰白鹅产业、数量
和产业链条正经历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从少
变多、从段变全的发展阶段。

舒兰白鹅向百亿级产业集群发力

舒兰，满语“果实”之意，享有“果实之城”
美誉。位于我省东北部，是全国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县。

“舒兰鹅绒加工有一定基础，舒兰白鹅地
理标识在江浙沪等地区认可度高。经过深入
调研，我们把白鹅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势
特色产业和富民强市产业来抓，全产业链发
展白鹅产业。”舒兰市委书记张立春介绍。当
地坚持资源化利用、规模化培育、标准化打
造、集群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筑牢利益链，力争三年内将舒兰白鹅加工
能力提高到3000万只，到2025年形成百亿级
产业集群，不仅让舒兰实现富民强市，还要带
动周边县市共同发展。

“几年来，舒兰白鹅已为养殖户带来近 3
亿元纯利润，千万元户有了，百万元户更多，
过去我们还给困难户每家发 100只‘振兴鹅
’，推行庭院养鹅，以庭院经济促进乡村振
兴。截至目前，舒兰白鹅产业已呈现勃勃生
机、富民风采和较好拉动作用。舒兰正向着
中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县、最大的白鹅产业园
区、世界高品质白鹅绒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
白鹅产业基地的目标迈进。”张立春说。

机械声轰鸣、车辆往来穿梭、现场人头攒
动……8月 20日，舒兰市白鹅产业园项目正
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 14.2亿元，占地面积
34.05万平方米，设有核心区、屠宰加工区、鹅
肉产品生产加工区、鹅饲料生产加工区、羽绒
类生产加工区、鹅废弃物生物加工区、冷链物
流区和园区动力中心八大功能区。

“园区屠宰加工项目 1号屠宰生产线主
体工程已完成；2号屠宰生产线主体工程预计
9月初完工；羽绒水洗项目即将进行厂房钢结
构主体安装，预计9月中旬完工……”舒兰市
城投公司白鹅办副主任田海涛说。

在推动白鹅产业发展过程中，舒兰市委、
市政府始终注重延伸发展链条，采用“政府＋
龙头企业＋产业园＋养殖基地＋养殖户”五
位一体运营模式。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可实
现年屠宰白鹅3000万只，年生产鹅肉9万吨、

鹅羽毛 3750 吨、鹅火锅食材等深加工食品
3000万套、水洗鹅绒 6000吨、羽绒制品 75万
套，年产值达 59亿元，税收 3.1亿元，实现利
润10亿元，带动1.9万人就业。

出政策建专班为舒兰白鹅保驾护航

发展产业，政策要跟上，支持要跟住，给
产业链上下游吃下“定心丸”。

舒兰市制定出台《白鹅养殖业发展十条
扶持政策》，在加强良种引进与扩繁、精准扶
持中小养殖户、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等10个
方面拿出“真金白银”。2022年以来，累计发
放补贴资金 2480 余万元，保障白鹅扩规增
量。

制定出台《舒兰市发展白鹅产业创业担
保贷款实施办法》，给予最高 4 万元贴息贷
款，累计为143户养殖户发放专项贷款4567.8
万元，帮助养殖户解决建设场地、养殖等资金
短缺问题。

制定出台《白鹅养殖业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与金融机构合作，为每只白鹅缴纳保险2
元，养殖户仅需缴纳 0.6元，可获取保险金 8
至 50 元，实现养殖风险分散转移和有力保
障，累计为 637户养殖户参保 659.7万元，支
付保费1260.6万元。

舒兰市还出台保底收购政策，与吉鹅集
团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出现市场行情低迷情
况，以保底价进行收购，有效降低市场涨跌影
响。同时，编撰《鹅养殖技术参考资料》，聘请
江苏农科院专家组建技术团队高频次举办技
术培训和现场观摩，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指导和服务。

舒兰市组建各种专班，通畅落位“毛细血
管”，将执行推进至“末梢神经”。

成立白鹅产业链招商工作专班，先后赴
浙江、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地开展“走出去”
和“请进来”招商活动25次，引进白鹅产业链

项目5个。
组建白鹅产业园建设工作专班，园区已

入驻吉鹅集团屠宰加工、白翎羽绒公司水洗
绒加工、凯骐食品冷冻肉制品、禾丰食品年产
24万吨饲料加工、哈尔滨新龙晶公司鹅血冻
干粉加工等项目 12个。白鹅产业园被评为
第七批吉林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组建白鹅养殖发展工作专班，负责白鹅
养殖的政策实施和技术服务，走村入户推动
白鹅养殖量迅猛增长。

法特镇被誉为舒兰市的“鹅镇”，广场雕
塑、路灯造型都是舒兰白鹅唱主角。头台村
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内，标准化鹅舍大棚排列
有序，现代化养殖设备一应俱全，养殖户采用
科学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了白鹅养殖
的高产高效。

“我们采用‘党支部+合作社’集约管理模
式，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白鹅养殖。通过
统一购雏、购药、饲料、服务、管理和销售，
帮助散养户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实现了效
益最大化。”头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凤杰介
绍。

张凤杰作为村里第一个规模养鹅户，
2022年养殖3000只，纯收入达到12万元。为
了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她入户走访，以“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壮大村集体
经济。2023年，村集体仅白鹅养殖一项就增
收10万余元。2024年，村里白鹅养殖达到10
万只，每只鹅纯收入 10元以上，带动当地 50
名村民就业。

截至 7月中旬，舒兰市白鹅养殖量达到
516万只，相较发展产业前的不足18万只，增
长了28倍多。另有龙头企业15家，百万只白
鹅养殖示范园区2个、十万只标准化养殖园
区 12 个 、万 只 以 上 标 准 化 养 殖 园 区 235
个。养殖场（户）9567户，新（改、扩）建鹅舍
1237栋，白鹅养殖大镇 9个，养鹅专业村 15
个。

全产业链擦亮舒兰白鹅金字招牌

产业链是经济体系中各产业环节和上下
游在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基础上形成的链条
式关系形态。“要想将产业发展好，使其不断
增强韧性和安全性，就必须锻造全产业链，舒
兰白鹅产业正循此发展。”张立春说。

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是舒兰的
头部企业，本土品牌，以生产羽绒为主，年产
高品质白鹅绒约300吨。

“舒兰地处北纬 43度黄金产绒带，这个
纬度成长的鹅，经历 193 天漫长的冬季和
70℃的相对温差，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羽绒品
质，绒朵大、羽梗小、弹性足、保暖强、蓬松度
高。”公司董事长张玉宝说。目前，有的白鹅
绒已卖到一公斤1400元。立足鹅绒优势，公
司经过30年打拼，已成为东北三省规模最大
的羽绒龙头企业，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在
羽绒技术上拥有 500多项专利，成为众多服
装、家具、户外品牌的供货商，产品远销日本、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十余个省市。

舒兰市围绕白鹅全产业链开发，逐步健
全完善白鹅繁育养殖、屠宰加工、文化展示于
一体的产业链、经济链和价值链，舒兰白鹅金
字招牌正越擦越亮。

孵化培育优质种源。舒兰与国家发展改
革委畜牧养殖课题调研组、吉林省农科院、吉
林市农科院、江苏阳湖鹅业、北京新农控股集
团、江苏桂柳集团等专家沟通联络，学习掌握
白鹅种源培育先进技术。与江苏省农科院合
作共建舒兰白鹅产业研究院打造白鹅产业研
究高地和创新中心，合作研发舒兰白鹅品系，
将鹅产肉量提高到每只8.6斤以上，确保种鹅
饲养量达到20万只。引进吉林鑫晟源、辽宁
鸿润 2 家孵化企业，全市鹅苗孵化能力由
2022年的450万只提升至1000万只。

创新多元养殖模式。舒兰通过推广智能
化园区、牧光互补、林缘水缘等七种适宜养殖
模式，实现了白鹅养殖的多元化发展。其中，

“牧光一体”养殖模式借助 80兆瓦村级光伏
电站资源，实现了清洁能源与农业生产的有
机结合。

推深做强屠宰加工。加快建设吉鹅集团
商品鹅屠宰加工项目，项目投产后，日屠宰白
鹅将达到10万只。加快建设白鹅产业园区，
食品加工、屠宰加工等厂房，9月底将投产运
营。加快推进上海锅圈食品白鹅肉制品深加
工、贵州晟阳食品白鹅肉制品预制菜深加工、
浙江江山多娇体育用品年产 500 万只羽毛
球、海城德信食品年加工 1000吨禽畜血粉、
浙江万顺服饰年产800万件儿童羽绒服等项
目落地，为白鹅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擦亮白鹅知名品牌。舒兰正在申报“舒
兰白鹅绒”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提升“舒
字号”白鹅产品品牌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引进吉林知衡公司白鹅文创工厂项目，开发
鹅蛋雕产品、鹅雕塑产品、鹅毛工艺品和鹅研
学基地、娱乐基地。建设鹅文化美食街、鹅主
题公园和鹅绒暨冰雪体验基地，举办鹅书画
比赛、鹅工艺美术品展等活动，深入拓展舒兰
白鹅品牌影响力。

目前，国内多家鹅业头部企业开始主动
对接舒兰，舒兰白鹅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正
持续提升。

“舒兰不仅有白米——舒兰大米，连续三
年被评为中国粮油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
2024年以101.42亿元挺进‘中国品牌价值’区
域品牌百强榜前 50名，深受消费者青睐；还
有白鹅——舒兰白鹅，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不断加快，富民强市作用日益凸显；更有品质
纯正的野山参（林下参），正在着力打造产业
基地……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舒兰产品和

‘舒字号’和广大消费者见面，欢迎大家到舒
兰投资、兴业、落户。”舒兰市委主要负责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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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白鹅“飞”进长春农博会
于婷 肖桂仙 梁鑫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农博会舒
兰展位前，市民排
队品尝鹅肉片。

◀以舒兰白
鹅羽绒为原料的

“ 施 羽 ”“ 白 翎 ”
“梦洁”等商标已
被国际认可，“舒
兰白鹅”地理标
识在江浙沪等南
方地区得到高度
认同。

公告
原房照姓名：杜树臣，原房

屋坐落：辉南县辉南镇胜利街 4
委 22 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916。面积：28 平方米；声明房
照遗失。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
公告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我单位将为拆迁户办理相
关手续。
特此公告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遗失声明

权利人：东丰县正大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地号：X4-438
（2），宗地面积：19758.00 平方
米，用途：工业用地，座落：辽源
市东丰县西门外路1号，权属性
质：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类
型：出让，土地证号：东国用
（2009）第 042110772号，产权证
遗失，特申请登报遗失声明作
废。

申请人：王禹霖
2024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杨 洪 军（ 身 份 证 号 码

220111196903154434）将 净 月
区拆迁办开具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编号第19号）和房屋验收
单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北帅牌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长春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220105MA0Y6LA44F）
将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章刘
林辉（编码 2201051512029）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产权人：卢忠信 坐落梨树

县后房村二社。土地面积：33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4 平方米。
房产执照号：001833。集体土
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书丢
失，公告声明作废。与此相关
权利人及责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应在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
5252002）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根据《房屋登记
管理办法》准予补发证书。
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8月26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 卢洪全 身份证号：

220322197101274033。对坐落
于梨树县后房村二社的不动产
申请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
住宅。面积84平方米。现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
予公告。如对该申请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
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
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
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长春中安环科安全技术有

限 公 司 将 发 票 章 编 码 ：
2201041311953、公 章 编 码 ：
2201041310961、法人章 (高晶，
编码：2201041849855）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名称：大安市舍力镇京都

酒店，法定代表人：袁春艳，许

可证编号：JY22208820064179，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