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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鸿敏 俞丽雯

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
龙旋村的村民吴志清今年 57岁，赋闲在
家多年。一年前，家门口来了“小苗儿”
共富工坊，闲来无趣，她报了名，竟一脚
踏进了“新生活”。“活不累，既赚钱，又能
和老姐妹们聊聊天，正好解解闷，早上 8
点不到就盼着过来了。”谈笑间，吴奶奶
便完成了数件幼苗嫁接，动作熟练，俨然
是个“嫁接能手”。

吴奶奶所在的共富工坊，由杭州康
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龙旋村党委协作
开办，年产值超 1200万元，吸纳 50多名
当地赋闲劳动力。

在临平区，像“小苗儿”这样的共富
工坊还有很多。近年来，临平区坚持党
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送项目到村、送
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打造出一家家
各具特色的共富工坊。目前，全区已建
成共富工坊 67 家，帮助 2416 名农村剩
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月增收
超 3400元。

办共富工坊不易，办有生命力的共
富工坊更不容易。临平区的思路颇有章
法，先将农村和企业党组织结对连接，再
把村、企的技术、资金都整合起来，盘活
农村党群服务阵地、闲置房屋土地等资
源创办共富工坊，引导企业将适合的生
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为农村剩余劳
动力、低收入农户提供家门口就业机会。

“眼看着莲藕的销路打开了，订单也
越来越多，我却开心不起来。”主营莲藕
种植、销售的湾里塘共富工坊创办人马
良浩说，项目起步时没敢规模化种植，等
到销量起来了，土地就成了瓶颈，好在沾
桥村委出面，促成 450 亩土地流转。现
在，农户仅靠土地出租平均每户每年可
增收 5000余元，湾里塘共富工坊也实现
了规模化运营，生产的莲藕直供联华、物
美等大型超市，还供应盒马、叮咚、美团
等电商平台，日销量 5 吨以上。“在这里
切切藕，一个月能赚 3500 多元，加上租
地收入，比以前自己种地要轻松很多，赚
得也更多。”前后一对比，莫奶奶心里乐
开了花。

在靓品绣花共富工坊，细细的绣花
针在绣娘手中穿梭翻飞，“变”出一个个
精巧的图案，大家绣着花聊着天，其乐融
融。据工坊负责人曹国花介绍，靓品绣
花共富工坊利用革命老区鸭兰村“刺绣
之乡”的优势，承接绣花、钉花等手工活，
为周边 100 多位村民提供就业机会，让
赋闲在家的妇女在照顾老人孩子之余，
还能人均年增收两万余元。

星星点点小工坊，为农民铺出了共
同富裕新路子。眼下，临平区正通过股
份合作、电商直播、土地租赁、品牌经营、
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模式，充分利用农村
现有资源，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形成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新机制，点
燃了乡村振兴的“星星之火”。

浙江杭州临平区

星星点点小工坊 铺出共富新路子

□□ 喻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三九隆冬，湖北省神农架林区阳日
镇的药材基地，村民们正忙着给套种的
柿子树施冬肥，大家欢声笑语，对新一年
的收成信心满满。近年来，在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项目的支持下，湖北神农架林区大力
发展五倍子等中药材种植，在阳日镇大
坪村、古水村等地流转闲置土地近千亩，
建起了中药材基地。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村民们探
索了种养新模式，在药材基地里套种了
柿子、蜜橘等各种果树，在此基础上，神
农架林区农业部门还在村里扶持培养中
蜂养殖户，按照“果药蜜”套种的产业发
展模式，让一份土地产出三份收益，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为了扶持村民们尽快掌握“果蜜药”套
种模式，神农架林区乡村振兴局请来农业

专家，手把手地对农户进行药材种植、果树
栽培、蜜蜂养殖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据统
计，“果药蜜”模式亩产值可达一万多元，比
原来单纯种植蔬菜粮食等增收5倍左右。

家门口有了挣钱的门道，在外打工
的村民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正在中药材
基地安装蜂箱的古水村村民丁平介绍，
前几年一直在外打工，但不能照顾家人，

“果药蜜”模式推出后，他能在家门口挣
到钱，就毅然回来了，现在比以前在外打
工攒下的钱还多些，关键是住家里条件
要好些，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古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民旭介绍，前不久，古水村被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湖北省乡村振兴局评为 2023年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下一步将借助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撬动作用，筹集资
金，与经销商签订保底购销合同，流转村
集体土地，组织农户进一步完善“果蜜
药”套种模式，力争形成神农架林区乡村
振兴的示范样本。

湖北神农架林区

“果蜜药”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深冬的咸平大地，寒气愈发逼人。
在河南省通许县厉庄乡万寨村羊肚菌养
殖基地，种植户与工人们在万寨村党支
部书记兼技术人员万平军的指导下，穿
梭在种植大棚内忙着放置羊肚菌营养
包，现场呈一片繁忙的冬种场景。

“营养包的平整面先划两道长条口
子，口朝下盖在土壤上，每个营养包间摆
放的间隔是 20厘米……”眼下正值羊肚
菌播种的最佳时节，万平军一边示范，一
边耐心指导羊肚菌种植户操作。

羊肚菌从每年12月份种植到次年4
月份产出，周期短，但要求土地肥力条件
高。万寨村结合近年来的种植经验，采
取“1+2”轮种模式，即羊肚菌每年收获 1
次，接下来的 2年种植早熟西瓜、优质花
菜等经济作物，在保持耕地肥力的基础
上，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

“今年我家种植了 3个大棚羊肚菌，
鲜菇亩产 600 斤到 1000 斤。按照每斤
50 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个大棚净利润 2

万元以上。咱村万支书种植羊肚菌多
年，种植技术、病虫害等问题他都现场
指导，依托合作社销售，不愁销路，种植
羊肚菌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村民万
宏杰放完营养包，起身擦拭着额头上的
汗，高兴地说道。

“除了为农户提供技术保障，村里还
为羊肚菌买了一份保险，确保即使遇到大
灾大害等极端情况，农户的收入也能有所
保障。‘农户+合作社+企业’的经营模式帮
助农户种好羊肚菌，还帮助他们卖好羊肚
菌，农户种植的羊肚菌由合作社统一收购，
实现订单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全力打消群
众后顾之忧。”万平军说。

在万平军带领下，万寨村的羊肚菌
大棚从一开始的 7 座发展到如今全村
110余座大棚，又扩展到周边村。目前，
已经辐射到云庄村等周边村，规模达320
余座大棚。

近年来，通许县创建红薯、羊肚菌、
蔬菜等现代农业产业园 15 个，培育农
业龙头企业 17 家，以高质高效农业赋
能乡村振兴，让昔日不起眼的一个个
小村庄，如今处处焕发出新活力。

河南通许县

高质高效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 寇师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年来，陕西省泾阳县始终将“土特
产”三字诀贯穿于乡村振兴战略中，基于
一方水土，突出地域特点，开发乡土资源，
用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用情打造富民“大
产业”，让土特产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
力支撑，全力擘画乡村振兴强村富民新
图景。

“空心”特产实心做

走进泾阳县三渠镇同官张村瑞書牌
空心手工挂面厂，一条条挂面均匀光滑、
宛如银丝瀑布般，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经过和面、切条、盘条、上条、发
酵等 18道大工序、30余个小步骤，经过 8
个小时的制作，终于将面粉变成了细且
中空的银丝面。

工厂采取集中加工和分散加工相结
合的方式，计件取酬，灵活就业，共吸纳
周围群众 17人，年人均收入 2万元以上；
同时，通过“基地+合作社+党支部+脱贫
户”的产业模式，有效拓宽群众就业渠
道，增加脱贫群众收入。

“我们要做好土特产这篇文章，把空
心挂面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增强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官张村
党支部书记王萌说。

据了解，每年10月到次年5月是做挂
面最好的时间，“瑞書牌空心手工挂面”采
用盐水和面，经过复杂工艺和发酵，面条
细、心空、耐煮不糟，更有嚼劲，也更易消
化、入味。凭借口感独特、柔顺滑口、久煮
不烂、营养丰富的特点，空心挂面成为当地
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打响“泾阳西红柿”品牌

泾阳县是陕西西红柿种植第一大
县，“泾阳西红柿”的品种、品质、口感早
已名声在外。作为西红柿种植大县，除
了常见的传统红色西红柿以外，还有黄

色、绿色等多个品种。
“咱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已经十多

年了，最近头茬西红柿已开始陆陆续续
上市了，咱这的西红柿瓤沙、汁多、甜，深
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谈起西红柿，云阳
镇三里村普罗旺斯西红柿种植户孙磊侃
侃而谈，他的3个设施大棚每年收益约30
余万元。

如今，泾阳县靠着西红柿致富的群众
越来越多，每栋大棚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
上，并打造出“奋斗柿”“柿愿”“初恋”“花田
喜柿”等众多西红柿品牌。“泾阳西红柿”
成功入选2022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实现了特色产业兴旺和高质量
发展。截至目前，泾阳县西红柿种植面积
达10.96万亩，年产量65.9万吨，产值13.77
亿元。

扎根泥土“薯”最行

隆冬时节，正值红薯成熟，在泾阳县
兴隆镇，村民们一边抢抓农时收获红薯，

一边享受着丰收带来的“甜蜜”。当地群
众娴熟地给新鲜收获的红薯去泥、分拣、
装筐、装车，忙得不亦乐乎，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咱这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
香、甜、软、糯，好吃不粘牙，口感绝对‘没
嘛哒’。”在地里忙活的村民拿起刚挖出
来的红薯说。

兴隆镇郭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沙地
板栗红薯种植专业村，种植面积 300
亩，亩产约 1500 公斤。这里生产的红
薯体态均匀，色泽金黄、口感爽滑，皮薄
香甜，香酥软糯还无丝无筋，回味有板
栗淡淡的清香。

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乡村振兴+
金融”的模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红薯
产业，开发出红薯淀粉、红薯粉条等深
加工产品，满足市场对产品多样化的需
求，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据了解，今年泾阳县共种植薯类作
物千余亩，鲜薯产量预计超3000吨，努力

打造村村有特色、村村有亮点的产业格
局，让更多的农户日子好起来，腰杆挺起
来，钱包鼓起来。

共创“牛”气未来

眼下，年关将至，正值牛肉制品的消
费旺季。

泾阳县王桥镇柏章村丁小六牛肉加
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正在清
洗牛肉、捞牛肉、剔脂肪……一系列操作
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丁小六酱牛肉是一家传统酱卤牛肉
加工厂，主要从事腊牛肉、酱牛肉、麻辣
牛肉、五香牛筋及各种牛羊肉的加工销
售。丁小六坚持六好标准，精选有“国之
瑰宝”美誉的秦川牛，采用老卤秘方，精
心制作高品质牛肉加工品。

“自从有了这个牛肉加工厂后，我和
乡亲们就开始在这里上班了，年底订单
比较多，我们越忙越开心。”在这里务工
的村民一边忙碌着一边说道。在他们看
来，手中握着的牛肉已经不只是简简单
单的一块牛肉，更是他们好日子的希望，
是带领他们走向更加“牛”气未来的
支撑。

该工厂以订单化生产为基础，依托
现代化生产设备，年深加工各种牛羊肉
100吨，总销售收入 1000余万元，产品畅
销西北五省。

一种美食带活一个产业，一个产业
带活一个乡村。丁小六牛肉加工厂通过

“牛肉+”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开发制作精
品牛羊肉，建立特色产业链，让“牛肉+”
成为当地土特产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推动富民兴村、产业兴旺。

如今，在泾阳县，除了空心挂面、普罗
旺斯西红柿、沙地板栗薯、丁小六牛肉这些
土特产之外，还有康大鸡蛋、大红袍花椒、
泾礼甑糕、手工腐竹、石磨香油、无公害黄
花菜、自碾芝麻盐、纯天然黑木耳等泾阳土
特产，它们犹如一个个悦耳的音符，在广
袤的土地上奏响乡村产业振兴曲。

实心做好“泾阳味”
——陕西省泾阳县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纪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林雪

寿光的黄瓜吃了能减肥，番茄还是彩
色的。

隆冬时节，走进位于山东省寿光市洛城
街道寨里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
发中心基地，蔬菜大棚内温暖如春，黄瓜、西
红柿、菜椒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一片生机
盎然。

自 1989 年冬暖式蔬菜大棚试种成功，
寿光市发展蔬菜产业已走过 35个年头。如
今，寿光市蔬菜播种面积 60 万亩、总产量
450万吨，年产值 110亿元、年交易额 200亿
元，是全国最大的设施蔬菜种植基地、蔬菜
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

良种一粒重千钧，种业是现代农业的基
石，是蔬菜产业链的起点。2023年底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农业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加快推动种业振兴行动。”

“这是最新研发的高丙醇二酸含量黄瓜
新品种‘中农脆玉 3号’，其丙醇二酸含量达

到每公斤16.40克，是一般黄瓜品种的3至5
倍。”研发中心高级农艺师董甜小心翼翼地
托起一根黄瓜对记者介绍说，丙醇二酸是一
种小分子有机酸，可抑制人体内糖类转化为
脂肪，具有减肥的功效。

近年来，寿光聚力打造蔬菜产业“中国
芯”，沿着“内培、外引+扶持”的思路实施“种
子工程攻坚行动”，一举扭转“洋种子”主导
市场的局面，国产种子成为市场主流选择。

寿光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
发中心副主任许铁敏告诉记者，寿光以打造

“中国蔬菜种业硅谷”为目标，完善政策体
系，推进种业研发，建成投用了国家蔬菜种
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心，运营全省首家果
菜品种权交易中心，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蔬菜
新品种达到 160 个，种苗年繁育能力 18 亿
株，被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
全国最大的种苗繁育基地。

良种还需配良法。古城街道前疃村的
殷金华夫妇种了三个大棚的西红柿，“以前
靠经验，现在靠标准。提前设定施肥量、给

水量、温度等数据，物联网设备可以全方面
监测作物长势，遇到问题系统自动报警，点
手机代替了动锄头。”殷金华说，照着标准
干，一年种两茬，产量翻了番，每年纯收入超
过30万元。

近年来，寿光市依托寿光蔬菜小镇、寿
光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等一批
现代化园区，推行“云上”种植管理，发展“互
联网+”蔬菜流通，实施大数据智慧监管，自
动温控、智能雾化等智能设备应用率达到
80%以上，大幅提升了蔬菜产业的机械化、
智能化作业水平，为农业赋予了大智慧、新
动能。

“之前在工厂打工，一年下来也赚不了
多少钱。后来发现很多年轻人回到村里种
番茄，收入可观，自己想着试一试。现在国
家政策非常好，资金不足，国家提供惠农贷
款，缺乏种植经验，市里安排专家提供技术
指导。”殷金华说。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殷金华一样，
选择返乡，成为“棚二代”。如何在农村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正
逐步有了明晰的答案。

种好了菜，接下来就是解决怎么将菜更
好卖出去的问题。

农民种菜，政府帮卖。寿光大力建设农
产品物流园，配套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创新服
务，不仅使本地菜畅行无阻，更吸引全国客
商纷至沓来，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
中心。

在寿光市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每天南来
北往运送蔬菜的车辆来回穿梭。园区蔬菜
交易品种300余种，年交易量约450万吨，辐
射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远销东南亚及
俄罗斯等国家。

物流园是大龙头，村村还有小市场。寿
光在蔬菜种植集中村建设改造了 1600多处
村级田间地头市场，方便本地蔬菜外销。如
今，寿光形成以地利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
村级市场为基础的遍布城乡的农产品流通
网络，将寿光蔬菜不分昼夜地卖到全国、全
世界。

最是“蔬”香能致远
——山东寿光现代蔬菜产业发展见闻

□□ 叶星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庞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
农民增收的关键。2023年 12月召开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各
地乡村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做好产业文章，
多模式推动强村富民。

寒冬时节，在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东
坪乡东坪村的竹荪种植基地内，10 多名工
人正忙着埋菌种、盖细土、撒石灰，确保竹
荪长势良好。“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植了 70
亩左右的竹荪，再过半年左右就可以达到
大批量出产，预计总产值能达到 100 多万
元。”南丰县东坪村竹荪种植基地负责人朱
英说。

近年来，南丰县按照“突出特色、因地制
宜、做大规模、提升效益”的发展思路，依托
南丰蜜桔、甲鱼、白莲等特色产业，通过“基
地+合作社+脱贫户”的模式，不断加快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

值，延伸产业链条。2023年，全县已建成产
业基地 267 个，新增安排产业扶持项目 39
个，资金2093万元。

推动农产品特色化、特色产业化、产业
企业化、企业品牌化、品牌市场化是推动农
业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重要途径。2023年，各
地持续搭建平台载体，促进特色产业集聚升
级。目前，全国已新建40个、续建51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从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平均提高4000多元。

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心始终要放在服务
群众、改善民生上，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主体作用，唱好“主角戏”。通过党建引
领，村集体经济发展便有了主心骨，在地资
源便可更好利用，促进产业发展，不断造福
村民。

近年来，浙江省乐清市盐盆街道抓实抓
细群众身边“关键小事”,借助“共享社·幸福
里”大力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不仅率全市之
先将 9 个村 144.73 亩工业返回地用于共同
建设，成立乐清市盐盆九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开创了村集体、政府、企业等多方合作共

赢的新模式，还以“共富工坊”等模式带动村
民就地就近实现就业，以党建引领经济发
展，让“好资源”变成“金饭碗”，推动村集体
经济收入“活水长流”。

如今，街道已与各村基层党组织结对一
起走好“共建路”，将零地整合，紧挨经开区
打造三个区域的厂房建设，全面完成招租投
产，前期每年将给村集体增加近 400万元的
租金收入，后期通过孵化培育，预计每年达
到超 2000 万元的经济收益，实现了从过去

“输血式”扶持到如今“造血式”发展的转
变。盐盆街道坚持“一村一策”，立足各村自
身的资源条件，理清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大
力发展水产养殖、农田统一流转种植等多种
融合项目。截至目前，全街道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 6749.49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4484.91
万元。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是关键。近年来，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培
育经营主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乡村
产业不断做大做强，让农民群众收入不断
提高。

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托乎拉乡英巴格
村村民艾斯凯尔·阿卜杜拉家有四亩核桃
地，“去年，我们家的核桃产量不错，这得益
于前期的科学管理，收获时节，村里还安排
志愿者来帮忙。”艾斯凯尔·阿卜杜拉高兴
地说。

据悉，托乎拉乡英巴格村因地制宜，鼓
励村民发展核桃、红枣等林果业种植，成立
各类合作社 7 个，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
门路。

“我从事核桃销售已经 7、8 年了，现在
成立了合作社，收购周边村民的核桃、红枣，
加工后销售到喀什、乌鲁木齐等地。未来，
我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和田经流商贸有限公司经理图迪麦
麦提·依明说。

近年来，墨玉县立足实际，坚持调优产
业结构，以“企业+农户”的模式在全县推广
种植 44.56万亩核桃，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乡
村特色产业，进一步提高乡村产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让更多群众持续增收，为乡村发
展注入活力。

多措并举 打好产业兴村“组合拳”

近年来，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依托区位优势，瞄准都市农业发展趋势，结合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打造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循环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场景，拓
展“农业+”多元化发展模式，推动农文旅、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图为游客在神农现代农
业示范园温室大棚采摘水培蔬菜。 李月英 摄

工人正在晾晒加工出来的挂面。 刘雪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