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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文新茶园，游客置身茶山观茶、品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茶文化。近年来，浉河区以茶旅融合为
抓手，变种茶卖茶为观茶品茶，创新茶旅业态，拓展产业链条，形成“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动”的良好局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摄

福建武平县：
“校地合作”助力土特产走出大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见习记者 陈章群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福建省龙岩市武
平县有着一批高质量的土特产。“酒香也怕巷子
深”，由于没有叫得响的区域品牌，长期以来，武
平土特产消费者认识度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怎么才能让优质土特产走出大山？2021
年，县属国企福建梁野山农业发展公司联合
龙岩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倾力设计武平土特
产公用品牌“梁野好品”。

为使“梁野好品”有原创统一标识、具有
更强的市场识别度，龙岩学院还设计出不同
品级的礼盒、精品盒和包装袋，让 120 余种农
副产品换上“好品新衣”。

2022 年 10 月，“梁野好品”品牌成功申领
商标注册证后，被应用于武平的百香果、象洞
鸡、绿茶、灵芝、蜂蜜等十大类上百款农特产
品中，15 家企业获授权使用。

据介绍，2022 年以来，全县“梁野好品”品
牌农产品累计销售额近 6 亿元，带动 300 余户
农户和 50 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生产，

“校地合作”正助力武平优质土特产大步伐走
出大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石牌镇，是遗存在汉江之滨为数不
多的千年古镇，位于湖北省钟祥市。
古镇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悠久，在
岁月的涤荡中铅华洗尽，时光打磨的
痕迹，也让它多出了一份别样的韵致，
沉淀出独特而迷人的文化底蕴。回顾
继承发展历程，在石牌镇集成的文化
中，豆腐文化最为闪耀，历久弥新，石
牌镇又以“石牌豆腐郎”这一劳务品牌
而声名大噪。

“全镇 9 万多人，有八成在全国 500
多座城市以及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地
从事豆制品生意，并带动周边乡镇 10
多万人外出就业，每年可从豆制品加
工产业中获得纯收入近 20 亿元。”石牌
镇党委书记陈巍介绍。

一块豆腐，何以成就一个劳务品
牌？石牌豆腐郎和豆腐产业，彼此成
就、共同成长，在新时代焕发出怎样的
生机？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带着
这些疑惑，日前，记者走进这座古镇，
探寻答案。

匠心：豆腐香自石牌来

在石牌镇，来黄明忠这里买豆腐的
客商络绎不绝。“这还算少的，节假日来
买豆腐的人更多。”63岁的黄明忠说。

从小在石牌镇刘埂村长大的黄明
忠，是家族里豆制品制作技艺第三代
传承人。黄明忠介绍，他是跟着父辈
学习制作豆制品，凭着祖辈传统制作
绝技，先后在北京、辽宁等地做豆制品
加工生意。2005 年，黄明忠回乡创办
了钟祥市中乐福食品有限公司，还被
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命名为“第六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石牌豆制品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黄明忠对他的豆制品制作技艺很
自信：“同样的豆制品，大家都喜欢吃
我们家做的。在一个县级市的小镇，
一天也能卖出 3000 斤豆香干。”

豆腐在中国大江南北四处可见，为
何石牌豆腐却如此“香”？“别看豆腐
小，要做得好吃是需要工匠精神的。”
钟祥“石牌豆腐”产业联盟理事长周志
强说，“从选豆到用水、点浆、成型，每
一道环节都考验技巧，每一步火候都
直接影响豆腐口感。”

石牌豆腐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多
是举家外出做豆腐，全镇 9 万多人中，

有 5 万多人从事豆制品及其相关产业，
祖祖辈辈的打磨和传承，可以说每一
道工序都融入了几代人的心血，因此
成就了石牌豆腐的盛名。

工艺之外，作为原料的黄豆，其品
质也影响着豆制品的口感。石牌镇是
由汉江的万年泥沙淤积而成的一块平
地，土壤肥沃，适合大豆生长。据有关
科研机构调查，石牌镇产出的黄豆，蛋
白 质 含 量 高 ，富 含 硒 、锶 、镁 等 微 量
元素。

壮大：一代又一代接续打拼

在石牌镇，至今可见不少上世纪初
的豆腐坊遗址，其中，明清时期“傅恒
泰”豆腐坊已被打造成了石牌镇民宿
展示馆。

在石牌镇流行一句谚语：“世上三
事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为什么
石牌郎们还是选择做豆腐呢？“最风光
的时候，这条街上几乎家家都会做豆
腐卖豆腐。”石牌镇老居民陈光壁回忆
道，古镇紧挨汉水，古时商贾云集，舟
来船往，白天桅帆不断，夜间渔火闪
烁，十分繁忙，曾被称作“小汉口”。南
来北往的人们路过这里都会喝一杯豆
浆或吃一碗豆腐。对石牌人来说，豆
腐不仅仅是种食材，更是被保存在岁
月之中的生活记忆，也是对祖辈技艺
的传承。

豆 制 品 加 工 工 序 多 、技 术 要 求
高，娴熟的加工技艺是打造“石牌豆
腐郎”品牌的关键要素，是“豆腐郎”
外 出 创 业 站 稳 脚 、能 发 展 的 重 要 保
障。“为培养技术过硬的‘豆腐郎’，钟
祥市采取‘请回来’与‘送出去’相结
合的办法，让豆制品加工的传统技艺
薪火相传。”钟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李华星介绍，截至目前，钟
祥市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培训“豆腐郎”
3.23 万人。

品牌的发展与成长，与政府部门的
引导和扶持息息相关。为让“豆腐郎”
主动走出去，钟祥市利用春节返乡时
机，邀请在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豆
腐郎”现身说法，在乡镇巡回举办典型
事迹报告会，营造鼓励外出务工创业
的浓厚氛围。

“用身边的典型事例和成功范例，
引导群众转变就业观和致富观，由‘不
想走’变‘我要走’，从‘不敢走’到‘大
胆走’。”钟祥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主任王芳介绍。同时，钟祥市还
协调建立外出创业项目专项信贷资
金，缓解“豆腐郎”外出创业资金短缺
问题。

“初中毕业后我也做过其他生意，
但都没有做豆腐生意好。”今年 53 岁的
石牌镇人胡道俊坦言，因为石牌豆腐
口碑好，外面老乡相互扶持，一家人开
个豆腐坊一年能挣 20 余万元。

一代又一代的接续打拼，石牌豆腐
郎 凭 借 过 硬 的 手 艺 ，收 获 了 良 好 的
口碑。

发展：看“豆腐郎”和产业
的良性互动

品牌需要制度来保障、产业来支
撑，劳务品牌也不例外。

随着“石牌豆腐郎”名气的提升，
石牌豆腐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相应从
业人员资格的鉴定迫在眉睫。为了保
证石牌豆腐的品质口感，十年前，黄明
忠牵头成立了石牌豆腐协会，制定了

《石牌豆腐技术标准》，从源头上保证
豆腐的质量安全。

石牌豆腐郎深知，不断创新改变、
迎合市场需求才是产业发展壮大的根
本。石牌镇人鄢维斌通过创新，开发
了麻辣香丝、油皮千张、五香豆糕、湖
南熏干子等新产品，并实现豆制品专
业化、规模化和工厂化生产。目前，鄢
维斌已在武汉三镇开了 20 多家分店，
还被湖北省商务厅授予“豆腐大王”荣
誉称号，创造了年销售额 3000 万元的
财富神话，为小豆腐蹚出一条产业化
的新路。2023 年，首届钟祥市“石牌豆
腐”文化节暨钟祥“石牌豆腐”产业联
盟成立大会举办，这无疑给石牌豆腐
郎又注入一针强心剂。“我们就是要通
过联盟的力量，做出全国品质最好、品
种最全、产能最大的豆制品类，让石牌
豆腐品牌更响更亮。”鄢维斌说。

石牌镇人胡道俊是 2023 年将豆腐
加工厂迁回乡发展的，企业拳头产品
是臭豆腐生胚。“豆腐虽小，领域还可
细分，只要找准赛道，同样能做大产
业。”胡道俊说。虽然返乡不到一年，
但胡道俊的加工厂一天就能销售 6000
斤豆腐干，销往全国各地。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以豆为
媒，2023 年，豆粉龙头企业——九阳豆
业成功落户位于石牌镇的长寿食品产
业园。在九阳豆业的加工车间，记者

看到，豆制品加工实现了工厂智能制
造现代化、体系流程标准化。“企业落
户石牌，也是看中了石牌的专业积累
和原料及人才优势。”湖北九阳豆业总
经理牛振中表示，希望牵手石牌镇开
拓豆粉液体产品线，开辟豆浆新赛道，
引领豆浆粉行业发展新浪潮。

“有了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将涌
现出更多豆腐加工的现代工厂，让豆制
品产业朝着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方
向大步迈进。”钟祥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影响：乡村振兴里的“郎”动力

“石牌豆腐郎”劳务品牌打响后，
更多的石牌人走出石牌、走向全国。

每年，“豆腐郎”就像候鸟飞到外
地觅“食”，而到春节，又纷纷飞回挂念
已久的家。在石牌镇宽阔的双向四车
道上，经常看到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
车辆穿梭而过。

“不少在外面做豆腐生意发了财，
开上了小车，有的还把家里房子里外
翻了新，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石牌镇
关庙村党支部书记刘开兴介绍，全村
259 户 1196 人，六成人在外做豆腐或者
经商。

随着石牌豆腐郎队伍的日益壮大，
乡村建设的力量也在增强。石牌镇乐
堤村是汉代兰水城遗址所在地，乐堤
古遗址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守
住历史文脉，让乐堤村焕发新的活力，
2022 年 5 月，村党支部书记乐成洋带领
村“两委”干部发动能人捐款、引导村
民自建，在村头树起了极具地方特色
的乐堤村标。

张涛是乐堤村四组村民，目前在浙
江舟山做豆腐生意。听闻村里开展

“共同缔造”活动，他提议并捐赠 10 万
元用于村标建设。“自 1997 年起，我就
外出做豆腐生意，20 年来，陆续到过北
京、山东、武汉等地，家乡组织一直在
默默地关心着我们。如今，我在事业
上成熟一点了，就想着能为村里做点
什么。”村标建成后，张涛又每个月给
村里捐赠 3000 元用于村内环境卫生保
洁。在他的带动下，村民纷纷加入保
洁队伍。

“现在村里的环境很好，垃圾天天
有人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
很干净。邻里之间一片和谐，在农村
住着一点都不比城里差。”说起村里的
变化，乐成洋很是自豪。

“ 石 牌 豆 腐 郎 ”磨 出 20 亿
——湖北钟祥市石牌镇特色产业发展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前段时间，我家蔬菜大棚里的辣椒
苗出现少许叶片枯黄的现象，‘庄稼医
院’的农技人员察看后，开出‘药方’，并
告诉我后期如何施肥、管理。”今年春耕
期间，得益于江西省新余市供销合作社

“庄稼医院”的帮忙，高新区水西镇加山
村村民肖建华省了不少心。

而肖建华的经历只是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服务三农的缩影。眼下正值春耕

备耕的关键时期，目前，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 4500 多家农资经营企业、6 万多个

“庄稼医院”、1.7 万多名技术服务人员下
沉 到 一 线 ，为 农 户 提 供 生 产 技 术 指 导
服务。

在湖南省宁乡市，17 家乡镇（街道）
综合惠农服务中心持续开展农机服务、
统防统治、测土配肥、新肥新药推广、虫
情预报和农技指导等项目。在双江口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农技人员多次
深入育秧大棚，及时解决育秧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升育秧质量和效
率，让“强健”的早稻秧苗尽快下田；大成
桥镇永盛村种粮大户们，因为惠农服务
中心的技术培训和早稻种植服务指导，
对今年的粮食丰产信心满满。

为更好服务广大农户，黑龙江省供销
合作社倍丰集团旭丰公司为农户制作了
一张张“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借此，多
项检测指标清晰地展示出来，同时还附有
详细的施肥建议和肥料施用注意事项。
南京供销集团农服公司加强与农化行业

头部企业合作，优选绿色高效农资，配套
推广科学施用技术，引导农户用对药、用
好药，守好百姓的“米袋子”“油瓶子”。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满足春耕大忙时节农民的实
际需求，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因地制宜
开展生产性全程托管服务和配方施肥、
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充分发挥点多面广、贴近基层的优势，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为打好全年农业生产

“第一仗”贡献供销力量。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因地制宜为农户开出“药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少雅

2019 年 68 亩、2021 年 200 亩、2023 年 1600 亩，这是
近几年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木兰湾板栗地瓜的
种植面积变化；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香港……
这是木兰湾地瓜销售市场的拓展轨迹；2021 年销售 60
万斤、产值近 200 万元，2022 年销售 400 万斤、产值达到
1200 多万元，今年有望销售 640 万斤、产值超过 2000 万
元，这是木兰湾地瓜经营效益演变。

迎着徐徐海风，从看似“寸草不生”的松软沙地
中捧出一串紫红光亮的甘薯，文昌木兰湾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吴忠自豪地说：“地
瓜虽‘土’，它可是我们林梧村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小
金瓜’。”

和驰名全国的“桥头地瓜”不同，木兰湾板栗地瓜
的名气目前并不算大，“起步晚、规模小，是木兰湾地瓜
产业发展的现实，不过由于种植技术先进、管理精细、
品质优良，木兰湾板栗地瓜正在慢慢‘香飘全国’。”林
梧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约告诉记者。

木兰湾的板栗地瓜“香”在何处？走进木兰湾板栗
地瓜种植基地的包装车间，几十位村民埋头整理刚刚
从沙土地上收获而来的地瓜，按照形状、大小、重量等
指标分成 13 种瓜形，分类供应至商超、酒店、农贸市场、
水果商店等市场。“过去，地瓜个头越大价格越高，小地
瓜只能当残次品降价出售。细分市场后，我们的‘小宝
宝’地瓜也卖上了好价钱。”长期在基地工作的铺前镇
赤坡村村民韩新丰告诉记者：“听说不少咖啡店专门购
买我们拇指大小的地瓜，招待‘围炉煮茶’的客人。其
实我们的地瓜不论个头大小，都像栗子一样，又沙又
甜，味道好得很。”

不仅专注于市场细分供应，木兰湾板栗地瓜的种
植技术也颇有讲究。负责人吴忠是一位返乡创业的

“技术发烧友”，他不仅在沙地上铺设了滴灌，实现了地
瓜的水肥一体化，还尝试将应用于其他农作物的农业
机械用在地瓜种植上。“基地和海南大学签订了技术指
导协议，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朱国鹏
教授多次到我们基地来指导种植生产。目前我们的地
瓜已经可以实现旋耕、起垄、铺膜、滴灌的机械化操作，
种地瓜的农民也跟着成了会用机器的‘新农人’。”吴
忠说。

朱国鹏告诉记者，木兰湾靠近大海，拥有上层沙
粗、下层湿润但没有淤泥的土质，这种土质种出来的地
瓜肉质粉糯、口感鲜甜，“海南地瓜上市的时节，北方地
瓜还没有开始种植，每年的 1-6 月，海南地瓜的鲜食地
瓜占据了全国市场的 70%以上，错峰效益显著，是海南
农民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在木兰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从 2023 年开始，林梧村推广“公司+
村委会+农户”的种植模式，村集体流转了 200 亩土地进行地瓜种植，由公司供应种
苗、提供技术、收购产品，村集体经济每年的收入也有了保障。

还有一件事，让吴约尤其开心，今年年初，海南省环岛公路修通。过去的木兰湾
是一个闭塞的地方，到海口市中心需要 110 公里，现在这个路程缩短到了 32 公里。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木兰湾看风车、看灯塔，路过地瓜种植基地，也会顺便带上两箱
板栗地瓜。今年，林梧村准备开展地瓜采摘活动，让游客到沙地上“摸瓜”，保底可以
带走 13 斤地瓜的基础上，多挖多得。

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骨干专家、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徐雪高考察
了木兰湾的地瓜产业后，感触良多：“近年来，林梧村充分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
的优势，逐步壮大‘产’的规模，做好了‘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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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琴 张健

“农行种业专项贷款利息不高，用
款还方便。”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有镇腊恰畈村，制
种大户张能峰向前来签订种植合同的
农户介绍农行贷款产品。

张能峰从事杂稻制种多年，2023 年
正是在农行 30 万元贷款的支撑下，才获
得较好收益。

今年张能峰制种面积增加到了 500
亩，加之各类育种要素成本的上涨，又
让他面临较大的周转资金缺口。正当
张能峰为资金不足而发愁时，农行岑巩
支行客户经理送来了“及时雨”，上门为
他办理“种业 e 贷”专项贷款，将贷款额
度提升至 50 万元，解决了他迫在眉睫的
大难题。

在贵州省唯一的国家级杂稻制种
基地岑巩县，和张能峰一样有资金需求

的种业大户不在少数。
今年以来，聚焦岑巩县种业种植农

户融资需求，农行贵州省分行省州县三
级行联动，从贷款授信额度、期限匹配、
办理流程等环节入手，创新推出了“种
业 e 贷”。从产品设计上看，该产品采取
成本法核算授信，单户信用额度提升至
100 万元，单笔最长可达 3 年，能较好地
满足种业大户的融资需求。在办理流程
上，支行成立专项工作突击队，集中人
力、物力进村入户问需求、建档案、优先
办，上级行在贷款审查审批上开辟绿色
通道，最快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种业 e 贷”推出后，在当地赢得了
良好口碑，成为稻种种植农户融资需求
的首选信贷产品。截至今年 3 月末，农
行岑巩支行累计建立稻种种植农户信
贷档案 62 户、授信 1930 万元，投放贷款
1424 万元，为育种制种发展注入了源源
动力。

农行贵州省分行“种业e贷”解农户难题

□□ 曹忆湄

今年以来，浙江省嘉兴市百步经济
开发区（百步镇）聚焦文化礼堂作用发
挥，围绕“用老”和“享老”，打造“百老
汇”老年学堂品牌，实现老年文化资源
整合，成果普惠共享。

近日，百步“百老汇”文化礼堂·老
年学堂地图正式发布，标志着打造老年
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精神乐园取得重
大进展。“一个文化礼堂，就是一处精神
家园。百步通过整合资源，打造‘百老
汇’老年学堂品牌，激活文化礼堂生命
力，点亮精神共富新引擎。”百步有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村里也有老年课堂，在
家门口就能学习这么多知识，实在是太
方便了。”百步镇五丰村村民左明珍表
示，村里的“老年学堂”开设了很多课
程，不仅满足了更多老年人的学习需
求，还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据悉，各村文化专管员担任“文化
礼堂·老年学堂”管家，依据各村自身
特 色 与 老 年 人 需 求 推 出“ 菜 单 式 ”课
程，课程类型多样又极具个性化，如百

联村利用文化特派员优势，开设土话红
歌宣讲特色课程，组建夕阳红老年合唱
团，将地方话与经典红歌相结合；农丰
村文化礼堂·老年学堂开设了模特走步
公益培训班，组建老年丰韵模特队，丰
富精神生活的同时，展现老年人活力；
超同村老年学堂将“用老”和“育老”有
机融合，邀请村里老党员为老年学堂学
员 们 教 授 红 色 文 化 、政 治 理 论 学 习
课程。

截至目前，百步镇“百老汇”文化礼
堂·老年学堂累计开设课堂 30 个，其中
普惠课堂 19 个，特色课堂 11 个，覆盖人
群 564 人。

“百老汇”丰富乡村老人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