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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鹏 王壹

山清水秀，绿草如茵，西藏的天空格
外蓝。牦牛在山林间吃草，奶牛在牛棚内
纳凉。这是位于平均海拔 3860米的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的格桑塘现代农牧
产业示范园区的景象。

格桑塘现代农牧产业示范园是江苏
省对口支援拉萨的重要民生项目，也是林
周县“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位于林周县
松盘乡松盘村，分为东区和西区，总投资
1.5 亿元，是西藏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农牧
示范园区。“格桑塘”寓意“幸福美丽之
处”，如今园区已成为乡村振兴百姓致富
的幸福之地。

据园区负责人索郎平措介绍，该园区
西区主功能为奶牛养殖、牦牛育肥及饲草
料加工，占地 547亩。园区围绕牦牛现代
化养殖科学设置目标，将牦牛育肥场短期
育肥时间定为 50 天，通过科学配比精饲
料等手段，育肥周期内牦牛日增重 750克
左右，牦牛养殖周期被缩短至3至4年，实
现了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产业兴
旺也更好为本地大学生回乡就业提供就业
机会。近年来，林周县不断推进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吸引人才回乡，实现
良性循环，更好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95后”夫妇返乡就业 专
业对口收入过万

次旦宗巴和丈夫益西平措就是返乡
就业的代表。

每天早上九点半，示范园区内东区的
牦牛扩繁场工作人员次旦宗巴开车十分钟
左右从宿舍区到达工作区，开始一天的工
作：按部就班主持晨会，安排一天的工作，
并对饲养员进行一些嘱咐。晨会结束后，
对园区进行一次巡视，检验是否有病牛出
现，并及时通知公司技术人员进行救治。

次旦宗巴今年 27 岁，是林周县松盘
乡人。2021年，次旦宗巴从辽宁省辽阳师
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林周县工作，
进入牦牛扩繁场工作至今。

牦牛扩繁场自 2018 年 11 月建成以
来，现有总存栏牦牛 3780头，牛犊成活率
超过 90%；饲草饲料投入成本为每日每头
牦牛约7.7元。次旦宗巴不久前从行政岗
位调到园区内进行园区管理工作。

每天晨会后，次旦宗巴都会穿着工作
服，在园区内开着一辆工作车辆驰骋在青
山绿草之中，察看牦牛生长情况。

这份工作改变了次旦宗巴的生活。

此前，次旦宗巴家庭收入较低，在辽宁辽
阳上学期间生活十分节俭。寒暑假期间
也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辽宁，在沈阳
市或辽阳市做兼职小时工，赚取一些零用
钱补贴家用。

如今，次旦宗巴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带领全家摆脱了贫
困，如今她和丈夫益西平措一起组成家
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幸福的生活让次
旦宗巴非常满足。

“我现在每月工资 6000多元，丈夫在
园区西区的奶牛场工作，负责奶牛的病害
防治，每月工资也有 5000多元，我们两个
现在的工作就在家附近，而且收入也足以
养孩子、照顾老人，公司还提供了免费宿
舍，吃住都在公司。和以前比起来，现在
真是太幸福了！”次旦宗巴说。

对此，次旦宗巴的丈夫益西平措也非
常认同。益西平措今年 26 岁，在园区内
西区的奶牛场工作。根据园区的规定，夫
妻双方都在园区工作的，要分在不同的区
域内工作，以便于管理。

益西平措是林周县江夏乡人，2019年
6 月从河北省石家庄市大专毕业后，也选
择回到林周县工作，同年进入格桑塘现代
农牧产业示范园区工作。

“我上学时候的专业和畜牧兽医相
关，因此回来在奶牛场也从事的是和专业
相关的工作，每天在小奶牛专属的监测区
内巡视，为刚出生的小奶牛进行常规体
检。”益西平措告诉记者。

夫妇二人的加入也给公司注入了专

业人才力量，为公司发展以及当地特色农
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考取乡村专干 回馈家乡

“90 后”强巴热杰是强嘎乡曲嘎强村
人，2019 年从成都一所大专学校毕业后，
通过拉萨市乡村振兴专干招聘考试考回
了村里。目前，强巴热杰担任曲嘎强村兼
职副主任。

乡村振兴专干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而设置的一个聘用岗位，为农村招录优秀
人才，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振兴
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村主任解决
村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推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和村民增收，同时组织开展农村治理
工作以及农村民生保障工作，帮助提高农
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等。”强巴热杰说。

曲嘎强村共有户籍人口 161 户 679
人，其中常住户111户562人，属于典型的
地广人稀。近年来，曲嘎强村大力发展饲
草产业提升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目
前，全村 9100 亩耕地面积中约有 6800 亩
种植了饲草，占据全县饲草面积的近
12%。而在2016年，曲嘎强村的饲草种植
面积仅500多亩。

曲嘎强村委会主任琼琼告诉记者，饲
草产业经济效益高，每亩毛收入能有1600
元左右，群众种植意愿高，因此无论是村
集体经济还是村民个人收入这几年都实
现了较大增长。

强巴热杰大学毕业回到村里后，发挥

自己精通汉藏双语、熟悉村情、干事热情高
的优势，协助村里刚成立的林周曲嘎强村
罗玛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全村进行青
稞、小麦、燕麦草耙地、播种、打药、收割等
全程机械化服务，并积极开发本村荒地。

同时，强巴热杰也积极对外推介曲嘎
强村，用一口流利的汉语为前来考察的客
人介绍村里的情况，成为连接村内外的一
座“桥梁”。

2023 年，曲嘎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85.9 万元，除去成本净收入 58.33 万元，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746.1元。

“这两年我们还积极为村民进行分
红，提升村民的获得感。2022 年初，我们
村里每户都领到一辆价值 3400元的小刀
牌电动车，作为 2021年度集体收益分红；
2023年，我们为 141户村民每户分了一个
银碗，总价值达43.6万元。”强巴热杰说。

“内外兼修”培育更多产业人才

无论是次旦宗巴夫妇还是强巴热杰，
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为助力当地乡村产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林周县的人才返乡就业热潮是拉萨市的
一个缩影。

据拉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青稞产业、牦牛产业、高原奶产业等是
拉萨市的乡村特色产业，这些领域亟需大
量人才。近年来，拉萨市采取‘内培’和

‘外引’的方式培育和吸引产业人才，取得
了新的成效。

内培就是从内部培育相关人才。
2023年，拉萨市安排科技下乡包保人员开
展农牧业关键技术服务、特色产业发展指
导、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工作 2000 余
次。开展实用性技能培训 60 场，培育高
素质农牧民 800 名。创新开展农牧民职
称评审，评定农牧民初级农技师 15人，向
自治区推荐农牧民高级农技师2人。

外引就是从外面吸引本地人才返乡，
吸引外地人才留下。当前，拉萨市为高校
毕业生就业提供众多支持，比如“高校毕
业生区内就业政策补贴”“高校毕业生一
次性就业补贴”“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政
策补贴”“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返乡创
业”等政策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
较大力度的扶持。

“乡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
支持。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多种方式吸引
更多人才回乡就业，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
保障，希望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更好助力本
地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拉萨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把家乡建成梦中的“格桑塘”
——西藏林周县吸引返乡人才助力产业振兴

聚焦返乡就业

□□ 吴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趁着市里发展串串加工产业的好时
机，我选择回到贵溪开办工厂。现在我们聘
请的工人都是附近村的村民，大多是一些在
家带小孩的妇女，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有4000
元左右！”江西国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
国庆颇有感触地说。

喷香的羊肉串、脆爽的毛肚串、新鲜的蔬
菜菌菇串……在江西省贵溪市，串串不仅是百
姓喜爱的美食，还是带动当地人增收致富的农
业特色产业。近年来，江西省大力支持夜间经
济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围绕这根小串
串，贵溪市抢抓夜间经济发展机遇，形成了以
串串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目前，贵溪市串串
产业由2015年的8家企业、产值1亿元左右，
发展到80家企业、年产值达30亿元，产品销往
广东、山东等地。小串串发展成大产业，成为
贵溪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工厂下沉到村组

串串加工企业用工量大，劳动力资源丰
富是企业落户的主要考虑因素。贵溪市搞串
串加工的老板都是本地人，之前多在外地开
烧烤摊，赚到钱，看到商机后回到贵溪开办工
厂，江国庆就是返乡的代表。去年，国明食品
有限公司在泗沥镇集镇新建了一个加工厂。

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一些企业
索性将工厂下沉到村组，就地生产。贵溪市
创铭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下沉到村组的企
业，现坐落于河滩镇柯余村。“我们公司目前
在贵溪开办了 7 家串串加工厂，年产值达 6
亿元。加工厂内生产车间、冷库、机械化操
作台一应俱全，聘用附近村民 200多人。”董
事长黄贵华表示。走进串串加工厂，工人们
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自己的工作，解冻、切
肉、串串、速冻、包装，各个工序有条不紊。

串串加工产业在集群式发展的同时，也
注重培育头部企业，推动产值高、规模大的

规上企业进入园区，走规范化、标准化、智能
化道路。目前，贵溪市 80 家串串加工企业
分布在 14个乡镇，多数企业建在村组，有十
几家中型企业建在集镇，6家实现了机械化
生产的大型企业进驻园区，形成了梯次分
布、集群发展的格局。

联农带农同增收

如何发展乡村产业，如何带动村里的农
民致富，同样值得思考。贵溪市以串串产业
为抓手，将联农带农作为串串产业发展的着
力点，探索联农带农模式。

产业下沉后，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
集体经济。坐落于泗沥镇尹家村的双牛食品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风味串、羊肉串、牛肉串等
产品，2023年产值达2300万元，常年雇工90多
人，这些工人都来自附近的5个村。“这些农民
大多50岁左右，在村里闲也是闲着，来上班平
均月收入可达4000多元。”双牛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不仅如此，双牛食品加工厂租赁
的是村集体的闲置土地，每年向村集体经济组
织支付租金6万元，增加了集体收入。

蚂蚱是贵溪市串串产业的一个主打产
品。近年来，恒品纪公司在流口镇官庄村下
桂组新建蚂蚱食品加工厂，招聘村民从事蚂
蚱串串加工。同时，带动在村农户养殖蚂蚱
并与农民签订代养协议，由公司免费提供大
棚、技术、种苗，农户负责养殖，公司以保底
价进行产品回收，让农民在家也能赚到钱。

“串串加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些企业分布在各个乡镇，下沉到村组，有效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和集体增
收。”贵溪市农业农村粮食局产业发展负责人
介绍。目前，贵溪市串串产业带动农村就业
1.5万余人，为180多名脱贫人员创造就业岗
位，给村集体增加收入超过320万元。

创新模式助发展

近年来，贵溪市将打造串串产业集群作

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理顺政府与企业的
关系，形成了“串串产业协会+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贵溪市成立了贵溪市串串产业协会，该
协会现为贵溪市农业农村粮食局下属的社
会团体。“贵溪市还组建工作专班，专门对接
协调全市串串产业工作，为串串企业提供政
策咨询、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是串串企业发展的‘娘家人’。”贵溪市农业
农村粮食局产业发展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该市还授权贵溪市串串产业
协会打造“芗溪老家”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优

势特色产业与区域公用品牌融合发展，在鹰
潭市高铁站附近、广州玉湖冷链中心建设芗
溪老家串串运营中心，通过强化“芗溪老家”
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有效提升了贵溪市串串
产业和品牌的影响力。

贵溪市以抓工业的理念抓串串产业发
展，围绕“三年打造百亿串串产业”，吸引在
外的企业落户贵溪。将串串产业作为招商
重点，引进串串企业 13 家，总投资 18.56 亿
元。目前，贵溪市串串行业有省级龙头企业
1 家、市级龙头企业 8 家，省级龙头企业“准
字号”“标字号”串串企业7家。

江西贵溪市

串串进乡村“串”起致富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文/图

分拣、加工、晾晒……走进贵州安顺
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百合街道同心
社区的中药材产业帮扶车间内，工人们
正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不同区域，忙碌着
手中的工作。

在一进门不远处的中药材分拣
区，系着红围裙的尤玉芬正熟练地在
分拣车间内挑选着有祛风活络等功效
的中药材路路通，按照大小分拣到不
同的筐内。

尤玉芬是同心社区的居民。此前，
尤玉芬是关岭县周边乡镇的村民，易地
搬迁后居住在同心社区。现在在社区内
的帮扶车间工作。

“以前在村里也没什么收入，现在搬
到社区里了，自己有了事做，也有了收
入，而且就在家门口，时间也灵活。”尤玉
芬说。

尤玉芬每分拣一斤路路通，就有
0.3 元提成收入。目前，尤玉芬每天能
挑选 300 斤左右，收入近百元。其所在
的中药材加工车间属于关岭贵源本草
药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唐敏介绍：

“我们一方面依托当地丰富的农特产品
与中草药资源发展中草药产业，另一方
面也响应政府号召，承担联农带农责
任，提供更多合适的就业岗位给低收入
家庭。”

像尤玉芬这样的就业者以及产业帮
扶车间在百合街道并不是个例。百合街
道于 2019 年 9 月正式成立，下辖的两个
社区同心社区与同康社区作为移民集中
安置点，共有移民安置房 3512 套、86 栋
楼，分别建有 1 人至 6 人户型，满足不同
类型家庭搬迁。

“十三五”期间，两个社区共搬迁
2721 户 12819 人，占全县“十三五”易地

搬迁人口的57.8%，其中建档立卡脱贫户
2407户11370人。

据百合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入荣介
绍，搬迁点群众中，以务工为收入主要来
源的占 82.51%，是家庭收入的主体部
分。但是，除了外出务工，因照顾家庭、
年龄偏大等客观因素无法外出务工的有
507人。超过60岁但身体健康尚有劳动
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仍有 158 人，这部分
人缺乏就业技能，就业议价能力弱，劳动
力收入不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百合街道按照
“项目化带动、产业化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思路，立足资源禀赋，抓住全县发
展主导产业契机，着力在安置区培育特
色产业，打造就业创业实训基地，有针
对性地开展中药材、叉车挖机、焊工等
规范性技能培训 1771 人。同时基地建
立灵活就业信息库，收集安置点内未就
业劳动力的可就业时间、就业意向和技
能特长等信息，分类为种植养殖队、家
政服务队和水电工服务队等“零工”队
伍。同时，与周边企业、种植养殖大户
对接，开展匹配推荐。目前已推荐 459
人灵活就业。

2019 年以来，百合街道围绕社区资
源做文章，整合财政扶贫资金、东西部协
作资金等共 4805万元，建成同心社区中
草药集贸市场、同康社区农贸市场、创业
就业移动售货亭项目、同康社区就业创
业一条街、标准化厂房、帮扶车间，为周
边经济发展提供了经营商铺 111 个、售
货亭 17 个、市场摊位 383 个、厂房 6 个、
扶贫车间5个。

“通过出租铺面、厂房、车间，安置区
集体每年获得收益110.08万元。同时还
提供就业岗位 500余个，直接带动近 180
名搬迁群众就业创业，促进搬迁群众增
收。”郭入荣说。

贵州关岭县

帮扶车间带就业 社区居民收入增

□□ 赵勇

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保
家工业园区里，苗薯农业生产车间的工
人们严把流水线的各个环节，确保每一
袋丝苕粉质量。

苗薯农业公司集研发、培育、种植、
红薯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为一体，是一家
专注于红薯及红薯制品的全产业链发展
综合性企业。彭水制作晶丝苕粉的历史
源远流长，尤以郁山镇所产苕粉远近闻
名，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发展，逐步演变
成今天的“彭水晶丝苕粉”，被誉为“山中
珍宝”。

近年来，彭水将红薯产业作为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彭水晶丝苕粉”

已成为这个产业的拳头产品。今年，
彭水联手全国知名农业品牌建设团队
农本咨询共同打造“彭水晶丝苕粉”区
域公用品牌，有力促进了品牌知名度
的提升，扩大了彭水红薯产业的行业
影响力。

通过传承与发展，立足区域特色和
产业优势，坚持品牌打造和产业建设两
手抓，彭水举全县之力将红薯产业做大、
做强、做精、做特，着力推进红薯产业高
质量发展。同时，彭水积极推动生态工
业提质，大力发展红薯及中药材等现代
山地特色农业，重点扶持苗薯龙须、苗巧
嫂、利源等红薯加工企业，完善产业与脱
贫群众利益联结机制，红薯全产业链产
值达20亿元。

重庆彭水县

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近年来，陕西渭南市合阳县新池镇南沟社区大力发展葡萄产业，现有葡萄种植
面积1500亩，产值3000万元以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对口帮扶下，新建了高
效节能智慧冷棚和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为冷棚安装自动卷膜机和弥雾系统，打造了
葡萄观光长廊，改造了葡萄产业服务中心，推动了葡萄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图为
农民在新池镇葡萄产业园区内向记者展示葡萄长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刘梓宪 摄

图为同心社区居民尤玉芬在分拣药材。

□□ 甄建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仲夏时节，河北石家庄市无极县拾
忆家庭农场，阵阵桃香，沁人心脾。放眼
望去，果林环抱，成熟的桃子泛着红晕，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夏日采
摘乐趣。

“这里的桃子品种多、口感好，价格
公道，今天一大早在朋友圈看到农场黄
金蜜桃品种成熟的消息，便立马驾车赶
来，没想到桃子口感非常好。”游客陈悦
欣摘下一颗黄金蜜桃放在嘴里咬了一
口，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拾忆家庭农场尹月军介绍，农场采
用生态方式种植的黄金蜜桃品相好、口
味佳，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摘。除了采
摘销售外，农场还通过订单销售模式，将
桃子销往全国各地。“今天又接了一个大
单，得抓紧时间把货备齐，给人家发过

去。”尹月军说。
今年雨水适中，再加上管理得当，拾

忆家庭农场的桃子产量明显高于去年。今
年亩产达2000斤以上，亩均效益可稳定在
1.2万元。目前，农场有金陵黄露、白凤水
密等4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320余亩，预计
今年产量可达120万斤，产值300余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新品种的种植
规模，延伸产业链条，进行桃罐头、桃干、
桃酒等深加工，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采
摘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让更多人来这里
感受自然风光、品尝新鲜瓜果。”尹月军
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无极县积极鼓励和引导农
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改良品
种，强化种植技术服务等，大力发展桃
子、无花果、葡萄、草莓等特色农产品种
植，打造集休闲、观光、采摘为一体的乡
村游，拓宽了农户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
入活力。

河北无极县

桃子“红”了农庄

图为强巴热杰（左二）在入户宣讲政策。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