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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会

周楼村“建厂”记
□□ 本报记者 郝凌峰

“俺有了这份收入，平常的日子就宽裕多了！”日前，在河北省临
西县周楼村服装加工“微工厂”，村民孙小玲一边穿针引线一边乐呵
呵地说。她的工作是和同村姐妹缝制羽绒服。几个人分工合作，技
术娴熟，动作麻利：“这个是计件工资，俺们首先得保证质量。”七年
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孙小玲的左腿残疾，家庭一下子陷入
了困境，只能靠丈夫打理几亩地、在县城打零工维持生计。2017年，
周楼村所在的临西镇在全县率先推行“扶贫微工厂”。周楼村建起
了首家以服装加工为主的扶贫“微工厂”，孙小玲在参加了岗前技能
培训后，也成了“上班族”。由于她刻苦能干、技术娴熟，每月能拿到
2000多元的工资。

“乡亲们能够摘掉穷帽子，过上舒坦日子，全托‘微工厂’的
福。”村支部书记周汝峡介绍，在周楼村，以来料加工、手工制作为
主的扶贫“微工厂”有10多家，辐射带动村里300多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增收。目前，全村237个贫困户、贫困人口767人，减少到
5户、12人。脱贫户年均家庭收入达到4.5万元以上。曾长时间被
外界贯以“穷”“乱”标签的周楼村，2018年实现脱贫摘帽。

据悉，临西县把箱包加工、鞋帽制作、服装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作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专门成立小微企
业招商对接小组，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闲散土地、闲置房屋等
资源优势，在贫困村建设小微企业扶贫“微工厂”。除了为小微企业
找厂房、招工人、办理各种手续外，该县还在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和
补贴。目前，已有浙江、湖北等40多家小微企业落户临西。

如今在周楼村，除了部分贫困户走进扶贫“微工厂”上班挣钱，
还有的贫困户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微工厂”，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小
老板”。在听说县里扶持发展以家庭加工业为主的扶贫小微企业
后，村里的贫困户周东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早地就去报了名，
并选准了手套加工这个技术要求不高、操作简单的项目。“俺们家目
前是困难，但是咱们有手有脚，不能老是向党和政府伸手，自力更生
发家致富才是长久之计。”在他的劝说下，儿子儿媳也心动了。他们
主动找到扶贫人员详细咨询项目，在通过镇里组织的培训班学习了
手套制作技术后，周东印一家创办的“特志手套加工厂”正式投产运
营。现在，不但周东印一家脱了贫，致了富，还解决了村里10多个贫
困户的就业问题。“在手套厂工作，家里事不耽误，每个月还能有
1500块钱左右的收入，真是不错！”贫困户闫秀功言语中流露出满满
的幸福。

而针对因病、因残等原因，不能走出家门就业的贫困人口，临
西县延伸扶贫触角，开展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原材料送到家中和
产品上门回收“三送一收”活动，把扶贫“微工厂”生产车间建在贫
困户家中，被群众形象地称之为“细胞工厂”。如今，在临西县建成
的手套缝纫、油门拉线、轴承安装等“细胞工厂”达到120余个，带
动2000余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

贫困户蒋凤玲患有多种疾病，前几年大儿子又意外死亡，丢下
两个年幼的孩子。二儿子周洪军因需照顾老人、孩子，无法外出务
工挣钱。为了帮助这个特殊的家庭，村里安排周洪军学习了电气
焊接技术。帮助其引入手工电气焊接设备，并协调相关企业签订
了加工原料供应、产品回收订单。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周洪军的电
气焊“细胞工厂”越干越红火，由于他的技术好，接到周边企业零部
件加工的订单越来越多。如今，他们一家不但致了富，脱了贫，年
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

眼下，又从周楼村传来好消息，经过驻村工作队的积极协调，争取
财政资金90万元，今年再新建600平方米的“微工厂”厂房。届时，依
托村里的扶贫产业，乡亲们的日子会过得更红火。

深秋的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乡东升村，不
见秋的萧瑟，处处都是编织草绳、草垫等草制品
的繁忙场景。草编业收入成为东升村农民家庭
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农民增收和贫困家庭
脱贫致富。

“丈夫生病去世后，她一度灰心失望，时常
焦虑。”这是东升村 3 组贫困户王枝荣给乡邻的
印象。“当时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交谈中，王枝
荣向笔者吐露心声，一儿一女都在上学，正是需
要花钱的时候，心里怎么不着急？！

幸好，在村委会的引荐下，东升村张福海草
编专业合作社优先吸纳王枝荣长期务工，日均收
入100元左右，加上田里的收成，生活有了盼头。

在东升村，处处有稻草，时时闻机声。在张
福海草编专业合作社里，王枝荣正在编织草垫，
只见她麻利地将一捆捆稻草“喂”进草垫机里，

不一会儿，长长的草垫铺展开来。
提起丈夫去世后艰难的日子，王枝荣记忆

犹新：“好在现在有事做、有收入，我要靠双手摆
脱贫困。”王枝荣勤扒苦做，孩子勤奋读书、学业
优异，王枝荣越干越有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顺利，已成家立业；
女儿也已出嫁。

在东升村，4组贫困户王丙训的妻子是残疾
人，虽然妻子不会说话，但能够操作绞绳机制作
草绳，王丙训在草编合作社务工，依靠草编业，
2018年，王丙训也脱贫摘帽。

在东升村，代代相传的草编技术，如今正编
织着脱贫致富的希望。

大石桥乡群众素有编制草制品的传统，而
在东升村，90%的家庭在草编项目上年收入超过
1.5万元。

73岁的阮喜梅婆婆正在麻利地整草、添草、
打草绳。“我一有空就编草绳，一年大概能卖个
五六千块钱。稻草也不用烧了，也不用烂在田
埂上。”她说。

草编产业投入不高，手工做一台草包织机，
成本就 100 多元，买一台草绳机也不会超过 700
元、草垫机8000多元。低投入却有较高回报，普
通农户借助一台绞绳机，一年可增收1万元左右。

“以往，乡村干部每到夏收、秋收前后，都要
为秸秆焚烧问题头疼。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
解。”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杨青波介绍，草编产业
的发展不仅保护了环境，还变废为宝，稻谷低茬
收割后，不仅稻草被打捆回收利用，以往空闲的
田块还能全部播上油菜，又可以增加收入。

如今，淅川县及周边村镇的稻草不愁销。
以东升村为中心的大石桥乡村民，把收集到的

稻草编织成了蔬菜大棚防寒用的草垫、抗洪抢
险用的编织袋和捆扎园艺花木、铺垫钢材用的
草绳等。拉萨、安徽、陕西、湖北等地的客商纷
纷赶到大石桥乡，把全乡1万多吨草垫、编织袋、
草绳一卡车一卡车地买走。

红火的市场催生了大石桥乡的“草编经纪
人”，他们把销售触角伸向了华北、西北等冷冻
期长的蔬菜种植基地、建筑工地、花卉种植基地
等处。通过互联网销售，他们还让大石桥草编
走出国门，远销新加坡、日本等国。仅东升村一
个村就有丹阳草编专业合作社、张福海草编专
业合作社两个合作社，每年能消化稻草 4000 多
吨，带动周边20多户贫困户，平均每户每月增收
1500至2500元左右，确保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拔掉“穷根”。

草编还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大石桥乡草
编大户在周边县市乡镇开设草编营销点，以大
石桥乡为中心的草编加工基地（合作社）辐射带
动从业人员几万人，一个劳动力平均年务工收
入2万元左右。 任振宇

科学养羊，带富一方
□□ 钱良好

11月11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龙桥镇高山村黄坎村民组
房呈霞养殖场，洁白的羊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小羊羔在母羊怀
里静静地吃奶。见到有生人来，羊群立即发出“咩咩”的叫声。合
肥市“最美巾帼脱贫人”、农场主房呈霞一边给羊圈里添加青饲料，
一边向前来学习的养殖户传授养羊经验“养羊的地方空气要清新，
水流要干净，这样羊才不会生病，而且羊肉品质好。”

2015年春，一场大火烧掉了家里所有一切，房呈霞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穷则思变。房呈霞寻思，单凭家里的几亩薄田很难致
富，与其等着政府救助，不如自己行动起来。她一直在寻思着找个
突破口。“那时候，羊肉市场很火爆。”今年38岁的房呈霞属羊，老
家在山东济宁市的乡下，对羊有天生的好感。

说干就干，房呈霞在村里流转了10多亩荒山坡地，东挪西借
凑了20万元，盖了一个简易羊棚，花15万元购进了100 只母羊、2
只公羊，正式扎根荒山创业。

“现在养羊都需要精细化，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不灵了。”为了
掌握先进的养殖技术，房呈霞经常参加市县养殖培训班，向老师请
教，向同行学习。她还订阅了许多养殖方面的报刊杂志，并经常上
网查看最新的养殖动态和市场行情。

当年冬天，第一批小羊出生了，有100多头，夫妻俩高兴得合
不拢嘴，干脆把床铺搬到羊圈里住下，但是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让他
们目瞪口呆：有一天在喂草料时，她发现了不少羊感染了口疮，而
且传播速度很快，不到几天工夫就有30多只羊感染了，最可怕的
是因病死亡了好几只羊羔。房呈霞马上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进行
防治，消毒草料、清洗伤口、注射药物，很快就控制了疫情。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16年春节前，房呈霞已经出售了40
对种羊，收入10万多元，并宰杀了100头成品羊，一头羊能卖1000
多元。两笔收入加在一起，达到20多万元。她家不仅顺利脱贫，
还还清了所有债务。

致富后的房呈霞认为，要想做大规模形成气候，就必须广泛发
动群众养羊脱贫。而群众无钱无技术——于是她就把自己的种羊
提供给群众，“你们致富了，卖了羊之后，再归还我的种羊钱。如果
亏了就算我的。”2016底，她与40多户结对，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
免费提供种羊，免费做技术指导，还承诺回收产品。目前周边群众
200多户也加入了她的养羊行列，大家一起共走致富路。

房呈霞的服务是24小时的，随叫随到。贫困户夏明华家的3
只小羊在野外吃草时被毒蛇咬了，半夜出现了抽搐现象，急忙打电
话给房呈霞。房呈霞和丈夫火速赶到，发现小羊胸口已经出现瘀
血现象，他们立即开刀放血，并灌解毒药水，经过3个小时的忙碌，
才把小羊抢救过来。“对于贫困户，这些羊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保住
了羊，就是保住了他们致富的希望。”为节约资金，她建议大家采取

“滚雪球”的方法，逐步扩大养殖规模。
“靠科技养殖出来的羊，不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而且还能一

羊多产，串起产业链。”房呈霞介绍，这种羊还有个最大的特色，就
是羊毛也可以卖钱。一年剪两回，一头成年羊，一年能剪出羊毛
10斤左右，市场价最高每斤能卖到30元。羊粪加上发酵剂之后，
能变成绿色肥料，种出的瓜果特别甜。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校椅镇贺
桂村，只见一大片茉莉花田中，工人们穿梭其
间，忙碌地工作着。贺桂村的茉莉花产业扶贫
示范园于 2018年 10月建成，是横县将茉莉花作
为特色扶贫产业的缩影。

多年来，贺桂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尽管
有土地比较集中连片、交通便捷等得天独厚的
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但农作物品种单一且
缺乏市场，农业生产很难摆脱“靠天吃饭”的命
运。虽然有几十年的茉莉花种植历史，但茉莉
花种植、经营皆为散户，存在着经济收益不高、
现代化栽种管理技术缺乏、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业化、规模化、特
色化农业发展道路，带动农民致富势在必行。
2018年7月，贺桂村利用扶贫专项资金流转潘村
109.20亩土地，加强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了首期占地 150 亩的茉莉花产业扶贫示范

园，园区以种植、插枝、盆栽茉莉花为主，兼种了
部分黄素梅、红继木和芋头等经济作物。同时，
引进本土龙头企业广西顺来茶业有限公司以

“合作社+龙头企业+产业园+农户”的模式，开
启茉莉花产业的发展新路。

贺桂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元山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流转的土地租金为每年每亩800元，每隔3
年租金增加 50 元；企业保价收购村民采摘的茉
莉花，保底收购价为 10 元/斤，与村民按比例分
成，以 10元一斤的价格为例，农民可以拿到 6元
钱，茉莉花质量越高、采摘的数量越多，农民得
到的钱也就越多，到了淡季，在产业园务工每天
还可拿到80-100元的固定工资；此外，村集体有
9600元专门用于村里的16户贫困户分红。在茉
莉花产业的支持下，贺桂村民只要勤劳，就能摆
脱贫困。

“1 亩茉莉花的产量可达到 1000-1500 斤，
按照今年市场均价 15 元/斤计算，去除种植成

本，每亩效益在 1.5 万元左右，可带动 3 个人脱
贫。”横县县委书记黄海韬介绍说，近年来，横县
坚持茉莉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
方向，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支撑。

全球 10 朵茉莉花，有 6 朵来自横县。改革
开放以来，横县县委、县政府把茉莉花作为战略
性主导产业倾力打造。2018 年，横县茉莉花种
植者达到33万人、面积10.8万亩，茉莉花产业综
合产值达 105 亿元，产出茉莉鲜花 9 万吨，茉莉
花茶7万吨，两者均占全国80%以上、世界60%以
上，横县茉莉花、横县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值达
202.97亿元。

“我们致力于‘一朵花带动九个产业’，充分
发掘茉莉花在花茶、盆栽、食品、旅游、用品、餐
饮、药用、体育、康养等产业的价值，推动茉莉花
产业多元化、纵深化发展。”黄海韬说。

如今，智慧大棚等一批科技化、生态化种
植项目落地，推出茉莉精油、茉莉纯露、茉莉文

创、茉莉糕点等高附加值产品；国家茉莉花及
制品重点实验室落户横县，是首个在县级落户
的国家级实验室；“横县茉莉花复合栽培与文
化系统”入选中国第五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3A 级景区中华茉莉园建成，校椅镇入选第二批
全国特色小镇，横县以中国茉莉小镇为战略支
点和战术突破口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正在
逐步形成。

今年八月底，横县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茉
莉花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茉莉花茶交易博览
会、2019 年中国（横县）茉莉花文化节、世界茉
莉花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等 17 项经贸洽谈、产品
展销、文化交流、旅游观光等活动。来自法国、
荷兰、日本等国的知名花都城市和俄罗斯、东
盟国家的花草茶协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龙
头企业齐聚横县，分享茉莉花产业、文化发展
的机遇和成果。国际花园中心协会（IGCA）向
横县颁发“世界茉莉花都”牌匾，世界茉莉花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发布了《世界茉莉花茶业发展
白皮书》。“好一朵横县茉莉花”的故事，正在

“一带一路”更广阔的舞台上书写。
本报记者 姚媛

“东升草编”编实脱贫路

横县茉莉花香飘海内外

□□ 本报记者 龙成 文/图

一荤一素一菇，这是联合国粮
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人类
最佳饮食结构，其中菇属于食用
菌。富含丰富维生素营养价值的食
用菌，不仅有着养生保健功效，在脱
贫攻坚上更是顶起了扶贫产业的半
边天。

据中国乡镇企业协会食用菌
产业分会调研统计，在全国近 500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把食
用菌作为主导产业之一的占比达
到 70%以上。食用菌产业为何能
够覆盖七成的深度贫困县，近期，
记者深入湖北、河南食用菌产区，
一探究竟。

技术成熟
环境依赖度较低

深秋时节，从湖北十堰市驱车
两个小时，到达湖北省最西部的竹
溪县。据悉，这里是连接华中地

区、面向大西北、出入大西南的重
要通道，有“朝秦暮楚地，自然中国
心”之称。

竹溪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柯尊
勇向记者介绍，“我们这儿地处三
省交界，自然环境好但产业发育不
足，是国家级贫困县。两年前，我
们开始主推食用菌产业，经过两年
的发展，现在食用菌产业进入大发
展阶段，已成为竹溪脱贫攻坚的主
导产业。”

据竹溪县政府报告数据显示，
到 2018年底，全县生产食用菌 6000
万棒，产量5.4万吨，产值4.86亿元，
带动贫困户 10552 户，户均增收
8470元以上。

记者走访至四面环山的竹溪县
蒋家堰镇颜家街村，位于坡地的村
里一排排香菇大棚鳞次栉比。

丰农合作社负责人颜旭向记者
介绍，“这里四面环山，地形属于坡
地，我们在大棚中种植菌菇，成本
低、管理简单方便、香菇品质好，所

产的香菇基本都是一级菇和特级
菇，出售的价格也更高，每斤将在 6
元以上。同时，它不需占用连片平
整土地，对地形和环境的要求可人
工干预，极适宜千家万户栽培。”

蒋家堰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通过外聘先进专业技术
团队入驻，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
和产品标准，为当地提供技术支
撑和保障。

外聘的浙江技术团队负责人何
关虎介绍，“香菇生长期长，生殖生
长需要 55-150 天的过程，同时，每
10-12小时就要变换一次温湿光气
条件，令其正常生长才能够生产出
多产菇产好菇的菌棒，之后需要
5-6.5 个月的采菇期。我们充分利
用竹溪山区的气候，实行香菇立体
栽培模式，技术已经很成熟，工厂化
和人工相结合，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增加香菇产量，生长的香菇肉质厚，
菇形又好，颇受消费者青睐。”

据悉，近年来，随着“南菇北移”
“东菇西进”“精准扶贫”等发展战略
的推进，香菇代料栽培模式在河南、
河北、辽宁、贵州等地得到全面推
广。主产区已经可分为东南（福建、
浙江）、华中（湖北、河南、山西、河
北）、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
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等）
四大产区，覆盖大部分贫困地区。

市场开阔
内销外贸可消化国内产能

在颜家街村长年驻扎的技术人
员何关虎，另一个身份是浙江食用
菌商人，每天会从全国发 3-5 车 10
吨多的香菇到浙江，然后由浙江地
区的合伙人进行加工，后续出口至
韩国日本，价格从菇出棚到市场终
端翻了近十倍。

“我当初就是看上这儿的气候，
地处深山，山场面积大，冬季温度也
适宜，可以一年四季生长，用于生产
香菇的原材料栎木资源丰富。我们
在浙江、福建、河北等地都有基地，
很多地方都可以种，各有各的优
势。”何关虎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香菇的消费市场
正由东南亚向全球延伸并快速增
长。从世界和中国食用菌生产和

消费情况看，香菇是食用菌中的第
一大品种，国际香菇产量约占食用
菌总量的 22%，中国产香菇 2017 年
总产量 986.51 万吨，比 10 年前增加
了 3 倍多，但销售市场基本保持平
稳。中国乡镇企业协会食用菌分
会秘书长谢永信介绍，中国香菇

“产业化整合营销”目前还在努力
中，全面开花、散户种植的现状还
将继续进行下去，香菇工厂化种植
由于受各种条件制约短时间内还
难以形成规模。

在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马庄
桥镇赵家村采访时，村党支部书记
赵玉甫告诉记者，“我们 2016 年开
始发展食用菌种植。由于村里没
有食用菌种植的先例，不少村民对
食用菌种植持观望态度。后来我
们 27 名党员干部一对一帮扶，发
展食用菌大棚种植，当年户均增收
1.5 万余元。经过两年多发展，全
村规模已达 1100 余亩，大棚 650
座，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黑皮鸡
枞菌’生产基地。”

为了扩大销量，2018 年，赵玉
普在村里创建了“大地密码电子商
务销售平台”，与京东、阿里巴巴等
知名电商加强合作，并成功上线“中
国社会扶贫网”电商平台，产品平均
日销8000余单，高峰时超过3万单，
销售额高达 90 余万元。电商销售
的迅速发展带动了 50 余名贫困户
实现就业，月工资达2000元以上。

产业健全
扶贫带贫机制丰富有效

在赵家村食用菌基地里，大棚
密密麻麻。

赵玉甫告诉记者，“这些棚内有
黑皮鸡枞菌、香菇、鸡腿菇、茶树菇
等菌菇品类，但是也因为规模的扩
大导致菌包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从
山东采购菌包弊端日益凸显，面临
着菌包供应不及时、运输损坏等问
题。为降低菌包成本，解决资金难
题，我们引进‘誉丰菌业公司’投资
了 1000 余万元，建设了日产 2 万包
的菌包加工厂，每年可节约成本
500 余万元。但产业扩大总是会导
致价格低迷，我们就从产品深加工
着手，筹措资金建设了 1500平方米

的冷库和大型烘干房 10座，通过冷
藏保鲜、热风烘干、腌制加工等，每
年可增收120余万元。”

为加强贫困户与食用菌产业的
利益联结，赵玉甫带领村“两委”和
党员干部，探索“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运营模式，针对贫困户不同情
况，探索创新四种带贫模式。一是

“出钱又出力”的“包棚创业”模式。
针对有劳动能力和种植意愿的贫困
户，动员其利用到户增收资金或小
额贴息贷款购买菌包，自主管理，基
地免费提供大棚及水电设施；合作
社负责提供菌种、技术，并承诺后期
回收，保证做到种植零风险。二是

“出钱不出力”的“菌包托管”模式。
针对符合扶贫贷款条件、不具备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动员其加入食用
菌种植合作社，利用到户增收资金
或小额贴息贷款购买菌包托管给合
作社种植，合作社每月给贫困户分
红 500 元。三是“出力不出钱”的

“劳务承包”模式。针对有劳动力的
贫困户，将食用菌大棚承包给贫困
户，合作社负责生产投入，贫困户负
责棚内摘菇、削根、分级等劳动，按
照出菇数量确定劳务收入。四是

“不出钱不出力”的“互助救济”模
式。针对年老体衰、不符合贷款条
件的五保、孤寡老人等贫困户，由合
作社和商户拿出部分利润临时救
助，每户每月可得到300元的救济。

村里贫困户余德友和老伴相依
为命，年由于龄大、缺资金和技术，
成为他家致贫的首要原因。去年
10 月，他从合作社承包了 5 个棚
3000 棒食用菌，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赚到了 3000 余元。尝到了甜头
后，今年年初，他又“追养”了 5 个
棚，共计10个棚6000棒食用菌。

目前，基地共带动全镇贫困户
252 户 816 人，实现 179 户 669 人稳
定脱贫。

清丰县委书记冯向军告诉记
者，清丰县类似于赵家村这样的食
用菌生产基地，在 17个乡镇新建设
了70个，标准化大棚10200座，种植
面积达 1500万平方米，发展龙头企
业 17 家，专业合作社 45 家，年产值
突破 15 亿元，带动 1.5 万贫困人口
脱贫。

小蘑菇顶起扶贫产业半边天
——来自湖北河南部分食用菌产区的调查

图为颜家街村村民在筛选香菇图为颜家街村村民在筛选香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