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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粽子

打开乡村振兴之路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的青塘

粽子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特色食

品，曾经的贫困村临县前青塘村

利用盛产苇叶的独特优势，发展

起粽子产业； 通过技术升级，这

种时令食品得以扩大销售半径，

成为可持久的特色产业；通过强

龙头、补链条、建集群、育生态，

小小粽子打开了这个村的乡村

振兴路。

前青塘村产粽叶，临县县志

中就有“苇苗离离，粽席特产”的

记载。如何靠粽叶让村里人脱贫

致富，

2012

年， 前青塘村党支部

书 记 张 新 文 开 始 带 头 做 粽 子

产业。

粽子很快实现了从食品到

商品的转变。这得益于前青塘村

不断挖掘自身特色资源：水源丰

富、水质优良的“海眼”泉，宽大

肥厚的芦苇叶，质地醇厚的黄河

滩枣，以及带有特殊香气用于捆

绑粽子的马莲草。这四样当地特

产结合起来形成了粽子好吃的

关键。

特色农产品市场广阔，粽子

卖的越来越红火，但粽子的即食

性短板让村里人脱贫有余但致

富不足。

青塘粽子要想扩大生产规

模， 攻克保鲜技术是关键一环。

张新文说，村里人缺技术让他们

走了许多弯路。“搞产业就要有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经过

不断尝试 ， 高温灭菌技术被攻

克，粽子的保质期达到

180

天。 ”

解决了设备问题无异于补

齐了粽子产业链，现在村里做粽

子的村民几乎家家都有抽真空

机，几户就有一个灭菌罐。

靠走街串巷卖粽子让村民

们实现了脱贫，产业化粽子生产

让前青塘村走向了致富路。随之

而来的龙头企业、 区域品牌、产

业生态让青塘粽子的乡村振兴

之路越走越扎实。

现在前青塘村的粽子产业

已经形成大、中、小企业齐发力

的产业梯队，龙头企业青塘粽子

食品公司年产值几千万元，单日

产粽能力达

3

万个 ，

10

家左右

的规模企业年产值几百万元，还

有

100

多家年产值几十万到一

百万元的家庭工厂。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前青

塘村也逐步构建起来：村民在粽

子厂打工包粽子，月收入可达上

万元；攒点钱就可以自己购买真

空包装机、 进原料开家庭工厂；

再挣了钱可以买灭菌罐承揽高

温灭菌业务；再干大了就可以建

厂房了。

粽子产业的发展让农村活

力也在不断增强。

返乡青年刘军芳依靠熟练

掌握灭菌机每天能收入上千元；

54

岁的王艳平一天能包

200

多

个粽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这个脱贫家庭如今年收入达到

20

万元。

2023

年前青塘村及后

清塘村粽子销售额达到

1.5

亿

元，创造就业岗位

3000

个左右，

前青塘村回乡青年超过

500

人。

村里建设的水上乐园也红火起

来，“粽子

+

旅游” 融合发展让

这个传统古村落韵味更浓。

青塘粽子的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在持续显现。

目前，以粽子产品为关键环节的

“链式经济”正在成长壮大。粽子

产业已经辐射带动了临县的黄

米种植、黄河滩枣和枣花蜜以及

包装、运输等产业，全产业链产

值累计达

3

亿元。

“现在我们正在打造区域公

共品牌， 申请地理标志产品，扩

大青塘粽子的带动效应，让青塘

粽子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增长

点。 ” 临县县委书记范亮珍说。

（据新华社）

福建省惠安县东岭镇西埔村

小牡蛎成就大产业

牡蛎肉质肥美 ，有着“海

底牛奶”的美称。 地处福建省

泉州市惠安县东岭镇东南侧

的西埔村，凭借大港湾得天独

厚的海洋资源优势，创新采取

“党支部

+

合作社

+

养殖户

+

渔民 ”的合作模式 ，因地制宜

发展牡蛎养殖产业，在壮大村

民和集体经济“钱袋子”的同

时，促进渔业产业规模化高效

化发展。

“我们建设了三倍体牡蛎

育苗、养殖、加工基地，引入现

代育苗技术，通过引进先进的

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措施，

培育出优质健康的三倍体牡

蛎苗种，提高牡蛎养殖产量和

品质。 ”西埔村工作人员介绍

道。 当地已先后成立了

5

家养

殖公司和合作社， 实现了养殖

技术的标准化、 规范化， 有效

增加养殖效益，促进渔民增产

增收。

“我们的牡蛎养殖采用吊

养与笼养相结合的方式， 养殖

基地使用无污染塑胶浮球，不

投饵， 不用药， 符合生态健康

养殖要求。 ” 位于西埔村的某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汪

泳正在通过网络平台介绍着

自家牡蛎的特点。

在西埔村，当地正通过加

强养殖区域的监管， 加快牡蛎

品牌化和市场化体系建设，积

极组织水产企业参加水产养殖

业博览会， 逐渐打响了三倍体

牡蛎的知名度。 品牌的优势不

仅体现在营销上， 也还带动了

种苗、运输、加工、服务等上下

游产业和更多新业态产业的发

展，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就

业机会。

随着多年辛勤耕耘， 西埔

村牡蛎产业已成为西埔村“一村

一品”特色主导产业，呈现出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的良好态势。如

今 ， 当地已有海水养殖面积

8000

多亩 （其中三倍体牡蛎

3500

亩、巴非蛤

3000

多亩、吊蚵

1500

多亩），渔船和养殖船只共

88

艘， 为西埔村村民带来了可

观的收益， 生活水平提高了，乡

村经济蓬勃发展。 未来，西埔村

将继续加大对牡蛎产业的支持

力度，不断探索创新，推动乡村

振兴取得更大的成就。

（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山东威海：

小海带“勃发”深远海

眼下正值海带大规模收获季。 在山东威海，养殖

工人穿梭海上收获海带。 其中，来自深海的小海带凭

借其绿色有机、鲜嫩爽滑、营养丰富等特点，近年来

颇受消费市场青睐。

“我们的小海带养殖在距岸

8

海里以外的深海海

域，水深

40

米，生长期水温

0

至

5

摄氏度。 深海海域

水深流急、海水交换能力和自净能力强，而且光照充

足，可以让小海带充分进行光合作用。 ”山东海之宝

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为保证深海小海带产

品品质，养殖户会在小海带脆嫩、营养含量最高的时

候收割，较传统海带收获提早了

3

个月。

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势， 威海持续聚力

做好经略海洋大文章，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企业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威海已开辟万亩国家级海

洋牧场，统筹渔业、住建、电力等各部门资源，建成全

国第一处深海小海带养殖基地、 省级海带精深加工

示范基地，并搭建了商超、餐饮和电商市场体系，加

速打造小海带“养

+

销”全产业链。

其中， 省级海带精深加工示范基地由山东海之

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功能齐备，目前拥有

1.5

万吨级冷库、净菜精加工车间、海带面精加工车间、

鲜焙烘干车间以及调味加工车间， 具备年加工深海

小海带鲜菜原料

5

万吨能力。 鲜焙烘干车间设备先

进，全部采用空气能热泵烘干机，当地电力部门国网

威海供电公司为其量身定制施工设计方案， 从设备

选型到施工工艺、从变压器安装位置到表箱布局，充

分考虑各项因素，实现基地优品率保持在

98%

以上，

成本降低

21%

， 全年压减煤炭消费

20

万吨， 年替代

电量

11500

千瓦时。

进入海带收获关键期以来， 国网威海供电公司

成立“海带季服务队”，加大线路巡视力度，并对线路

设备开展不定时测流、测温及局放测试。

“这么多机器同时运转，动力方面有没有问题？ ”

日前，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黄超、伯大超来到

海带精深加工示范基地“把脉问诊”，将设备“健康体

检”和安全用电技术“点对点”送上门，“手把手”给企

业指导。 （李志浩）

当涂小龙虾

“爬”上全国大餐桌

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季节。 走进安徽当涂塘

南水产大市场，经营户正忙着给小龙虾称重、筛选、

装箱，这些包装好的小龙虾将以最快速度发往北京、

上海、深圳、长沙、武汉等地。

当涂县塘南镇作为水产大镇，

6000

亩稻虾田正

迎来小龙虾上市季，当地的水产大市场每天交易

150

万斤以上， 销往全国

200

多个城市。 从田间到餐桌，

小龙虾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富民产业。

塘南镇河网密布、环境优美，有着优秀的水质以

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这些都为小龙虾养殖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早在

2021

年，塘南镇就开始推广“稻

虾连作”新模式，引入微生物动态平衡机制，持续科

学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水质好，生态好，食物好，自然

就能养出高品质、高规格的精品虾。

如今，当涂县水产品养殖业发展迅猛，产业规模

日渐庞大。 为促进养殖业发展，加快农民增收致富，

该县积极打造完整、周到、细致的产销一条龙交易服

务平台，进一步完善水产品交易市场体系，满足养殖

户和经销商的需要， 使当涂县成为长三角地区水产

品的核心供应基地，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

（汪宗本 廖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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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体牡蛎海上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