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潍坊国言风筝厂生产的风筝。

小小一片叶远销海内外

宣恩箬叶助群众增收致富

8

月

4

日， 恩施宣恩县沙道

沟镇龙潭村， 郁郁葱葱的箬叶漫

山遍野，茂密的枝叶下，村民们正

背着背篓采摘新鲜的箬叶。

“每年采摘一两个月，可挣两

万元左右。 ”村民刘云业介绍道，

他们村的箬叶大部分是野生的，

采摘自由，比在地里种玉米、稻谷

划算。

村民收入翻一番

龙潭村位于七姊妹山自然保

护区腹地，地广人稀，产业基础薄

弱， 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

里的野生 箬 叶 资 源 异 常 丰 富 。

2023

年， 该村全体村民自筹资

金， 利用周边

1.5

万亩天然箬叶

优势，建成箬叶加工厂，逐步壮大

村集体经济。

“去年老百姓增收了一百万

元。 今年， 我们决定加大投入力

度，拓宽销售渠道，在去年的基础

上，让老百姓实现收入翻一番。 ”

沙道沟镇龙潭村党支部书记瞿邵

文信心满满地说。

沙道沟镇的许多村镇也通过

箬叶带动村民致富。 白水河村持

续壮大万亩箬叶产业， 带动近

300

人增收；

2020

年， 乐坪村致

富带头人赵青从箬叶中捕捉到商

机，注册成立公司，带领村民走上

致富路。

乐坪村村民韩有香由于要在

家带孙子， 她只能在孩子上学间

隙，在家附近采摘箬叶，贴补家用。

自赵青建了箬叶厂后，她在厂里工

作，收入提高了不少。

据悉，箬叶厂通过“企业

+

基

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不仅

为村民免费提供幼苗，还指导生产

管护，让箬叶品质更高，同时，为调

动村民的积极性，工厂还以高于外

地客商的收购价，从村民手中收购

箬叶。

“每年收购箬叶要支付七百多

万元，每年出口量是一万八千件左

右。 ”赵青介绍，目前已发展箬叶基

地

110

余亩。

箬叶远销海内外

晓关侗族乡同样是宣恩的箬

叶大乡 。 由于过去产业链条不完

善，生产主要以粗加工为主 ，附加

值低。 为解决传统箬叶经营“小而

散”的问题，晓关侗族乡大力培育

精深加工企业。

黄凤芝创办的公司是该乡的

重点培育企业。

2006

年，在熟人的

介绍下，黄凤芝开始采收并出售箬

叶。 尝到甜头后，她下定决心发展

箬叶产业，并向亲戚们借了

12000

元 的 本 钱 ， 开 启 了 她 的 创 业 之

路———代收箬叶。

2021

年，在晓关侗族乡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黄凤芝筹措

500

万元资金， 在晓关侗族乡大岩

坝村修建箬叶精深加工厂。

2022

年

6

月， 占地

4000

平方米的箬叶

加工厂完工并投入使用，新厂设施

齐全， 所产箬叶销往全国各地，甚

至出口到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我们自己也有七八百亩箬叶

基地，同时也带动周边一千多名村

民采摘箬叶。 ” 黄凤芝介绍，

2024

年产值预计超两千万元。

“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这

里待遇也挺好 ，中午还有午餐补

助 。 ”晓关侗族乡大岩坝村村民

唐 秀 英 说 ，

2023

年 她 来 到 黄 凤

芝的箬叶厂打工，对这份工作感

觉很满意。

经过多年的发展，箬叶已成为

宣恩县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带动全

县

2

万余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 目

前，该县共有野生箬叶约

30

万亩、

箬叶种植基地约

2

万亩，农民专业

合作社

12

家， 规模型加工企业

3

家，年产值约

5000

万元。

（李博）

盛夏时节， 走进山东省潍坊

市坊子工业发展区王家庄子村的

潍坊国言风筝厂， 车间里一派忙

碌，

30

多名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订

单，金龙、老鹰、蝴蝶、沙燕等款式

各异的风筝即将发货。

“印刷、裁剪、缝纫、组装……

每只风筝都要经过

10

多道工序，

我们厂生产的风筝已出口到美

国 、法国 、沙特阿拉伯等

10

多个

国家。 ”潍坊国言风筝厂厂长王国

言自豪地说。

潍坊风筝文化源远流长 ，风

筝产业发展兴旺。 目前，全市共有

风筝企业

600

多家， 从业人员

8

万人，年销售额

20

多亿元，产品

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家庄

子村被誉为“中国风筝第一村”，村

里聚集了

200

多家风筝企业，全村

4700

多口人超过一半从事风筝产

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

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

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坊子工业

发展区党工委书记方博文说。

为破解风筝产业发展困境，今

年

1

月，在坊子工业发展区党工委

党建引领下，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

48

家骨干风筝企业成立潍坊市坊

子区现代风筝合作社 ，推行“党支

部

+

合作社

+

企业”新模式，打破

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

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

潍坊现代风筝合作社秘书长

王铁源说， 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

计、产品制作 、产品销售等实行统

筹管理， 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

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

广等方面建设十大服务体系，打造

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

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

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 、 规范化水

平。

针对市场需求，合作社今年设

计推出“一龙一凤”国潮风筝礼盒，

上市后十分受欢迎，

3

个月卖出

15

万只。 同时，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

筝的金字招牌。

“现在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

换代， 从过去机器印刷发展到

3D

打印，再到现在的

5D

直喷打印，材

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彩更加丰

富，产品附加值大大提升。 ”潍坊市

坊子区得利风筝厂厂长王晓春说。

风筝产业还插上了电商“翅

膀”。 王家庄子村建成潍坊风筝产

业基地电商孵化中心，从上千个品

种中优选

100

多种优质产品，自建

云仓为各电商平台提供供货服务，

让潍坊风筝“飞”得更远。

“目前全村八成的风筝厂有自

己的网店，今年以来通过电商直播

带货销售风筝

2500

多万只，销售额

近亿元。 ”王家庄子四村党支部书

记王振华说。

“风筝经济”带动群众共同致

富。 今年

56

岁的张吉霞是潍坊国

言风筝厂的一名裁剪工，她说：“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 每月平均工资

3500

多元，我十分知足。 ”

方博文说，目前王家庄子村风

筝年销售额突破

3

亿元，全产业链

带动就业

6000

余人，已发展成为潍

坊规模最大的风筝加工出口基地。

（据大众网）

山东潍坊

“风筝经济”

飞出产业致富“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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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和顺：

企业火了农民富了

这里有“双向奔赴”

近日， 走进山西省和顺县松烟镇田润生态

农场的双层连栋智能温室大棚， 只见绿油油的

螺丝椒水灵鲜嫩，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紫

盈盈的茄子长势喜人， 整个大棚里弥漫着蔬菜

的清香，吸引不少顾客前来购买。

今年以来， 和顺县田润生态农场在深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过程中，依托松烟镇

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秉持绿色、生态、环保的

经营理念， 积极培育以蔬菜种植为核心， 集育

苗、育种、研发于一体的发展模式，逐步搭建起

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大棚蔬菜迎来了丰收季，农场工人张

志萍和工友们也忙碌起来， 他们有条不紊地进

行蔬菜的采摘、搬运、称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张志萍说：“我们在农场每天就是种植时

施施肥、浇浇地、剪剪枝，收获时采摘、整筐、走

走货，一天挣

80

块钱，一年下来能有

3

万多块

钱，能贴补家用，很不错。常年有活干，冬天过年

也不闲着，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挺好的。 ”

像张志萍一样长期在农场工作的周边村群

众还有

30

多人。 为带动周边村更多群众增收，

田润生态农场采用“基地

+

村集体

+

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同时通过土地流转、投资分红、

拱棚租金等方式， 为松烟镇带来

130

余万元的

收益，实现了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和企业

发展的共赢局面。

与此同时， 田润生态农场通过应用智能化

控制系统，精准调控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再

加上技术人员的精心管护， 实现了彩色小西红

柿、黄皮尖椒、密刺黄瓜、水果黄瓜、黑圆茄等蔬

菜的高品质种植。

田润生态农场技术二组组长任俊礼介绍 ：

“这里以自繁、自育为主，可以有效减少外地病

虫害传播，使咱们的产品更加优质。 从育种到收

获，全程一体化管理，生长期长达七八个月，采

收期也可达到八九个月， 产量能达到每亩

2

万

多斤。 ”

在此基础上，田润生态农场积极推进育苗、

育种研发，引进了试验小西瓜，着力搭建以蔬菜

种植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田润生态农

场技术负责人杜文波介绍， 这是今年农场从新

疆七彩公司引进的制种项目 ，“这是第一次引

进，也属试验阶段，想把它成功引到和顺来。 ”

作为和顺县的特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田

润生态农场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完善

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群

众致富的“双向奔赴”。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引下，农

场将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撬动农

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为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张杨）

重庆彭水：

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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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一袋晶丝苕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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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