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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绣郞”

带着绣娘团队走上致富路

来自新疆哈密的维吾尔族刺绣传承人卡德

尔·热合曼，热情地向大伙儿介绍他手边的维

吾尔族刺绣产品。

“先画图样，画完后剪出来贴到布上，照着绣。

大概一个礼拜才能绣出来一个花帽。纯手工的，机

器用不了。 ”卡德尔说。 他又演示了如何用硬牛皮

纸把布料撑开、定型，“成型以后，安上花边，一个

帽子就做出来了”。

2007

年，他第一次完整制成的

刺绣作品就是一顶花帽。

哈密曾是丝绸之路重镇， 长久地浸润在文明

的交汇处。 我们今天看到的哈密维吾尔族刺绣就

是历史文化的结晶。 这里的刺绣以从大自然中提

取的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最常见的是花草，有牡

丹、佛手、莲花、忍冬、兰草、灵芝、石榴等，还有一

些具有吉祥寓意的动物。卡德尔在设计图样时，就

很青睐牡丹、佛手、荷花。

2008

年，由哈密地区申报的维吾尔族刺绣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2009

年，卡德尔的

10

幅刺绣作品在哈密市文

化馆举办的一次民间艺术展上展出， 得到了当地

专家的肯定。

2016

年，传统工艺工作站在哈密成立，包括

卡德尔在内的哈密市

300

多位刺绣师被派往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 广州大学等高等院校深造。 在此

前，卡德尔是村里第一个“绣郎”，乡邻们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还曾因为传统观念，戏谑他整天拿着绣

花针。

通过传统工艺工作站， 一家文化公司看中了

卡德尔的刺绣作品，以

10

万元的年薪聘请卡德尔

担任首席设计师。 公司每个月都会给他传来新的

订单，接单后，卡德尔把订单分发给他带领的、从

五六个人发展到

100

多人的绣娘团队， 让这些绣

娘足不出户，就可以靠刺绣增收。她们的作品被发

往新疆多个景区， 作为纪念品、 伴手礼向游客出

售。 （李怡蒙 蒋肖斌）

山东德州：

女孩返乡养牛

带领群众致富

在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糜镇有这样一位女

孩，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乡创业进行肉牛养殖，

在高质量发展肉牛养殖的基础上， 又转型直播带

货销售鲜牛肉，带领群众致富。

正在直播的是李媛， 每天晚上是她固定的直

播时间。在直播过程中，李媛详细介绍鲜牛肉的营

养价值、烹饪方法以及直播间优惠活动，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的关注。“一场直播大约有七千多人观

看，我们现在一晚上大约卖个七八十单，能卖一万

多块钱。 ”李媛说道。

1999

年出生的李媛，

2020

年大学毕业。

2021

年下半年，李媛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开始准备自己

创业。 受父亲的影响，李媛从小就接触牛，她觉得

养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找准创业方向后，李媛

开始找场地、订设备、招人员、筹资金。

在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下， 李媛开始了肉牛养

殖。 第一批共养殖肉牛

50

头，出栏后销售额达

90

万元，之后便逐渐扩大养殖规模，牛越养越好。 但

创业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近两年来，由于受

供给影响，全国肉牛价格持续低迷，整个养牛环境

处于亏损状态。 李媛便准备转型，延长产业链，开

始销售鲜牛肉。

为了保证直播间牛肉的品质， 李媛专门承包

了

600

多亩地，种植玉米、大豆作为养牛的饲料，

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 也提升了牛肉的营养价值

和食用口感。李媛说，目前直播间的模式是一单一

称，不做标品，每个肉都给买家

360°

展示一遍，

并且真空发货，保证它的鲜度。

李媛的养牛致富路， 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

活多样的就业岗位， 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

收。 从“养得好”到“卖得好”，李媛凭借吃苦耐劳

的精神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 将自家养牛场发展

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标准肉牛养殖场， 并在直播

行业闯出一方天地。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李媛打

算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扩大规模，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牛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武荣刚 刘新玉 于学秀）

乡村来了“合伙人” 村民致富路更宽

冬日，走进山东省济宁市金

乡县胡集镇小张庄村白梨瓜暖棚

内， 湿热的气息裹挟着泥土的芬

芳 扑 面 而 来 ， 培 土 、 压 实 、 回

垄 ……瓜农们双手交替运作，每

一捧土都填得均匀紧实。 冬种春

获 ， 这茬瓜要赶在

2

月底提早

上市。

胡集白梨瓜是当地一张“致

富名片”，全镇种植面积达

2

万余

亩，种植户

7000

余户，年产量约

10

万吨，产值达

7.5

亿元。

“我们的另一张致富名片是

乡村全面振兴‘合伙人’。 ”胡集

镇人大主席周成涛介绍。 去年，

小张庄村种瓜能手李亚南以资金

和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白梨瓜产

业振兴项目， 带动周边

15

个村

2000

余农户都搞起了特色白梨

瓜种植，人均年增收

2.86

万元。

顺着周成涛手指的方向看

去， 只见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弓腰

进行覆膜作业。

“这茬瓜预计明年

3

月下旬

就能收获。 通过土壤高温消毒、

水肥一体技术、 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技术、吊蔓栽培技术等应用，我

们种植的白梨瓜每亩增产

15%

以

上， 而施肥量却减少了

20%

，瓜

的甜度、个头、品质明显高于普通

梨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李

亚南介绍， 他们通过专业技术种

植的白梨瓜不仅产量高、品质佳，

还能提早上市，提高收益。

“过去， 胡集白梨瓜没有品

牌、没有市场、没有客源，那时候

瓜农真不容易。 ”李亚南说，在几

年前， 胡集镇白梨瓜品牌还未形

成， 品质也参差不齐， 销售近乎

“白菜价”。

在胡集镇白梨瓜品牌效应加

持下， 加上错季销售抢占市场先

机，白梨瓜价格卖到了

12

元

/

斤，

每亩收入能达到

2.5

万余元。

“我们统一采用暖棚吊蔓栽

培种植 ，能一年四茬收获 ，亩产

从之前的

3000

斤提升至

8000

斤以上；瓜果成熟后，我们统一

采摘 、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 ，

60

多个暖棚年收益约

780

万元。 ”

李亚南说。

“不断进行农业技术提升和

销售经验积累， 才能让带头致富

有门道。 ” 李亚南并不满足于现

状。 今年，他先后到聊城莘县、潍

坊寿光、 临沂费县等地学习种植

技术， 同时参加市县农艺技术培

训班， 成为当地知名的“梨瓜专

家”。 前不久，李亚南获评山东省

“齐鲁乡村之星”。

“李亚南只是胡集镇乡村全

面振兴‘合伙人’之一。 ”金乡县

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剑介绍，

仅胡集镇就已招募“土专家”、种

植能手、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家等

37

人，他们以创办企业 、技术入

股、 提供资金和专业服务等方式

加入乡村全面振兴项目建设，带

动当地

7000

余人致富。

“目前，我市已累计招募乡村

全面振兴合伙人

751

人、 邀请乡

村全面振兴专家

9128

人、组织大

学生乡村实践

500

余人， 培育基

层技术人才

15.5

万人，吸纳带动

就业

4.2

万人， 促进农民增收

6

亿元以上。”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人社局局长刘东利说。

（李蕊）

从育好苗到“慧”种地

返乡小伙有了新布局

乡村振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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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隆冬时节， 走进山东省济南

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石桥子村的树

成种苗基地，暖意扑面而来。大棚

里生机盎然， 自动穴盘播种机正

嗡嗡作响， 将种子精准地播撒到

育苗盘中。

“育苗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

苗种不好，农民就白忙活了。 ”基

地负责人亓洪骁是一名“

80

后”

返乡创业者。“过去，农户自己育

苗，由于种子品质参差不齐、技术

不到位，所以成活率低，损耗大。

错过定植期的话， 整年的收入可

能都化为泡影。”他回忆起村民以

往育苗的困境，感慨颇深。 于是，

带着帮助乡亲们解决育苗难题的

初衷 ， 他毅然返乡创办了育苗

基地。

然而，创业之路并不平坦。亓

洪骁至今记得创业初期的艰难，

“由于育苗技术不过关，一整棚番

茄苗因为病毒而被‘团灭’，当时

真的又气又急 ， 但只能从头再

来。 ”他没有被挫折打倒，通过政

府扶持和专家合作， 基地逐步与

山东省农科院、 北京农林科学院

等科研单位合作， 还成立了李传

友教授工作站， 攻克了一个个技

术难题。“现在， 我们培育的种

苗，不仅抗性强、产量高，价格也

更实惠，比进口的还好。 ”树成种

苗基地从最初的几个普通大棚，

发展到如今拥有

10

个温室和

14

个联动育苗棚， 每年向全国输送

3000

多万株优质种苗，涵盖西红

柿 、茄子、辣椒 、西瓜等十余种

果蔬。

随着基地规模的扩大， 亓洪

骁意识到， 单靠优质种苗已经不

能满足现代高效农业的需求。“苗

再好，如果管理跟不上，也很难实

现高产。以后，会种地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智慧农业是必然趋势。 ”

他坚定地说。

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亓洪骁

开始与一家农业传感器公司合

作，想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模型，

为种苗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以

前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 ”亓

洪骁拿起手中的传感器对记者

说，“别看它不起眼， 功能却非常

强大， 不仅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

境， 还能在极端天气来临前发出

预警， 将关键信息及时推送到农

户手机上， 就像一个全天候守护

着农田的‘贴身农技员’。 ”

“目前， 已投放几百台传感

器，全部免费提供给客户。我们计

划逐步扩大投放规模， 目标是达

到

1

万台。 ” 亓洪骁介绍，“我们

的目的不仅是推广设备， 而是想

通过收集适合当地生产的数据，

建立区域农业数据库， 为种植户

提供科学精准的种植方案。比如，

根据数据分析作物在开花、 膨果

阶段所需的温度和肥料。未来，不

论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

都能有数据支撑。 即使是没有种

植经验的年轻人， 也能轻松种好

地。 ”

“搞农业得跟上科技发展的

步伐。数据越丰富，我们对不同环

境下作物生长规律的认识就越清

晰， 农业生产也将更加高效、稳

定。未来，蔬菜的产量和规模一定

会大幅提升。 ”亓洪骁坚定地说，

他的目标是用科技和服务， 让乡

亲们种地更轻松 ， 让农业生产

更高效 、更稳产。

（据大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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