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盆景成为致富增收大产业

“大年初五，迎财神！ 咱孙庄

今儿个要迎‘发展财神’嘞！”河南

省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乡谣农场

的木屋里，一年一度的“新春点子

会”热热闹闹开场了。

这个木屋是孙庄村乡亲最看

重的地方———产业专家办公室。

拼起的长条桌上， 小番茄红得透

亮，瓜子糖果散落其间，乡亲们围

坐， 一起商量着新一年的“大

动作”。

点子会的召集人， 是全国人

大代表、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中

岭。来参加点子会的，有返乡过年

的游子，还有村干部和群众代表。

孙中岭笑着开场：“老少爷们儿，

过年好！咱村这几年变化不小，还

想再往前奔， 得靠大伙一块儿使

劲。 今天别客气，有啥想法，竹筒

倒豆子，全说出来！ ”

“我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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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孙晨天抢先

站起来， 他在北京一家信息公司

上班。孙晨天说：“每年回来，都能

看到新变化，心里可美。但我也发

现个问题，村里这么多好东西，像

我家大棚种的西红柿，不打农药，

新鲜得很，就是卖不上好价钱。市

里超市卖的西红柿，有的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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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咱村里的才卖几块钱，这差

距太大了！ ”

孙中岭报了一组村里产业发

展数据：

50

类有机菜、

177

座大棚、

5800

平方米育苗棚、 万吨级保鲜

库。 可好菜咋卖上好价？ 冷库咋用

活？ 网销咋引流？ 这也是村两委一

直在谋划的事。

“当务之急是建起新的供应链

和网销平台 。 要是能和新媒体达

人、大学生合作，再和短视频平台、

地图软件平台牵上线，那宣传效果

得多好。 ”孙晨天说。

“线上抓流量，线下保质量。 售

后 服 务 跟 不 上 ， 一 单 差 评 毁 所

有 ……”在县城蔬菜市场当商户的

刘爱美说话很直接。

“咱村的农产品质量没的说，但

得有长远打算， 和客户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 消费者吃得放心、 用得舒

心，才会一直买咱的东西。 ”刘爱美

以前做过销售、电商，建议很务实。

孙中岭听了，不禁称赞：“你们

这些年轻人在外面见过世面，也有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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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村委换届的时候，愿

意的话，回来给村里出份力！ ”

这两年，村里“抢人”的架势越

来越猛：河南艺术职业学院送直播

人才，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帮助

APP

开发， 省农业农村厅也来牵线搭

桥。 孙中岭说：“

2025

年，咱村要来

300

个‘新村民’，大学生 、技术员

都有，咱们一起努力把‘乡谣农场’

搬上网！ ”

乡谣农场园区入股村民孙赵

强咧着嘴笑：“我把

5

亩地入股到

园区 ， 在园区里负责管理

2

个大

棚，种、育、采啥都干，去年收入有

8

万元左右呢！ 孩子考上大学了，

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新一年，好

好干！ ”

一场点子会看到孙庄村的新

变化，也听出大家对发展的期盼。

晌午 ，日头冒了尖 ，木屋里的

讨论愈发火热。 孙晨天掏出手机边

演示边介绍 ：“人工智能模型能预

测销量，咱得用上！ 用物联网设备

搞智能分拣，省人工还提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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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研究生孙迁龙说：“食品安全数

据我包了， 检测报告发到网上，

透明！ ”

过去盼“咋出去 ”，现在聊“咋

回来”；过去愁“钱哪来”，现在算

“利咋分”；过去比“嗓门”，现在拼

数据……饭香飘来，点子会结束。

离村时，孙中岭拉着记者钻进

大棚， 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枝头。

这颜色，像极了孙庄村的日子———

红红火火新一年。 （常钦 张文豪）

村民老陈搬新家

“快进来，喝杯热茶。 ”推开入户门，湖南郴

州资兴市州门司镇燕窝村村民陈永山热情招

呼。 客厅里，刚买的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簇新，社

区干部送过来的福字装点在墙上， 满是新春的

喜庆气氛。“老妈好久没住上这样的房子，这几

天乐得像个‘小顽童’。 ”陈永山递茶递糖果，一

脸满足。

半个月前， 陈永山从镇上的一处板房安置

点搬到这里。 当时，

50

多岁的他和

78

岁的母亲

在板房里住了

4

个多月，木床、方桌、电磁炉、

取暖器……基本的生活物资齐备。算上这一次，

老陈近半年间搬了

4

回家。

第一次搬家为躲灾。 去年

7

月

26

日晚，受

台风“格美”影响，资兴遭遇极端强降雨。

27

日

清早， 村干部冒大雨领路， 老陈背上母亲往安

全地带跑。 出门没过

10

分钟，老屋就消失在垮

塌的山体里。 在村里安排下， 老陈和十几户村

民临时挤进同村村民欧资英家。 交通、电力、通

信一度中断， 政府调派直升机空投应急物资。

大家同舟共济，熬过最难的日子。

第二次搬家为避险。担心次生灾害发生，镇

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排， 组织老陈等人住进资兴

市第二中学学生宿舍腾作的临时安置点。 灾后

复学复工复市复产，加速推进。

8

月

31

日，资兴

市第二中学的孩子们，回校上课。“为孩子们上

学腾地方，打心底愿意！ ”陈永山说。

老陈第三回搬家。这回搬去哪？州门司镇受

灾重， 完全满足安全要求的建房点不好找。 湖

南省自然资源厅和郴州、 资兴有关单位， 灾后

火速开展地质勘探， 既找临时性过渡安置点，

更为永久性避险安置区选址。 过渡安置点选在

州门司镇州门司村， 老陈和母亲中秋节前住进

了新建的活动板房， 每户里外两间， 资兴市还

安排了两名镇干部对口帮扶。

与过渡安置点一墙之隔，避险搬迁集中安置

住房去年

10

月动工，一期可容纳

60

户居民。 为

了让受灾群众顺利搬入新房， 建设单位资兴市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倒排工期， 抓紧作

业。

10

月以来的每个晚上，工地上灯明如昼。

既要建得快，也要建得好，质量如何保证？

政府指导， 安置点受灾群众推选成立建房理事

会， 对工程项目全过程监督。 老陈泥瓦技术熟

练，受到村邻信任，成了理事会成员中的一员，

从此成天扎在工地上，盯着新家一天天落成。

农历腊月十六，

60

把崭新的钥匙， 提前一

周在州门司镇福祥苑安置点交房现场铺排开。

老陈抽到了一户

90

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房子。

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老陈满眼欢喜。

搬家前一天做卫生，做到了凌晨两点多。“搬了

4

次家，心里一次比一次安稳。这回要扎根了！”

当地还就近引进一家知名服饰公司， 为搬

迁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城镇附近“以工代赈”工

程建设项目不少，老陈又正好大展身手。“政策

好、人努力，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他说。

（颜珂 申智林）

2025 年，如何进一步

鼓起农民“钱袋子”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4

年我国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3119

元，比

2023

年实际增长

6.3%

。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

2025

年， 继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 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业农村部将

在多个方面发力。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业农村部将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下功夫，

积极发展绿色、 特色农产品种养， 加力抓好农

产品加工、 农业企业培育、 农业品牌塑造等延

链强链措施， 实施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带动农民增收。

做足“土特产”文章。 农业农村部将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 农村电商、 文化体验等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 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 把产业增

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质量。农业农村部将加

大农村创业培训和支持力度， 推动农民以创业

增加就业、 提高收入。 针对当前农民工素质结

构、 职业技能不匹配问题，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推广用好订单、 定向、 定岗培训等模

式，想方设法稳住农民务工就业岗位和收入。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业农村部将积极

探索以出租、 入股、 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民

闲置住房的有效实现形式， 推进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规范化建设 ， 让农民分享到更多改革红

利。 （古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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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市集”背后有工坊

品美食，办年货，寻年味。 最

近，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中街

道帝壹城西门广场上，一场别开生

面的共富市集人气十足，引来诸多

买家光顾。来自各个乡镇的特色农

产品、手工艺品及传统年货琳琅满

目， 箬阳龙珍茶叶、 安地桂花糕、

沙畈麦芽糖、罗店玳玳花果膏……

一圈下来，左提右拎，不少顾客早

已收获满满。

另一头 ， 在金华职业技术大

学，年货节如约而至。 据悉，这是

婺城区塔石乡与该校合办市集的

第二年， 走出了一条“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共富新路

子，前来参观选购的市民与学生络

绎不绝，也把烟火气和年俗味吹到

了校园里。

眼下，各种形式的市集在婺城

城乡街头全面开花，成了一道亮丽

风景线。 热闹背后有门道。 去年以

来，婺城区强化党建引领，探索嵌

入式、驻点式和品牌式

3

种共富市

集， 并且常态化推动其进商圈、进

景区、进社区等“七进”活动。 看得

见的是各具特色的市集，背后却是

与共富工坊的一体贯通运营，将产

销之间紧密相连，以破解“土特产”

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出好价格的现

实难题，成效日益凸显。

在婺城区城东街道，“青春里”

“旌彩”“楼里” 等

6

个社区共富市

集频频出圈，大家每月轮流举办两

场，有的展示人文民俗，有的链接

产销资源， 有的突破常规吃喝玩

乐，着眼于增强城市年轻居民的归

属感。 此外，还有在婺州古城里的

文化市集，涉及古玩、美食、非遗等

百余个摊位，年接待游客超

120

余

万人次；琅琊镇琅峰山景区共富市

集入驻的

30

余家摊位专卖农家土

货，去年销售额突破

200

万元。

这样的市集不仅在线下，还通

过网络串联起跨省乃至跨国的生

意。“我手上的是金华佛手， 大家

收到后，记得放在阴凉处，避免暴

晒。 ”位于婺城区罗店镇金佛手果

园共富工坊的直播间内，主播们正

热情洋溢地讲解商品。 据介绍，该

工坊汇集起附近百余家种植户，去

年全年销售额达

500

余万元。

摆市集得挑日子，有了线上平

台，等于全年无休、永不落幕。而一

款产品、一家摊位，毕竟影响力有

限，对此，婺城区还打造了“八婺工

坊

?

百镇优选”婺城古子城体验店、

白塔共富馆等一批窗口点位，借助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富

民效应。

不到一年时间里，婺城已累计

举办市集活动

200

余场次 ， 带动

5000

余人创业就业， 辐射带动增

收

800

余万元，一批具有特色的共

富市集逐渐形成。另一组数据则显

示，通过共富市集，婺城区全面激

活

112

家共富工坊 ， 吸纳“家门

口” 就业

3800

余人， 人均月增收

2900

元。

（徐杭杰 朱海洋）

雀梅、罗汉松、九里香……走

进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瑞岭村，只

见数百盆造型各异的岭南盆景整

齐排列。蛇年春节期间盆景市场火

热 ， 赤坭镇也迎来了盆景销售

旺季。

数据显示，赤坭镇花卉、盆景

种植面积超

5

万亩，赤坭镇拥有超

2

万名盆景行业从业者，约占全镇

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产业发展也带

动村民致富增收，

2024

年，赤坭镇

盆景销售超

4400

万盆，盆景特色

产业年产值超

10

亿元。

赤坭镇村民从事盆景行业已

有上百年的历史，最早村民们在自

家培育， 只能卖树根等半成品，处

于盆景产业链的前端。如何提升产

品附加值让产业发展壮大，赤坭镇

努力寻找突破口。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举办

盆景艺术节、进行技术培训……赤

坭镇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盆景资源

整合、发展模式创新。

赤坭镇瑞岭村村委会副主任

朱意琴介绍，面对盆景种植需要用

地的问题，瑞岭村腾出集体建设用

地供盆景产业发展，还建成“广东

技工”盆景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一

批盆景大师工作坊（室）。

如今， 随着村容村貌的提升

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岭南盆景之

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赤坭镇正

着力提升盆景产业附加值，打造盆

景全产业链。

建成可供参观游玩的高端盆

景园林 、 打造盆景 技 艺 研 学 基

地、 建设盆景直播电商中心……

赤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步

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 ， 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 推动盆景产业和农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 ， 打造一批具有

岭南特色的盆景旅游线路和文创

产品， 让盆景艺术成为乡村振兴

的新引擎。

（胡林果 熊嘉艺）

乡村木屋“点子会”

汇集振兴好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