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渔网“织”出富足年

刷 桐 油 、 绑 网 坠 、 装 网

盘 ……春节里，山东省滨州市沾

化区大高镇河东李家村的邱建

彬、李雪莲夫妇仍忙得“脚打后

脑勺”。

“我家主要 接 渔 网 加 工 订

单，这不，过年了也不能闲着，

得抓紧给明年备货。 ”面前悬挂

着一张红色渔网， 此时邱建彬

正手持梭子在一个个均匀细密

的网眼间游刃有余地穿梭 ，手

指翻飞间， 一个漂亮的渔网便

成形了。

河东李家村是传统渔网加工

村， 每年渔网销售额达

3

亿元，

网盘手抛网更是占到国内

60%

的市场份额，被誉为“中国网盘

手抛网第一村”。

走进村子， 只见家家户户挂

满五颜六色的渔网，在冬日暖阳

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河东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从

吉介绍，村里渔网产业历经四代

传承蓬勃发展， 近年来已陆续带

动

40

余名年轻人返乡创业，并为

周 边 县 区

3

万 余 名 群 众 解 决

就 业。

这些年轻人白天回村里“上

班”，晚上返回城里，成为名副其

实的“反向候鸟”族。 他们有的专

注于线下加工销售， 订单供不应

求；有的在平台开网店，一步步做

成头部商家；有的试水直播带货，

线上销售数据喜人……如今，村民

个个捧上了“金饭碗 ”，日子过得

越来越有盼头。

“去年线上线下共销售渔网

2000

多万元，差不多能挣

60

多万

元，这可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村

民李志国边说边搭起手机支架 ，

熟练地向直播间观众示范渔网的

使用方法。据了解，

2024

年全村仅

线 上 平 台 渔 网 销 售 额 就 超

1

亿 元。

虽说经济效益不错，但要实现

长远发展， 推动渔网产业提质升

级仍迫在眉睫。 谈起未来产业规

划， 大高镇党委副书记郑秀刚直

言：“目前村里还是以贴牌加工为

主， 始终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 接下来想全力打造属于

自己的品牌。 ”

巧手编织致富网，经纬穿梭幸

福长。

2024

年，为推进渔网产业高

质量发展， 大高镇投资

800

余万

元建起大高镇乡村振兴渔网产业

示范基地，设计了渔网展馆、标准

厂房、 洽谈室、 直播区等功能区

域 ， 更好地满足当地产业发展

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着眼于打造链

条式、专业化、行业集聚的产业示

范园区，带动网络销售、物流等关

联产业聚合扎根，构建起‘基地—

村庄—农户’三级电商平台，形成

‘基地

+

电商

+

物流’ 的产业格

局 。 ” 大 高 镇 党 委 书 记 崔 金 岭

表 示。

（张青）

甘肃：

“花样”农业铺就致富路

文旅融合绘就新蓝图

“之前我一直在家待业， 现在一个月能赚

3000

多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就近照顾孩子，

我非常满意。 ” 陈芳穿梭在色彩斑斓的蝴蝶兰

中，一边修剪花枝一边说。 陈芳是国家农业示范

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兰花产业园销售部的一

名职工，提及现在的工作，她很满足。

近年来，甘肃省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

些举措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还为广大妇女群众

创造了就业机会，陈芳正是万千受益群众之一。

鲜花经济激发富民增收新动能

近日，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秦州区

兰花产业园， 这里位于藉口镇缑家庄村， 占地

100

多亩，是一个集农业生态种植、兰花良种繁

育、产品加工销售、特色农业展示、生态休闲观

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 据了解，产业

园采取“国有农发公司

+

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的运营模式，按照“政府负责建设、企业承包种

植管理销售”的方式，形成了“建得起、管得精、

效益好”的标准化管理运营机制。

天水市秦州区农业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石晶介绍，产业园于

2023

年完成投产销

售，年产以蝴蝶兰为主的盆花

300

万盆，综合产

值

6312

万元 ， 带动周边六个村近

110

名村

民就业。

“天水的气候和水质生产出来的蝴蝶兰品

质很好，远销国内外。 ”石晶表示，下一步，兰花

产业园将依托花卉种植和展示，配套建设电商中

心、物流中心、兰花主题公园等，构建“农业特色

产业

+

文化

+

旅游”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项目是临夏市委 、市

政府着力实施的“高精尖”现代农业重点项目之

一。 鲜花港按照欧洲

A15

标准建设，自

2022

年

运营至今，吸纳周边

500

余人就业，人均年收入

达

4.5

万元。“目前鲜花港已种植玫瑰种苗

150

万株，种植品种玫瑰

10

种，平均每天可产出

18

万枝鲜切玫瑰。 产品远销国内外，中国玫瑰超级

工厂品牌逐步走向国际。 ”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

生产主管刘建国介绍。

文旅融合“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已是深冬， 临夏州永靖县的太极岛湿地公

园中的花草树木多已枯黄，赤色的丹霞与山顶皑

皑积雪相映，赋予这片湖光山色独特的魅力。

太极岛湿地公园是刘家峡旅游度假区的核

心区域之一，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2024

年

6

月，刘家峡旅游度假区获评甘肃省首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

“我们度假区不只有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 比如以花儿和傩舞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王

氏铁器铸造技艺和古建筑修复技艺等国家级非

遗……”甘肃黄河三峡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部经

理何玲玲介绍，借助自然人文资源，度假区构建

了“康养度假”“地理探索”“民俗体验”三大核心

产品体系，已成为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

假区。

无独有偶， 定西市临洮县以文化为载体提

升旅游品质，深化文旅融合，打造“文化

+

旅游”

发展模式。

在临洮县马家窑村， 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

镶嵌着代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整个村落干净整

洁，古朴雅致，文化氛围浓厚，仿佛置身于一座

活的文化博物馆。“我感觉我们这里一点也不像

乡村，更像一个大公园。 ”马家窑村驻村干部晏

芳说。

临洮县文体旅游局局长韩有存表示 ，自

2021

年被确定为市级和省级乡村建设示范村以

来， 马家窑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 培育富民产

业、建设马家窑文化陈列展示馆和马家窑遗址公

园，使历经千年的马家窑文化焕发新活力。

除了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临洮县在“人文

临洮”建设的推动下，也积极开发打造文化旅游

新名片， 位于洮阳镇的熙州·明园文旅休闲综合

体项目便是亮点之一。 熙州·明园是依托明清古

建筑群打造的中式园林，自去年开园以来，已接

待游客

13

万人次， 致力成为定西市乃至甘肃省

的文化旅游标杆项目。

如今， 陇原大地上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

正迸发出新的活力，生动诠释着高质量发展带来

的新机遇， 甘肃正以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姿态，怀

着潜力和希望，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袁鹏 邢嘉懿）

�

“爆竹声中一岁除”。 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一。

有一个县级市，每年成千上万的烟花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它就是被誉为

“中国花炮之乡”的湖南浏阳。

业内有句俗话：世界花炮看中国，中国花炮看浏阳。 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

431

家，花炮年产值超

500

亿元，花炮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70%

。

浏阳，是怎么跟花炮结下不解之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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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烟花，为什么是浏阳？

自然与历史的双重馈赠

浏阳烟花产业的发展， 得益

于两个关键要素———适宜的自然

地理条件和深厚的历史传承。

首先， 浏阳有烟花生产的原

材料。 浏阳丰富的硫矿经过提纯

后，可用于黑火药的生产；而用

于引火的杉木炭也是浏阳的特

产之一。 此外，浏阳的竹木资源

丰富，包裹烟花的土纸也能就地

取材。 由此可见，从原料采集到

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能在

浏阳完成， 这种产业链的完整

性，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

其次， 浏阳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温暖湿润环境为火药存储提

供了理想条件。 而且，浏阳市四

面环山，山地和丘陵遍布 ，这一

地理环境不仅为烟花研制提供

了天然的安全屏障，也有效减少

了火药作坊的安全隐患。

作为世界著名的烟花生产基

地， 浏阳不仅是烟花的制造中

心，也是烟花文化的发源地。

浏阳花炮作为最具代表性的

爆竹种类，盛产于唐宋时期。 相

传千余年前，唐代人李畋从竹子

燃烧时发出的“噼啪 ”声中产生

灵感， 不断实验制造出了爆竹。

“爆竹祖师”李畋正是浏阳人。 到

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

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

从唐代李畋的创新发明，到

宋代烟花技术的逐步发展，浏阳

凭借其悠久的历史积淀，成就了

今日世界闻名的“花炮之乡”。

安全、标准、商业、政策

缺一不可

中国的烟花爆竹产业既是一

个传统产业，又是一个小众且具

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 烟花爆竹

的生产和使用涉及较高的安全

风险，同时也受到严格监管，产业

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

浏阳要想发展烟花产业，安全

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 为了保障

生产安全， 浏阳烟花行业进行了

深刻的改革与变革， 进一步提升

生产安全水平。

湖南省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

秘书长张明福提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浏阳有超过

900

家烟花厂，其

中大部分仍是“十户九爆”的家庭

式作坊， 在自家院子里手工制作

烟花。 这样的生产模式虽然成本

低 ，但安全隐患极大，事故频发，

严重威胁工人乃至周围居民的

安全。

通过逐步取缔手工作坊，推动

烟花产业工厂化、规模化发展，当

地烟花生产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

现代化， 工厂内部的安全设施得

到了极大提升， 生产流程也更加

规范， 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安全监

管体系得以建立。

2011

年

9

月， 国际标准化组

织

/

烟 花 爆 竹 技 术 委 员 会

( ISO/TC264)

成立， 次年秘书处

正式获批落户湖南。

“秘书处设在中国，使中国烟

花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的话语权

和主导权大幅提升， 生产企业生

产成本降低

20%

左右， 有效消除

了技术贸易壁垒。 ”全国烟花爆竹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朱玉

平说。

除了对安全和监管有要求之

外，要推动烟花产业的真正崛起，

还需要将传统烟花与文旅结合 ，

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于是，浏阳创新发展“烟花经

济”。自

2023

年

2

月以来，

94

场创

意焰火秀吸引超

500

万人次游

客，拉动消费

150

亿元。

2024

年末

场“周末烟花秀 ”单日吸引

19

万

观众，夜空艺术展演带动餐饮、住

宿、交通等业态全面升温。

“我们卖的不是火药，而是人

类对光的永恒向往。 ”浏阳市文旅

部门负责人介绍， 通过融合数字

技术、音乐剧和传统文化，烟花秀

已进阶为沉浸式夜游产品， 带动

全 市 文 旅 产 业 规 模 突 破

300

亿 元。

为推动烟花这一县域特色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浏阳市

委、市政府不仅研究制定了《浏阳

市烟花爆竹产业集群“十四五”发

展规划》《浏阳市打造“世界花炮

之都 ”十条激励政策》等政策 ，每

年还有

1

亿元的专项资金进行产

业扶持。

浏阳烟花海外走俏

目前，浏阳已是全球最大的烟

花爆竹生产贸易基地， 具备全球

烟花爆竹行业最完备的产业链

条，从业人员达到约

30

万人。

2024

年， 浏阳市烟花爆竹产

业集群入围湖南省产业集群竞赛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决赛胜出

名单， 全年烟花爆竹产业实现总

产值

502.2

亿元， 连续两年突破

500

亿元。

浏阳烟花也在国际舞台上崭

露头角。

2017

年，浏阳花炮在加拿

大国际焰火节上荣获冠军 ；

2019

年， 浏阳烟花又在菲律宾国际音

乐焰火大赛中夺得桂冠。

在国外社交平台上，许多外国

网友对浏阳烟花的视觉效果表示

震撼。 在最近爆火的一场烟花秀

帖子后，许多国外网友说：浏阳的

烟花看起来“像外星飞船 ”；甚至

有人认为这些烟花的设计就是

AI

构思出来的。

2024

年， 浏阳焰火燃放企业

成功执行了

1800

多场国内外活

动。 如今浏阳是我国最大的烟花

出口地 ， 出口份额约占全国的

70%

，产品销往美洲、欧洲、东南亚

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陈昊星 王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