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足冬菜采收忙

“一村一策”谋发展

“多点开花”强产业

新春伊始，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拾回桥镇杨

场村的鱼腥草种植基地里就开始忙碌起来。 村党

支部书记马士清介绍，在村集体的带动下，鱼腥草

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产业之一， 周边形成了近

千亩面积，初具规模后已有收购商闻讯前来，市场

供不应求，每年带动村民数百人次就业创业，敲开

致富之门。

而在三年前，杨场村因缺少资源和产业，村集

体经济增收难，被上级定为软弱涣散村。 如何摘掉

落后的“帽子”？ 着实让村“两委”班子头疼了好一

阵子。 拾回桥镇党委意识到，要想抓好村集体经济

发展，必须先打通党员干部的思想“堵点”。 为此，

该镇积极推行“季度比学”机制，围绕村集体经济

发展主题，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参观学习、召

开一场“村（社区）支部书记论坛”，围绕村级产业

发展谈思路、说想法、讲对策，掀起“头脑风暴”。

“村里有啥？ 我们能干啥？ ”在镇党委的支持

下，杨场村组织党员群众建言献策、集思广益，经

过到当阳市、钟祥市等地考察，村集体决定以“党

建

+

产业”发展鱼腥草种植，拿出全部“家当”在村

里率先种植了

50

亩。

三年过去，杨场村集体共流转

80

亩土地发展

鱼腥草产业，经营性纯收入增收

46

万余元。 村里

还争取资金建成鱼腥草冲洗加工基地，实现收储、

加工、销售一体化。 看到确实有收益，村民也纷纷

加入。 村民吴时兵说，鱼腥草从播种、施肥、除草、

收获都需要人工， 从

10

月底能收获到次年

5

月，

种植简单，务工机会多，离家又近，与之前相比增

收三四万元左右。

2024

年， 拾回桥镇召开村集体经济奖励分红

大会，杨场村被授予“村集体经济发展增量奖”，对

参与村集体鱼腥草经营管理的村干部进行奖励，

进一步激发村干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拾

回桥镇党委书记王纪洲表示，近年来，该镇坚持把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激发乡村活力的重要抓手，从村级经济基础、区位

特点、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产业引领、

一村一策”发展思路探索多种发展模式，实现村级

产业“多点开花”。

拾回桥镇镇长刘念介绍， 该镇通过盘活集体

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开展多种经营等模式发展产

业， 其中桥河等

6

个村共计投入

242

万元建成占

地面积

2.9

万平方米的果蔬大棚；东风村集体流转

320

亩土地种植高油酸油菜与晚稻；老山片合计流

转土地

272

亩种植特色紫薯； 王桥村在“拾桥餐

馆”品牌上做文章，推动“扣碗牛肉”预制菜电商销

售 ； 大 新 村 建 成“幸 福 里 食 堂 ” 拾 桥 餐 馆 旗 舰

店 ……各村都有了符合本村实际的产业发展计

划，

2024

年底全镇所有村集体经济经营性纯收入

过

5

万元，六成以上村过

10

万元。 下一步，将继续

坚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激励机制， 走出多元化

的发展道路。 （乐明凯）

河南商城：

丝瓜络出海卖得火

“叮叮叮……”深夜，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电商

产业园一间办公室里，接连不断的网上订单成交声，

让杨淑娟喜笑颜开：“我们这儿农村挂在篱笆上的家

常物件，在海外能卖十几美元，现在卖得特别火！ ”

杨淑娟是河南省人大代表、商城县

90

后返乡

创业大学生。

她所说的“农村家常物件”，就是丝瓜络———

丝瓜成熟后，经过晾晒、剥皮、去籽，变成了信阳农

户家的天然清洁用具。

商城县位于大别山区，不靠海不沿边，如今却

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海外市场的路子， 开发

出包括清洁用品、 文创用品、 宠物玩具在内的

60

余种产品， 带动超过

3000

人在当地直接就业，每

人每年可增收

5000

元以上。

2024

年，商城县丝瓜

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

3700

万元， 远销全球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我想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帮助乡亲们销售

特色农产品。 ”杨淑娟回忆，

2016

年，她带着一群

90

后小伙伴返乡创业种丝瓜、卖丝瓜络，从最初的

6

人小团队、

60

亩试种到如今

80

多人的公司、全

县种植面积突破万亩、

12

个乡镇建成丝瓜络种植

基地， 杨淑娟团队探索出“互联网

+

合作社

+

农

户”的联农带农模式。 她心怀感恩：“没有大家的支

持，我们几个年轻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

如何发掘农产品特有市场？ 杨淑娟说：“带领团

队转变思路，从‘我们选产品’变成‘市场选产品’，市

场上什么东西好卖，我们就卖什么。 ”

2023

年，杨淑

娟团队又投资建设

3000

平方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

厂，成立了自己的设计、销售团队。 （朱佩娴）

铁柿子销售旺 种植户腰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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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上旬， 一颗颗色泽艳丽、

饱满圆润的铁柿子挂满枝头，农

户们穿梭其中，采摘、分拣、装箱、

装车……这些忙碌景象， 为东北

地区的寒冷天气增添了一抹热闹

喜庆的色彩。

这些场景发生在辽宁省大连

市普兰店区， 铁柿子是当地的特

色产业。 每年的

11

月到第二年的

5

月，是铁柿子的销售旺季。

铁柿子又叫“铁皮西红柿”，

属西红柿的一种， 但较普通西红

柿个头偏小，颜色铁青，具有个头

适中、花色条纹好看、果实硬朗和

耐储运等特点， 绿色的种子镶嵌

在果瓤里，吃起来酸甜可口，近年

来成为普兰店区一张重要的乡村

产业“名片”。

以“党建红”引领“产业兴”

普兰店区安波街道米屯村背

依大连市区水源地碧流河水库，

水资源纯净充足。 因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无法发展工业产业。

30

多

年前， 当地百姓便开始尝试种植

铁柿子，并获得成功。

虽然该村种植铁柿子已有几

十年历史，但长期以来，却因其附

加值不高、 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

制约了铁柿子产业发展， 村集体

收入也受到影响。 记者了解到，

2021

年， 米屯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为

1.5

万元。

2022

年以来， 米屯村积极探

索党建联建发展新路径， 完善组

织体系，做优做强产业链，描绘出

一幅“党建红”与“产业兴”交相辉

映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米屯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作告

诉记者，为破解铁柿子产量不足、

品牌建设滞后、 销售渠道不畅等

难题，村党支部创新思路，通过跨

村联建扩大产业规模。“我们以米

屯村为产业中心村， 联合本地及

其他街道的

16

个村，成立‘铁柿

子产业联合党委’，并采取‘产业

联合党委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

统一提供技术指导、 开发市场等

服务，通过整合资源、取长补短、

联产联销，注册了‘莲城米屯’商

标， 实现了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

加值双提升。 ”

2024

年，《辽宁省农学会关于

公布

2024

年辽宁农业品牌评选

结果的通报》显示，普兰店区“莲

城米屯番茄” 成功入选省级知名

农产品品牌。

目前， 全村有

876

栋铁柿子

大棚，占地面积近

2500

亩，年产

量达

4000

多吨。

2024

年，米屯村

人均收入近

4

万元。

去年

12

月，在安波街道的统

筹下， 米屯村与北京新发地市场

和上海江杨大市场签订了铁柿子

销售协议。 每销售一斤，村集体就

有

0.5

元的收入，这成为了米屯村

拓展销路、强村富民的又一路径。

以“产业兴”带动“腰包鼓”

随着铁柿子产业在普兰店区

的落地开花，如今，铁柿子产业发

展以米屯村为核心， 辐射安波街

道以及周边三个街道共

20

个村，

新 建 和 改 扩 建 铁 柿 子 大 棚 近

2000

栋。

产业兴旺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增长，以往的“冬闲”也忙了起来。

“春节前后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平

均每两天就要采摘一次， 每次能

采摘八九百斤， 采摘下的新鲜柿

子经过分拣、 装箱等一系列标准

化流程后， 马上被运到我们周边

的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 ”丰荣街

道北台村铁柿子种植户王军说。

与米屯村类似， 北台村也因

为铁柿子产业的发展让村民们鼓

了腰包。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台村

的铁柿子总种植面积已有

30

多

亩，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

5

月，年

净收益可达

100

万元左右， 为村

民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增收致富

道路。

除了丰荣街道外， 星台街道

也紧盯市场需求， 加快种植结构

调整， 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铁柿

子规模化种植中来。

“街道现在共有铁柿子大棚

176

座 ，占地

422

亩，年总产量

600

万斤 ，年收入

1800

多万元 ，

产品销往黑龙江、吉林以及省内

各地。 鲜甜可口的铁柿子不仅

带动了村民增收，也为我们街道

的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增添了新

动力 。 ”星台街道办主任姜宁

介绍。

据普兰店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平仁介绍， 普兰店区现有铁柿

子大棚

2100

余个，占地

3800

亩，

产量

1.1

万吨， 产值约

1.1

亿元。

（刘慧）

春光明媚丰收忙， 千年技

艺酿醇香。 近日，重庆市大足区

3

万余亩冬菜迎来集中采收，田

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抢晴收

割、晾晒的繁忙场景。

在大足区珠溪镇白马村冬

菜种植基地， 漫山遍野的冬菜

在春风中泛起碧浪， 村民们手

持镰刀穿梭其间， 收割后的冬

菜经切割、扎捆后，整齐悬挂在

绵延数百米的晾晒架上， 形成

一道独特的“绿色瀑布”。

大足区珠溪镇宣传委员、

副镇长骆宾介绍：“制作冬菜，

采收晾晒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农户们正抢抓这几天的好天

气， 力争在本月内完成晾晒工

序。 ”

作为冬菜核心产区， 珠溪

镇今年种植面积达

5000

亩，预

计产出鲜菜

2500

万斤。 当地创

新“企业订单

+

合作社统筹

+

农户生产”模式，与

1024

户菜

农签订保价收购协议， 并组建

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指导收割、

晾晒等关键环节。

大足区珠溪镇白马村村

民唐红 秀 说 ：“冬 菜 很 好 销 ，

我们自己家种了几亩 ， 又在

冬菜基地这边上班 ， 两边都

有收益。 ”

据了解， 大足冬菜需历经

15

道工序、

1000

天窖藏方能上

市。 为破解传统产业资金回笼

慢的难题， 当地政府还联合金

融机构推出“冬菜贷 ”，农户凭

订单可申请

3

年期无息贷款 。

目前，大足区已形成

10

个专业

镇街联动发展的格局 ，

30

余家

合作社带动

1.2

万农户增收，年

综合产值突破

4

亿元。

李东 陈柯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