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三江
抢抓农时耕种忙

■ 肖雄

“我家种薏仁米，一年有4万元
左右收入。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种
薏仁米。”近日，贵州省晴隆县碧痕镇
碧痕社区，薏仁米种植户付学红对笔
者说，他每年都会把自家的承包地全
拿出来种薏仁米，收获后就近卖给村
里的合作社或者公司。

晴隆县盛产薏仁米，碧痕镇又是
该县薏仁米种植大镇。过去，该镇薏
仁米产业以农户家庭小规模分散种
植为主，经营比较粗放，经过这几年
发展，已转向以龙头企业作支撑的规
模化种植和产、加、销一体化集约经
营。截至2020年，全镇实现种植薏
仁米5000余亩，年产薏仁米1000余
吨，一二产实现薏仁米全产业链产值
超1亿元。

据介绍，近年来，碧痕镇以薏仁
米、茶叶、食用菌等产业为主导产业，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先后建设了一
个农特产品聚集园；一个茶叶产业带
和一个新坪食用菌产业带；一个早熟
蔬菜基地、一个茶叶苗圃基地和一个
高产薏仁米种植基地，与此同时，积

极引进龙头企业，做强农产品加工，
打通销售渠道，并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的模式，推动产业的发展，实现村村
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碧痕镇是传统产茶大镇。每年
开春，在碧痕镇大大小小的茶山上，
都会看到茶农们采摘春茶的繁忙景
象。近年来，碧痕镇大力发展茶叶产
业，并走上了茶旅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子。目前，该镇已种植茶叶 2.6 万
亩，涉及4个村39个村民小组。

食用菌是碧痕镇的新兴产业。
近年，该镇引进一家食用菌生产企
业，数十名村民到厂里务工。公司还
和村级合作社签订产品回收合同，带
动200多户农户种植食用菌，户均年
增收4万元左右。据碧痕镇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该镇已建成食用菌
冷藏、烘干加工厂，延长产业链，将带
动更多滞留家中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近日，碧痕镇入选2021年全国
农业强镇创建名单，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让产业更旺，乡村更美，
农民更富。”碧痕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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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元：荒地掘金，乡村带富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观摩村庄会议
■ 李玉霞

前不久回乡期间，笔者先后观摩
了3场屋场会和一场村委会召开的
正式会议，与第一书记进行了访谈。
笔者发现，村民到会率都很高，基本
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到会。开会的时
候，村民参与性也都很强。他们仔细
听取村干部的发言和布置的任务，有
些村民在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
还会认真做笔记。会议时间一般控
制在 40 分钟左右。主持会议的驻
村书记、村干部和小组长都十分风趣
幽默，传达政策时还善于举例子。

整体来看，这几次会议的形式和
内容，都走近农民，贴近生活，并在村
民当中产生了有效反馈，与我印象中
流于形式、村民积极性不强的乡村会
议，形成了较大反差。

首先是会议目的明确。笔者发
现，开会之前，村干部都会用一个小本
记下开会想要讲的重点内容，突出重
点，避免遗忘；一次开会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并不多，而且有针对性，有利于问
题集中解决。村干部说，宁愿多开一
次会议，也要尽量避免开长会，因为议
题多，时间长，容易让村民失去耐心。

其次是参会人员的选择有针对
性。村干部介绍，每次都会根据开会
的目标选取参会对象，除了村民代
表，有时也会选择一些专业人士或
村庄精英参会。针对性还体现在开
会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笔者观察
到，村里开会一般选择在下雨天或
晚上，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以内，这
样不会耽误村民的农业生产和休
息；地点选择人户比较集中的屋场，

方便村民到会。在开会之前还会用
音响热场，督促村民赶快到会，节约
开会时间。

最后，开会的内容强调虚实结
合。笔者旁听的几次会议中，村干
部讲了一些需要向群众传达的内
容，比如，要求村民注意防疫、讲究
个人卫生，等等；会上还完成了养
老金人脸识别认证、收取自来水维
修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实”的部
分。此外，第一书记在会上讲了六
尺巷的故事，以此启发村民之间要
互相包容、少一些纠纷；村支书给
村民介绍了村庄近期获得的荣誉
和村民典型事迹，要求村民增强集
体荣誉感，等等，这些是“虚”的部
分。这种虚实结合的开会内容，效
果非常好。

在乡村基层治理工作中，“开会
难”往往成为困扰乡村干部的问题。
村民若参与性不高，村干部并不能强
制其开会。所以，村里每次开会，都
安排至少一个事关与会人员实际利
益的议题，能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笔者观摩的几次会议，基本上都
做到了立足乡村社会日常生产生活
的实际情况，做到群体参与、群体决
策，同时又有专业引导，既传达政策
性内容，又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消
除了形式主义成分。

乡村政治生活具有多面性、复杂
性等特点，适量且有成效地开会，能
有效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从而实现基层政权与农民合作共
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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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文
■ 陈菁/摄

芳菲四月，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中连乡青云村
满目青翠，一个个白色的蔬菜大棚散落在山间，在
周遭的绿色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大棚里，各类
当季、反季蔬果正茁壮生长。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荒地，
农家女姜泗元返乡创业，把这里打造成了集种养、
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农庄，并以此为基地，帮助冷水
江市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发展乡村产业，带动
了数百名搬迁户和当地村民增收。她本人因此先
后获得冷水江市劳动模范、娄底市“最美扶贫人
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今年45岁的姜泗元个子不高，身体结实，说话
声音洪亮，走路风风火火。临近中午，在市里参加
完会议，刚刚回到农场，她就换上雨鞋，带着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参观农场的大棚蔬菜和正在施工
的养猪场。

返乡创业，让土地焕发活力

30岁那年，刚刚离婚的姜泗元带着年幼的儿
子离开青云村外出打拼。她先在当地矿山守仓库，
捡锑矿渣，后来用辛苦挣来的1万元投资，与人合
伙挖锑矿。因迟迟不见矿藏，合伙人撤退，姜泗元
选择坚守，最终如愿以偿，几年下来赚了200多万
元。

2013年，早已关掉锑巷并在冷水江市定居的
她，做出了让很多亲友不解的决定：回乡创业！“当
时，青云村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村民收入少，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好多耕地都荒着，每次回村里
看了都心疼。”姜泗元回忆说。

当年夏天，姜泗元在青云村承包了800亩荒山
和部分耕地，带着10多个村民开荒，投资百万元修
公路、架电线、打水井，创办泗元家庭农场。两个朋
友主动拿出30万元入股。第一年，露天种植的40亩
四季小香葱只卖了5万元，人工除草等费用却高达
30万元。两个合伙人撤资走人。

姜泗元意识到，做规模农业不能光靠苦干，还得
找对路子。2015年上半年，她到省内外大棚蔬菜种
植基地学习，还远赴美国一家袖珍农场参观。两个
多月的所见所闻，让她大开眼界：“设施农业方便控
制和管理，可以种反季蔬菜，还可以延长蔬菜生长期
……比露天种植强太多了。把农业做到极致，不怕
赚不到钱。美国一个袖珍农场只有80亩地，搞观光
休闲农业，一个周末就收入40万美元。”

取经归来后，姜泗元开始发展设施农业，打造
休闲农庄。除了自学农科技术，亲力亲为，她还请
来专家指导，一口气建了18个高质量温室大棚，并
配置自动化喷灌、滴灌等设施；建起猪舍和养鸡场；
在山上种柑橘、黄桃、梨子等果树；整修鱼塘，建停
车场和农家乐设施。2015年和2016年，姜泗元又
投入了400万元。

有了现代化设施，采用了现代种植技术，农场
的农产品产量大大增加，旺季一天能出棚6000斤
蔬菜，而单位生产成本却下降了。农场养殖场产生
的禽畜粪便被制作成有机肥、农家肥，施用于大棚
种植，实现了生态循环。山上的果树陆续挂果，四
季有景，蔬果丰盈，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纷至沓来，
给这个偏僻山村带来了旺盛人气。

“虽然投入很大，但能把农场和山庄建立起来，
让荒山荒地不再荒废，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我觉
得很值得。”姜泗元坦陈。

巧妙经营，让农产品更值钱

如何把农产品卖出去并卖出好价钱，姜泗元摸
索出一套生意经。

最初两年，姜泗元每天清早和农场的工人一
起，用车子把头天或当天采收的蔬菜，运到城里的
菜市场零售，费时又费力。蔬菜产量剧增之后，她
改变销售方式，在城区布设4个专卖店，打出泗元
家庭农场的招牌，与他人合作经营。这种销售模式
既确保农场的产品能及时销售出去，又宣传了自己
的品牌。

2016年，姜泗元开始采用社区配送模式销售
农场的产品。她通过微信朋友圈、客户群推介农场

的产品和服务，与客户建立互信。口口相传，客户
逐年增加，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400户。每天，
姜泗元和农场员工按客户定的套餐标准，将选配好
的新鲜蔬果，按时送到每个客户家中。“配送制的好
处是价格稳定，避免了市场波动给农场造成的损
失。”姜泗元对记者说。

姜泗元的营销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前些年，她
玩微信玩得很溜，近年又学会了玩抖音，经常和农
场姐妹们一起拍视频、做直播，宣传农场和产品。
有一次，她们把农场种植的皱皮软椒生长情况拍成
视频在网上播放，有网友询问可不可以整株购买，
姜泗元马上给予了肯定答复。在核算费用成本之
后，她标出了一个合理价格，网友纷纷下单。

“软椒树可以长到一人多高，枝繁叶茂，产果
多，又好看，摆在家里的阳台上既可以当盆景，又可
以收获果实。”姜泗元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卖软椒
树就收入了40万元。今年他们又种了3个大棚软
椒，等它们长大后再整株网售。

泗元家庭农场的新鲜蔬果和其他农产品，通过
实体店、订户配送和互联网平台，源源不断地销往
本市和省内其他多个城市。一直以来，农场按绿色
无公害标准种养，产品品质好，得到了越来越多客
户的认可，经常供不应求。

姜泗元深知，农产品加工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
重要途径。2016年，她就开始以农场蔬果为原料，
小量加工生产坛子菜，随后申请了“泗元农家坛子
菜”省级知识产权保护。2019年，她按相关标准建

成了两个坛子菜生产车间，扩大生产规模。如今，
两个车间可以加工生产酸豆角、白辣椒、茄子皮、萝
卜条、南瓜丝、南瓜皮、坛子米粉肉等10多种坛子
菜。由于采用了传统工艺，他们的坛子菜保持了老
味道，非常好销，如今已成为农场新的利润增长点。

产业带动，让农户有钱可赚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是姜泗元回乡创业的初
衷。这些年来，她在带富路上没有停步，步子越迈
越大。

回乡创业第二年，姜泗元牵头成立青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吸纳了50多家本村农户。合作社以
泗元家庭农场为基地，社员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
股，年底按股参与分红，部分社员被优先安排在农场
务工，另挣一份工资。从2015年开始，姜泗元鼓励
并扶持社员和其他农户种植蔬菜，农场提供菜秧，保
底收购产品。许多农户由此走上了增收之路。

随着农场的发展壮大，姜泗元有了更强实力带
动更多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困难户增收致富。

冷水江市渣渡镇梓坪村建有一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当地政府在安置点开辟了100多亩土
地，鼓励搬迁户发展种植业，但由于土地沙化比较
严重，搬迁户担心没有收成，迟迟不愿行动。姜泗
元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承担帮扶任务。经过实地
调研，她借鉴自己在青云村开发荒地的经验，指导
搬迁户整理土地，对土壤进行改良，免费给他们提
供最好的菜秧，指导他们种植。当年，搬迁户们就
喜获丰收。

搬迁户种出的蔬菜，泗元家庭农场保底回收。
去年，梓坪安置点产出50万斤南瓜，通过农场的销
售网点卖出了一半，剩下的加工成南瓜丝、南瓜皮、
南瓜子，慢慢销售，卖到了20元一斤。

除了帮扶梓坪安置点，姜泗元还投入资金，提
供技术和物资，在冷水江市其他7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建立了种植基地或扶贫车间，吸纳搬迁户和
当地村民就业，帮助他们发展蔬菜种植和农产品加
工。农忙时节和销售旺季，她每天开着车，到各个
安置点巡回指导搬迁户和工人生产，帮助他们解决
技术和销售方面的难题。

姜泗元感到欣慰的是，在当地政府和妇联组织
的大力支持下，各安置点的扶贫产业正日益兴旺，
搬迁户们安居乐业，稳收增收。

这些年，一直单身的姜泗元全身心扑在自己的
农场和脱贫攻坚事业上，一天到晚奔波不停的她，
有时是农场老板、合作社法人代表、公司负责人，有
时是人大代表、爱心人士、扶贫达人，有时又是生意
人、农科土专家、直播主播……让初次见面的人不
知怎么称呼她。

“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算个致
富带头人吧。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只要村民肯
做，不让土地荒着，我就肯帮他们，自己受点累无所
谓。”姜泗元笑呵呵地说。

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做强乡村产业，打造农业强镇，贵州晴
隆县碧痕镇实现——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4月19日，湖北十
堰市房县红塔镇油坪村
香菇种植大户汤景梅在
采收香菇。

房县是全国耳菇之
乡，盛产黑木耳和香
菇。近年来，该县实施
黑木耳深孔、密植、喷灌
栽培，仿生态香菇夏栽
技术，耳菇产量和品质
双双提升，销往日本、德
国、泰国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年均产值达7
亿元，带动6万多农民
致富。

目前，汤景梅家发
展香菇6万袋，年均实
现收入 25 万元，带动
10户脱贫户稳收增收。

张启龙 唐雪松/摄

“耳菇之乡”产销两旺

4月 24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良口乡和里村一名妇女驾驭小农机
耕田。

当地正值春耕黄金季，留守妇女
和其他村民抢抓农时，忙于耕种。近
年来，三江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特
色产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种多收”，
推动农田增益，农民增收。

高峰 龚普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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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元投入资金，提供技术和物资，帮
助当地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发展蔬菜种
植。图为姜泗元（左）指导搬迁户种植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