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延伸产业链，实行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
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农村创业的一条成
功之道。一批“巾帼新农人”跳出单一产品生
产的老路，实行多产业融合发展，从当初的“少
而小”发展为“多而精”，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多业态发展，玫瑰种出新花样

河北省唐山市“巾帼新农人”、佳华（唐山）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佳突破过去单
一养殖甲鱼的经营模式，引进种植食用玫瑰，
并进行深加工，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多
业态多产业发展。

宋丽佳在唐山市玉田县大安镇龙爪子
村出生长大，2008 年大学毕业后回村创
业。当时，包括宋丽佳的父亲在内的许多
村民都从事甲鱼养殖，由于一家一户单打
独斗，养殖户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强，收
益不太稳定。

回村当年，宋丽佳说服父亲牵头成立了
鑫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供应种苗、饲
料，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外经营。经
过几年发展，合作社成员增加到200多户，有
了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成为当地成
员最多、实力较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养殖
规模扩大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也大大增
加，养殖收益稳步提升。

在现代农业领域打拼几年，宋丽佳眼界更
宽了，意识到业态单一、产品种类太少，势必制
约产业发展。她经常到各地种养基地考察，向
农业科研院所咨询，努力寻找新的适合当地发
展的产业项目。

2016年上半年，宋丽佳得知一家植物科
研单位培育了一个食用型玫瑰新品种，相比
其他玫瑰品种，该品种的性能更优、经济价
值更高。当年下半年，她与家人成立佳华家
庭农场，引进种苗进行试种。在专家的指导
下，第一年他们就获得初步成功。此后，他
们建立玫瑰园，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并成立
公司，与科研单位合作，研发玫瑰茶、玫瑰
饼、玫瑰酒以及玫瑰纯露、玫瑰精油等系列
产品，进行深加工和自主销售，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甚至出口海外。

在种植、加工食用玫瑰的同时，宋丽佳还
利用玫瑰花、畜牧水产养殖等农业资源，发展
观光、休闲农业。从2017年开始，每年5月，他
们和当地政府部门联合举办玫瑰文化节，吸引
了大批游客。如今，玫瑰园已成为融花卉种
植、畜牧水产养殖、采摘观光、休闲娱乐、亲子
科普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园。多产业发展、
多渠道增收，公司年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

延伸产业链，增加荞麦附加值

由于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内蒙古赤

峰市“巾帼新农人”、内蒙古明阳农业科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颖打破原有经营方式，调整发展
方式，研发生产高附加值荞麦系列产品，成功
打造荞麦全产业链。

杨颖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人，父亲
长期从事荞麦初加工和销售。2005年从赤
峰粮校毕业的杨颖回乡，协助父亲管理公
司。尽管父女俩十分努力，但由于产品种类
单一、附加值不高，公司效益忽高忽低，产业
一直没能做大做强。2018年，杨颖另立门户，
自谋发展。

杨颖着手扩展业态，延伸荞麦产业链，凭
借争取到的第一笔帮扶资金，公司很快完成了
扩建项目，购置加工设备，建起了一条生产
线。同时，杨颖迅速组织团队研发，先后推出
荞麦茶、荞麦酒、荞麦醋、荞麦壳枕头、荞麦饰
品等系列产品。公司不仅生产普通的荞麦食
品，还进行深加工，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副产品；
不仅搞荞麦加工业，还进行荞麦种苗的培育和
种植。作为参与扶贫的龙头企业，公司还吸纳
了大批贫困户和困难妇女就业，各类新产品被
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以前的销售渠道不能满足公司的发展，杨
颖重新开辟市场。在对口帮扶单位的帮助下，
公司的产品多次现身北京的相关展会和推介
会。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渠道，他们的产品销
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还出口到俄罗
斯、日本、韩国等国家。

除了荞麦种植和加工，杨颖还搞起了三
产，在翁牛特旗城区开设了一家荞麦特色餐
厅，经营公司生产的荞麦食品，吸引了众多食
客。经过几年发展，如今，杨颖的公司已打造
出集种植、产品研发与加工、餐饮、销售于一体
的荞麦产业链，并创建了“三生荞”品牌，企业
年销售额和营业额达到1700万元。

多产业融合，成就田园民俗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巾帼新农
人”、延边光东朝鲜族民俗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丽娜入乡创业，利用当地民俗文化
和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企业增效的同时，带动了村民增收。

杨丽娜是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走
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曾在延边做导游、经营
旅行社，2012年受邀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
龙市光东村考察，一下子被当地的民俗风情
和田园风光吸引，独具慧眼的她决定投资发
展民俗旅游。

乡村旅游是一个需要融合多产业发展的
业态。杨丽娜循序渐进，先从民俗观光和体
验做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她筹措资金，
把村里闲置的校舍改造成民俗餐厅，经营朝
鲜族特色美食，同时组织村里的留守老人，编
排朝鲜族舞蹈等节目。随后，她利用自己的
人脉关系，与省内外旅行社合作招揽客源。
一批批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地进入光东村，领
略朝鲜族民俗风情、享用朝鲜族特色美食，尽

兴而归。
光东村是有机稻米之乡，拥有广袤的田

园。民俗风情和特色美食旅游项目吸引来
游客后，杨丽娜开始开发村里的农业资源。
她在田园里修建游步道、铺设小火车铁轨，
请来专业团队打造稻田景观；每年与村组织
合作举办主题旅游节庆和亲子活动，让游客
体验插秧、收割等农事。此外，她还在民俗
餐厅设立农特产品展销点，将本村生产的有
机大米等特产包装成伴手礼，供游客购买。
与农业结合，不仅丰富了公司的旅游项目，
吸引了更多游客，还促进了光东村种养产业
的发展。

近几年，为应对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
杨丽娜开始重点发展民宿业，在光东村先
后租赁60多户村民的闲置房屋，将其改造
成特色民宿。她牵头成立民宿专业合作
社，采取“企业+村集体+村民”的模式规范
经营，使村里的民宿业健康发展，实现了三
方共赢。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如今，光东村已成为
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风味餐饮、民宿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田园旅游新区，杨丽娜的公司
与光东村已形成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命运
共同体，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村集体和村
民也大幅增收。

点评

花卉种植、畜牧水产养殖、采
摘观光、休闲娱乐、亲子科普等融
于一体，多业态发展玩出新花样；
种植+产品研发与加工+餐饮+销
售，荞麦打造出全产业链；乡村旅
游没有止步于简单的农家乐和单
纯的民俗游，而是进一步关联、融
合当地有机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等
产业，协同发展……凭借多业态发
展、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延伸，宋丽
佳、杨颖、杨丽娜三位“巾帼新农
人”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乡村振
兴的发展之路。在乡村的多年打
拼，她们的眼界更高更宽了，在摸
爬滚打数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
经验后，她们步步为营，循序渐进
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

三位“巾帼新农人”的典型案例
再次证明，延伸产业链，实行多产业
融合，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也是乡村创业的成功之道。她们突
破原有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开
创新业态，从而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实行多产业融合，需要较强的
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既要有把实
体不断做大做强的发展意识，也要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巾帼新农人”
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主编 罗文胜 责编 史玉根 美编 张影CHINA WOMEN’S NEWS 乡村振兴6
villagewomen@163.com

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创业路越走越宽广创业路越走越宽广
贵
州
锦
屏
县
仁
丰
村
：

借助实时数据借助实时数据
实现精准田管实现精准田管

斯玉 整理

有
了
旋
耕
机

有
了
旋
耕
机
，，耕
田
更
轻
松

耕
田
更
轻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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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欢

近十几年来，家乡的变化之一是农民进
城，扎根小县城成为家乡农民过上美好生活
的新愿景。

我的老家位于赣西北农村，距离县城大
约12公里，201 0年前后，家乡兴起了一股农
民进城买房潮，至今已有超过九成的农户在
县城买了房。伴随着进城买房潮而来的，是
进城陪读潮。相当一部分“60 后”“70 后”

“80 后”既是进城买房的主力军，也是陪儿
女或孙辈在县城上学的主要群体。

短期陪读也好，进城买房、长期生活也
好，如何在县城维持比较稳定的就业与生活，

是进城农民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老家小县城的工

业基础薄弱，虽然近年也通过招商引资，建
设了规模化的工业园，但可提供的就业岗位
有限，当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继续前往
大城市务工，留在县城生活的大多是“陪读
妈妈”“陪读奶奶”。

县城的物价不低，消费支出压力大，“陪
读妈妈”“陪读奶奶”们努力在县城找事做，
补贴家用。年轻的“陪读妈妈”一般去商场
服装店、美容美发店、蛋糕奶茶店一类的服
务行业工作。而“陪读奶奶”们则更多的是
打零工、做计件取酬的活儿。

今年59岁的周姨一个人陪孙子和孙女

在县城上学和生活。她常常和同小区的几
个阿姨一起去县城的工业园找活儿干。不
少人在工业园上固定班，周姨因为要接送小
孩，只能接一些计件的零工活儿回家干。她
干过的计件零活儿种类很多，如缝棉鞋、缝
中药包、安装玩具配件等。她告诉笔者，去
年一年，光缝中药包就挣了7000元。

除了接活儿回家干，周姨还在县城干
一些小零活儿，比如，帮餐馆端盘子，一天
能挣100多元，在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秩序，
一天能挣100元……

“挣的钱，基本够我和小孩的日常生活
开销。孩子们的教育培训费、家庭人情礼
送、家人的三病两痛等花销，还是要靠在大

城市打工的家人。”周姨说，“只要身体好，
我就会继续干。”

周姨找零工的经历折射了进城农民坚
韧的生命力。和其他在县城买房的村民一
样，她希望能在这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如何更好地承
载进城农民的美好生活愿景？笔者以为，乡
村振兴应该重视激发县域的活力，大力发展
县域产业，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合
适的就业机会，让进城农民在县城过上美好
生活。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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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单一产品生产的老路，延伸产业链，实行多业态融合，一批“巾帼新农人”突破发展

瓶颈，将“少而小”发展为“多而精”——
■ 吴宇芹 谭元勇

进入春耕时节，贵
州省锦屏县彦洞乡仁丰
村的一台崭新的旋耕机
就没有停歇过，每天一
大早，村民就驾驶它出
去耕地了。

仁丰村坐落在大
山深处，山高沟多，田
地耕种十分困难，加之
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只剩下不到
百人的弱劳动力，大多
还是 60 岁以上的老
人，严重制约了产业发
展，特别是一些老人家
里既没农机又没有耕
牛，到了耕种时节就犯
愁。

发展乡村产业，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根本
出路在于机械化。今年
3月，驻村不久的村第一
书记支华了解到部分农
户耕种困难的实际情况
后，马上向自己的派驻
单位写报告，争取到了
资金支持，购买了一台
履带式水旱两用旋耕
机，免费提供给村里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民
使用。

旋耕机调试完当
天，就有2户村民前来
借用，他们仅花了3个
多小时就翻耕了10余
亩耕地。支华和其他村
干部也没闲着，每天起
早贪黑，指导村民使用旋耕机，还亲自上
阵，帮助缺乏劳动力的老人和家庭翻耕田
地。

“今年，村里的产业重点是种植辣椒、
大豆和水稻等作物，原来准备全部请人翻
耕，成本开支大不说，关键是连人都难请
到。”仁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德钊
说，幸亏支华送来了“及时雨”，今年，一些
村民再也不用为田地翻 犁发愁了。目前，
村里大部分农田已完成翻耕，准备播种水
稻，其中130亩闲置地和荒地被整理成优
质菜地，作为村级合作社的蔬菜种植示范
基地。

“有了旋耕机，耕田变得更轻松了，
村民发展产业的意愿更强了。”支华说，

“今年村里除了引导村民发展种植业，还
要实施稻鱼共作，发展甲鱼等特色养殖，
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
产增收。”

今年，在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起步区的
绿色农业示范项目区内，多个田间观测站
启动运行，源源不断地向示范项目区控制
中心传回周边麦田实时视频以及土壤、气
候、虫害、孢子等数据，让管理人员精准掌
握田间气候和墒情情况，预测病虫害发生
趋势，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田间管理技术
方案。

据介绍，这个观测站由中心控制系统、
生态实时监控系统、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土壤质量监测系统、害虫网络测控系统、脉
冲云孢子自动测报系统和巡检机器人等组
成。该应用场景以工业互联网构建为基
础，通过5G通信传输，能够实现系统的数
据智能感知、平台决策、设备协同联动执
行，为病虫害精准监测防控和田间管理，提
供充分数据支撑。

据介绍，以前示范区管理人员主要靠
经验和实地查看的情况给出管理意见案，
有一定的盲目性。现在，有了观测站提供
的实时数据，发现异常后再通过实地查看
确认，他们制定的技术指导方案就会更精
准、更科学。

起步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起
步区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配套水肥
一体化、农业绿色防控等田间工程，打造万
亩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将加快当地农业
的转型升级。

（据《农民日报》）

大力发展县域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

方面的公共服务，让进城农民在县城过上美好生活。

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配

套水肥一体化、农业绿色防控等工

程，山东省济南市起步区打造万亩

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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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娜介绍朝鲜族美食。

杨颖介绍公司培育的荞麦苗。

宋丽佳查看玫瑰生长情况。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