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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正定工作时制定正定“半城郊型”
经济发展战略；到2002年8月，通过中央媒
体向全国总结推广“以市场为导向、以诚信
促发展，立足本地优势、强化政府服务、发
扬拼搏精神，通过激活民营经济、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再到党的十八大
以来多次突出强调，发展、壮大各具特色的
县域经济，始终是习近平关心的大事。

今日，西部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希望，铺就了照亮西部乡村振兴新征程
的“金色大道”。

广西忻城
桑海“智”变绘就“新丝路”

初夏的桂中大地，桑浪翻涌，绿意盎
然。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红渡镇600亩现
代化桑园示范基地内，智慧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备正在对连片的桑树进行喷灌作业，
这里是忻城县红渡红创兴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韦建学带领乡亲们“破茧成蝶”的
起点。

忻城县素有“桑蚕之乡”美誉，桑园面
积约 26 万亩，75%的农户以种桑养蚕为
生。忻城是中国桑蚕第二大县，境内桑园
遍布，多年来，因分散经营、技术落后，忻城
县的桑蚕产业效益难以有明显突破。

韦建学敏锐地捕捉到机遇，2022 年，
在外打拼多年的他，回到老家红渡镇创
业。“2023年6月我与红渡镇12个村(社区)
共同出资、联合成立了红渡红创兴公司，是
全县首家‘党建引领、能人领办、村企联营’
的企业，公司致力于推动农业安全健康发
展，将新技术注入桑蚕产业，带动周边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韦建
学说，他还联合忻城县红渡镇 12 个村(社
区)及城关镇 4个村，整合资金 600万元(人
民币，下同)打造现代化桑园示范基地，引
入多项新技术来种植桑树。

“过去，蚕农种植桑树，行距和株距都
是 0.5米，桑树密密麻麻，并不利于桑叶的
生长和防病；我们采用‘宽窄行’种植法，行
距是1.5米，株距是0.5米，加上我们选种的
是大叶的优质桑树，配以智慧水肥一体化
灌溉，桑叶亩产可提高一千公斤左右，病虫
害减少三成以上。”韦建学说。

韦建学表示，公司以“种养分离”为核
心，让有桑园的农户卖桑叶增收，有劳动力
的农户进厂务工，有场地的村集体出租蚕
房，形成“土地变资产、桑农变工人”的利益
联合机制。

走进忻城县红渡红创兴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的标准化蚕房，智慧温控系统实时调节
环境，工人们分区管理不同龄期的蚕群。
2024年9月，基地引入自动化设备，首批蚕
茧产量达660公斤，收入3万余元。韦建学
算了一笔账：“集中养殖后，蚕茧质量提升，
单价稳定在60元/公斤，比散户高出15%。”

忻城县桑蚕业更深远的变化来自产业
链延伸。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茂名驻忻
城粤桂协作工作组组长吴小红表示，广东
高州市、信宜市、化州市“组团式”帮扶忻城
以来，立足当地发展实际和资源禀赋，大力
扶持桑蚕业，持续打造茧丝绸产业集群。

吴小红表示，总投资 50 亿元、规划占
地 1600 亩的广西忻城茧丝绸产业园正在
建设中。产业园位于忻城县红渡工业园，
是粤桂协作推进“湾企入桂”重大建设项
目。该项目重点依托忻城县及周边县市资
源优势，推动桑蚕丝绸产业从种苗、栽桑、
养蚕、缫丝织绸到印染加工、服装成衣、副
产品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各环节，向集约化、
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发展，打造跨区域
协作全产业链桑蚕茧丝绸产业集群。项目
满产后预计年耗茧 10 万吨，年产生丝 1.5
万吨，真丝绸1.5亿米，丝绸服装7500万件
套，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单体茧丝绸全产业
链园区。

据介绍，忻城茧丝绸产业园分三期项
目建设，一期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启动建
设，占地 600亩，总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
投资 11.47 亿元，其中投入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5000 万元、广东财政帮扶资金
9608.6 万元。园区通过粤桂协作引进广
东企业深圳同益新中控实业有限公司，成
立广西同益国丝发展有限公司全资运
营。园区内的纺织绸厂 2021 年 7 月试产
至今，累计工业产值近 1亿元。缫丝厂力
争 2025 年年底试产，以达到年底贯通炼
染印全面试产。

从蚕茧养殖技术的升级，到丝绸加工
工艺的革新，忻城茧丝绸产业在粤桂协作
的助力下实现蝶变升级，形成了“桑-蚕-
茧-丝-绸”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从“桑蚕

大县”到“桑蚕强县”产业富民的“新丝路”。
韦建学说：“以前在外打工，月薪可

以拿到 7000 元左右，但那是在帮别人打
工，如今返乡创业，是在为家乡父老找桑
蚕产业的出路，自己也从中找到了创业
的成就感。”

在韦建学的带动下，忻城县红渡镇红
渡社区青年黄晓贵也加入返乡种桑养蚕的
行列。“我大学学的是工程造价专业，两年
前韦建学总经理邀请我返乡做新时代‘蚕
农’，从来没有接触过种桑养蚕的我，经过
两年的学习，现在已经逐渐熟悉了以科技
种桑养蚕的工作。”黄晓贵说，乡村振兴需
要年轻人的回归，他很自豪自己能成为率
先回归的其中一员。

作为土生土长的忻城人，韦建学见证
了忻城桑蚕产业从卖桑叶到产丝绸的转
变，小蚕虫真正变成了“产业龙”。如今的
忻城，桑海依旧，青年的回归和科技的加
持，以及广东的帮扶，让忻城这个“桑蚕之
乡”在新时代实现了“破茧重生”。

陕西紫阳
“修足刀”撬动大产业

一把修足刀，能撬动多大产业？陕西
省安康市紫阳县给出了令人惊叹的答案：
吸纳当地5.4万人就业，带动鞋垫、袜子、足
浴包、修脚刀等配套产业发展，形成“紫阳
修脚师”劳务品牌，紫阳人在全国各地开办
修脚企业130余家、修脚店2.4万余家。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领航、群众参与，
紫阳利用修脚这一群众易上手的“小技艺”

“微产业”促进就业增收，从“一方水土难养
一方人”，蜕变为如今的“中国修脚之乡”，
不仅见证了郑远元等山区青年的创业传
奇，也书写了一个脱贫县的乡村振兴故事。

行走在西安、成都、太原等城市的大街
小巷和社区周边，人们或许会觉得“郑远
元”这三个字的出现频率很高。数据显示，
郑远元专业修脚房如今在全国已有 9100
多家门店。鲜为人知的是，郑远元最初来
自秦巴山区深处，带有鲜明的“紫阳基因”。

陕西紫阳县曾属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山大沟深坡陡，自然灾害多发，一方
水土难养一方人。20多年前，紫阳县高桥
镇铁佛村青年郑远元带着 100元钱，孤身
一人到四川达州投靠姨父。“哥哥在煤矿打
工时受伤，父母守着两亩薄田务农。我只
希望能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不给家里添
负担。”跟随姨父学习修脚后，郑远元摆起
了修脚地摊，没想到就这样改变了他的人
生轨迹。

2005年，郑远元用全部积蓄在陕西汉
中盘下一个小门面，开办了第一家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门店。“当时我周围的很多人都
不认可，觉得修脚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工
作。因为招不到人，第一批员工都是我的
亲姐姐、亲嫂子。”郑远元回忆道。

多年来，郑远元不断钻研改良传统技
艺。靠着平价惠民的服务理念，他把修脚
房从汉中开到了安康、西安，辐射到邻近的
四川等省，并于 2007 年成立了远元集团，
引入现代化的连锁管理模式。如今，远元
集团在全国有7.5万名员工，年服务顾客超
过1.08亿人次。

发展一门手艺，带动一片产业，促进一
地经济。郑远元的成功并非孤例。目前，
紫阳人在全国各地开办修脚企业 130 余
家、修脚店 2.4 万余家，涌现出益足健、吴
氏、满足里等一批龙头企业，“紫阳修脚师”
的劳务品牌越闯越响。

作为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紫阳曾经
面临经济发展困境，外出到采矿、建筑等重
体力行业务工一直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
来源。

捕捉到修脚行业的发展潜力后，紫阳
打造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基地培训、定
向就业”的技能培训模式，因势利导“授之
以渔”，向群众传授容易上手的修脚技能，
既破解了“山区群众缺岗位、修脚企业缺师
傅”的双向难题，也有效避免了修脚师队伍
技能的良莠不齐。

在此过程中，如何转变群众观念、带动
更多人参与，一度是最大难题。为此，当地
政府不仅利用村组微信群、宣讲会等途径
强化宣传引导工作，还为学员创造了零负
担的培训政策。

伴随上课铃声，紫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热闹起来。正在进行的紫阳修脚技能免费
培训班上，老师仔细讲解脚病理论和足部
护理、穴位按摩的动作要领，讲台下，来自
全国各地的70多名学员认真倾听，不时在
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从 2014 年 4 月开始到今年 3 月底，
培训班已开展了 640 多期。培训包吃包
住，不收学杂费和教材用品费，还给学员
们补贴交通费，名额供不应求。”紫阳县
技能帮扶培训基地教学负责人李晓锋
说，通过理论授课、实习操作和校外见习
相结合的方式，零基础学员能在 12 天培
训中收获技能，最重要的是考试合格后
能提供就业岗位。

单飞龙对此深有体会。“刚参加培训班
时都不敢用自己的微信，怕被身边的人瞧
不起。”2022年 3月，单飞龙在培训班考核
合格后进入远元集团，一年后就成长为门
店店长，月收入超过万元。

不止在当地，紫阳县与企业联合在全
国设立20多所分校，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开
展修脚培训，让足尖经济成为惠民产业。
目前，紫阳已累计培养 4.3万名修脚师，其
中1.9万名为脱贫群众，实现培训就业率超
75%、稳岗率超90%。

同时，紫阳还设立了修脚协会和修脚
产业发展基金，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与人力
难题，并不断完善相关技术规范，引导企业
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品牌公信力。

青海西宁湟中区
焜锅馍馍出省记

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上五庄镇友
爱村海亚焜锅馍馍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
和面、醒发、揉面、炕熟……老板马晓明则
忙着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我们制作焜锅馍
馍的面粉都是村民自己家种的小麦磨出来
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购买……”

青海是面食大省，面条、馍馍等面食种
类丰富，独具地域特色。焜锅馍馍也称铝
锅馍馍，是当地传统节日食品，不仅是农村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礼品，也是不少青海
孩子记忆中温暖的美食。

早些年，马晓明在西宁市开馍馍铺，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的兴起，青海的焜
锅馍馍被外地消费者熟知，需求量越来越
大。马晓明看到了商机，在友爱村投资
200 万元建了一个焜锅馍馍基地，还雇了
12位村民负责生产加工。

来到屋内，工作人员将醒发好的老酵
头面团擀成面坯子，里面裹上菜籽油，抹上
红曲、姜黄、香豆粉等食用色素，层层叠叠
地卷成各色交织的成型面团，放到铝锅里
用土法烧制。大约 40分钟后，揭开锅盖，
浓浓烟火气中馍馍绽开如花，色彩鲜丽，浓
烈的麦香味扑面而来。掰开品尝，外皮酥
脆有嚼劲，内瓤松软麦香浓郁，搭配一杯熬
茶，暖胃且踏实。

出锅就出省。马晓明趁热亲自上线售
卖焜锅馍馍，全国各地网友纷纷询问、点
赞、购买，“香豆粉是什么？看起来像抹
茶 。”“ 江 苏 人 路 过 ，想 尝 尝 那 个 大 馍
馍。”……马晓明自豪地说：“我们每天要销
售2000个到3000个馍馍，最远的卖到了新
加坡，每月营业额在60万元到80万元。”

“我们这里外出开店人比较多。返乡
创业的马晓明既解决了村民就近务工难
题，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今年，湟中区
协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96万元，加上企
业自筹的 120万元，对基地的生产设施和
设备进行改造升级，生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上五庄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周艳
伟说，焜锅馍馍规模化卖全国，鼓起了当地
村民的腰包：掌握馍馍火候的大师傅马贵
林月工资7500多元，打扫卫生的阿姨冶玉
霞月工资也有3500多元……

近年来，为了促进农民增收，青海省多
措并举培养更多“面匠”，越来越多的“马晓
明们”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和文旅赋能的春
风，将“乡村美食”转化为“指尖经济”，推动
青海特色面食和传统技艺走进消费者视
野，成为传统工艺守正创新、焕发新机的生
动写照。

广西田东
芒果很“忙”

近日，笔者走进广西田东县祥周镇联
合村百响屯，只见连片的芒果树上，一颗颗
幼果挂在枝头。这是田东县联强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芒果园。目前，该合作社芒
果种植面积已达2000多亩，每年帮助社员
线上销售芒果30多万斤。

在世界银行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
点示范项目（以下简称“世行片区项目”）的
支持下，联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获
得项目资助 420万元。在资金支持下，合
作社不断发展壮大，产业提质增效，社员从

最初的 17人发展到 150人，不同品种的芒
果产量从平均亩产 1000 斤提升到亩产
2000斤至4000斤不等，价格从曾经的每斤
几毛钱提高到每斤2元至6元不等。

“村民以前不懂技术，种芒果都是自己
摸索。在田东县世行片区项目办公室的指
导下，合作社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传授芒果
种植管护技术，使芒果品质、产量得到提
高，社员收入也增加了。”祥周镇联合村党
总支书记、联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鄂海英说。

联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
大，是广西利用外资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一个缩影。世行片区项目以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共向广西 129家合
作社提供发展基金，金额近4.2亿元。

大化瑶族自治县岩滩镇六说村有养
殖瑶山草花猪、黑山猪的传统，但养殖条
件简陋，养殖规模较小。在世行片区项目
300 万元扶持资金注入后，村里的仙旺合
作社扩大了种猪数量并采购了现代化的
养殖设备。

“目前，社员总数达 151 户，已实现连
续4年分红，累计分红金额超过10万元，良
好的效益促进了合作社良性发展。”六说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韦爱合说。

在世行片区项目资助的合作社中，实
现盈利的合作社数量达到57个，占总目标
（40个）的143%。截至2024年6月，80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申请产品认证，其中58个合
作社获得绿色、有机、无公害等 80项产品
证书。

平果市果化镇布荣村地处大石山区，
人均耕地不足0.5亩。笔者走进布荣村，只
见荒坡石山上，成片的牧草郁郁葱葱，长势
喜人。在不远处农东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牛
棚内，近千头肉牛正在休憩。布荣村党总
支书记方琳介绍，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全村
种植牧草 2000 亩，肉牛养殖规模 1000 多
头，年产值2000多万元。

合作社利用420万元世行片区项目资
金建设产业路、牛棚、牧草棚、有机肥加工
棚以及采购牧草收割机、牛犊、全自动秸秆
粉碎机、自动包装机等。“经过全面提升，农
东种养专业合作社逐渐形成了‘牧草种植
—牧草加工—肉牛养殖—有机肥加工—有
机肥还田’的绿色循环农业模式。”平果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瑜说。

此外，世行片区项目还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方面的作
用，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2021年，广西鲜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在田东县世行片区项目办公室和商业孵化
中心的牵线搭桥下落户田东，主要经营水
果深加工与销售业务。公司采用“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与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及农户签订“底价保障、市价保收”的合
作协议，共与26个合作社签约共建芒果种
植基地，带动5899户农户种植芒果。

芒果成熟后，约 20%的果实存在个头
偏小、表皮带有黑点等外观瑕疵，被称为次
品果或工业级芒果，在过去很难找到销
路。如今，这类芒果被广西鲜友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收购用于生产果汁，变成了增收
的“黄金果”。

据了解，世行片区项目通过资助广西
10个项目县的 12家企业，带动 336个关联
合作社和村集体约 10万户农户发展地方
特色产业。

西藏米林
村民有了“桃花运”

“云带挂山腰，雪山影河谷，田地绿色
浓，农舍错落间，牛马悠然行，桃花遍地
现。”西藏林芝市米林市扎西绕登乡彩门村
便镶嵌在这样的美景之中。

彩门村的春天是桃花的世界，绽放的
满树粉红向游客发出邀请。“仿佛置身在电
影场景中，美得无以言表。”来自珠海的游
客梁梦辰说，刚刚在朋友圈分享了随手拍
的几张风景照，马上引来很多点赞，大家都
说要找机会来看林芝的桃花。

随着赏花游客越来越多，彩门村村民
普布扎西腾出家里的 6间房，办起了村里
的第一家民宿。“旺季一个月能收入 2 万
元，去年赚了15万元。”村民央吉农闲时在
村口的岷山·彩门民宿酒店做服务员。看
着普布扎西红火的生意，她也萌生出开民
宿、做老板的想法。“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接
待客人、打扫客房这些业务我都接受过系
统培训，我有信心把民宿办好。”央吉说。

看好彩门村旅游前景的还有温州商人
陈显峰，他已获得位于彩门村的桃源风景

区长达 20年的经营权。“桃源风景区紧邻
雅鲁藏布江，百余株古木遍布其间，一年四
季都能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陈显峰说。

“好生态就是村里的聚宝盆。”彩门村
村委会副主任旦增益西说，在发展过程中，
彩门村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通过“生态积分”制度，村民主动参
与环境治理；号召群众房前屋后栽种车厘
子，既美化环境又发展了庭院经济；引入贝
母种植，拓展了农业产业链条……一系列
举措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
改善”的良性循环。

“盛开的桃花给彩门村带来了好彩
头。2024 年，彩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600
余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3.84万元。”彩门
村党支部书记米玛说，找准生态资源与特
色产业的结合点，高原村落同样能在乡村
振兴中绽放光彩。

甘肃陇南市武都区
小小花椒赢“麻”了

从兰州出发，穿过黄土高原的千沟万
壑，一直往东南方向走，就到了长江流域：
白龙江一江春水清澈凌冽，五凤山满目春
色草木青葱。一路蜿蜒而上，在大约半山
腰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小村庄——甘肃省陇
南市武都区马街镇姜家山村。

姜家山村不大，主街道两旁的民居整
整齐齐，皆是带后院的小二楼。村民姜开
创家就在其中，院里都是盆栽花卉，52 岁
的他最喜欢花花草草，从花椒树上锻炼出
的园艺手艺已然成了他的兴趣。

“别看院子里花多，但我们这最稀罕的
还得是花椒树。”姜开创说。

姜家山村所在的武都区是我国花椒最
佳适生区和主产区之一，素有“千年椒乡”
的美誉。截至2024年底，陇南市花椒种植
面积达到308.11万亩。

这里的小花椒有着“大红袍”的美誉，
以色红油重、粒大饱满、芳香浓郁享誉全
国。2024年，仅武都区马街镇下南山片万
亩花椒基地就有135万斤花椒走向了全国
餐桌，在麻辣烫、火锅、椒麻鸡里满足食客
的味蕾。

姜家山村家家户户都种花椒树，椒麻
的香味早已从村民的舌尖沁入了心田。

一有新生儿诞生，家里就用花椒和艾
草煮成的椒艾水擦洗身体；饭桌上吃啥都
要放点花椒，还爱吃嫩绿的花椒芽；村里人
睡前会用花椒水泡脚除湿气……

“春天一片绿，夏天一片红，冬天一片
白”，是花椒给姜家山村的美丽馈赠。而花
椒也让日子越过越红火。姜开创家里的 8
亩花椒地帮着他在城里买了房和车，行情
最好的时候一亩地能带来 1.5万元左右的
收入。

花椒带来了别样风景，更结出了产业
的果实。

姜家山村党支部书记杨志强介绍，村
里的花椒树至少是“太爷爷”辈，但以前种
花椒是单打独斗。如今，依托马街镇下南
山片万亩花椒基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
级花椒协会 1 个，培育花椒技术人员 258
人，2024 年全村花椒总产量达 19.6 万斤，
产值达980万元。

“大家一起种花椒、闯市场，人均增收
近万元。”杨志强说，要技术，政府派专家指
导；要市场，花椒基地跟商家对接；要收入，
花椒林还套种马铃薯、玉米等作物，一亩地
赚几份钱。

一条直达餐桌的花椒产业链条已在这
里形成：以马街镇下南山片万亩花椒基地
为中心，当地已建成火锅食品类企业从原
产地到终端的供应链，实现了企业盈利、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

小花椒赢“麻”了。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和电商的迅速发展，让麻香飘向更远方。

坐落在马街镇的武都花椒大市场提供
了花椒交易、加工、储藏等服务。花椒成熟
时，200 多家摊位前人山人海，椒香四溢，
吸口气嘴里都麻。日加工量达 20吨的花
椒无尘加工车间内，花椒还要进行色选、真
空包装等精细加工。

武都花椒大市场有限公司经理袁启力
介绍，花椒成为当地“名片”，不仅销往四
川、重庆、北京等地，更通过网络远销东南
亚等海外地区。2024 年该企业帮助椒农
销售花椒600多吨，销售收入达4200万元。

“我们大力发展线上销售，让我们的
‘椒冠军’品牌花椒走出去，去年线上销售
额达600万元左右。”袁启力说。

姜家山村，此时满山青绿，正是花椒花
开绽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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