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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在大营镇的一家艾草产

品生产企业内，工人加班加点生产“网

红”枕头。“我们利用艾草加工成艾草

足浴包，销售很不错，还有这个‘网红’

枕头，市场需求也比较大。”该企业负

责人黄艳荣介绍，企业已研发出艾灸

材料、针纺、特色产品等三大类70多种

艾草产品，产品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

国各地，其中网上销售量占全年总销

售的三分之一，艾草产品成了名副其

实的“网红”。

随着艾草加工链条的不断延伸，大

营镇集艾草种植、仓储集散、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也正在初步形成。

在该企业的艾草生产车间里，大

量的艾草原料整齐地码放在仓库。“只

要种了就回收。”为了发动更多农户种

植艾草，企业负责人黄艳荣给有意向

种植艾草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大营镇地处浅山区和丘陵地带，

传统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因为缺水，产

量低，但耐旱的艾草非常适合。艾草

种植技术简单、管理粗放，基本不用喷

药施肥，而且当年就能见效，经过测算

核实，一亩地年产值在2000多元以上，

比种植传统农作物收入要高。

“我们收购老百姓的艾草过来进

行深加工，制作成艾绒艾条等一些艾

产品，提高艾草的附加值，增加收入。”

黄艳荣说，经过多次尝试品牌推广，他

的艾草产品打通了中国精准扶贫网、快手、抖音、淘宝

等多个线上销售渠道。从单一艾条发展到艾绒、艾枕、

艾毯、艾茶、坐垫等。如今，黄艳荣的艾产品实现了单

月毛利润过百万元。更重要的是，在艾草产业发展过

程中，使得企业、农户、村集体都能从艾草产业中获益。

今年年初，大营镇党委、政府在判断出艾产品市场

空间大的特点后，抢抓机遇，抢占市场，确定把艾草产

业作为该镇另一项支柱产业来发展，积极引导农户广

泛种植，助推农户脱贫致富。

“这是我们开设的艾灸馆，还开展了免费的艾灸培

训，让更多的人通过技能培训掌握艾灸技术，从而实现

就业创业。”在开馆两个月的艾灸馆里，黄艳荣的丈夫

李小川介绍说。

“现在，我镇的上李庄村、边庄村等村与黄艳荣达

成艾草种植协议，开始流转600多亩土地进行艾草示

范种植。我们计划用两年时间，使艾草种植面积达到

7000亩，不久的将来，大营镇在‘汝瓷之乡’基础上又

多了一张‘艾草之乡’的名片，使我们当地产品实现商

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大营

镇党委书记杨淑祯说。 （马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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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也是枣树嫁接能手了。学会了嫁接技术，可

以把自己田地里的酸枣树嫁接成枣树，成熟的时候就能

卖枣子挣钱了。”4月6日，观音堂林站滴水崖村组织村民

开展嫁接技能培训，贫困户胡大妮开心地说。

滴水崖村的道路两边，随处都能看到酸枣树。因为

酸枣树很难成树，它嫩条生长快，老杆却生

长得十分缓慢，亦称“铁树”，所以一直以来

乡亲们只把酸枣树作为篱笆用。能不能在

酸枣树上做点文章？滴水崖村干部们纷纷

开动了脑筋，想出了“嫁接枣树”这个方

法。于是，说干就干，村干部购买了枣树穗

1500个，一方面是尝试枣树嫁接是否可行，

另一方面是指导村民们学习嫁接技术。

培训当天，在滴水崖村科技特派员的

指导下，30余名村民闻讯赶来，学习嫁接技

术。经过众人的学习与实践，4 月 6 日当

天，在郭沟组和滴水崖古泉处将1500个枣

树嫁穗的嫁接工作全部完成。“如果这批枣

树嫁接成功，待枣树成熟挂果后，滴水崖古

泉处可为游客提供新鲜冬枣，不仅能吸引

游客采摘，也能为贫困群众增加收入。”滴

水崖村支部书记胡旭豪说。

据观音堂林站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林站先后组织了

30多场技能培训班，以不断提升乡亲们的致富能力为目

标，以巩固脱贫成果为任务，“扶志”和“扶智”并举，激发

“内生造血功能”。 （李向楠 张玉鹏 张磊）

培训酸枣嫁接技能 激发内生造血功能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们愿意做群众

脱贫致富的引路人，有动力和信心帮助群众走好脱贫攻

坚之路，只要有一户未脱贫致富，我们都会一直在这里。”

在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来自

县委宣传部的帮扶干部。5年来，他们发扬“三股劲”精

神，把群众当家人，把山村当故乡，为贫困户送去了温暖

和关爱。他们扶贫更扶志，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大石扒村由4个自然村构成，贫困户172户。县委宣

传部分包大石扒村以后，跑项目、筹资金，修好了村里的

主干道数百米，安装太阳能路灯70盏，把村里的老学校

改造成了党群服务中心，带领群众种植花椒，增强了群众

的致富动力。

驻村工作队认为，在他们的5项主责主业中，最重要

的还是“建好基层组织”。他们积极吸纳和培养高学历的

优秀年轻党员到村“两委”任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为大

石扒村打造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阵地有了，班子有了，致富路上没有知识和信息可不

行。县委宣传部又为大石扒村送来了各类图书3000余册，

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架通了村子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从2017年起，每年春节县委宣传部都会自筹资金，

由帮扶责任人亲自为贫困户送去米、方便面、食用油等慰

问品，点滴爱心汇聚成爱的洪流。

经过努力，大石扒村花椒种植户突破80户750多亩，

平均每亩收入3000元以上。2019年经县委宣传部领导

多方协调，京宝焦化在大石扒村投资120万元援建一个

占地3.5亩的白玉木耳基地。截止目前，已经吸纳6名贫

困群众到基地务工，每月收入 2000 元以上，日产菌棒

8000袋，可以满足大石扒村及附近村庄的食用菌种植需

求，平均每户每年增收6000元以上。

“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甘做群众脱贫

致富的引路人”是县委宣传部帮扶干部的铮铮誓言。翻

开贫困户的明白卡，全村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7000元，比2016年翻了两番。如今，大石扒村成为县文

明村、人居环境先进村，党支部也被评为“三星级”支部。

贫困户已经基本脱贫，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也

越过越舒心。 （文亚勋）

愿做群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4月2日，在闹店镇葫芦种植深

加工基地，“巧媳妇创业基地”、“拥

军企业”、“扶贫产业基地”等一个个

牌匾格外亮眼，牌匾的背后是该基

地全力凸显企业社会责任的缩影。

“2016年12月我创办了葫芦种植深加工基地，经营

范围包括葫芦种植深加工、园林园艺、农耕旅游等，2017

年种植文玩葫芦80亩，初步建成了临时性游客接待处、

展厅、画室、晾晒棚、仓库等。”该基地负责人、退役军人崔

鹏凯介绍说，基地结合自身优势，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开辟了就业通道，参与除草、浇灌、棚架搭建、葫芦晾

晒、去皮等日常工作，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1200元的工

资，并针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辟爱心帮扶通道。

“我年龄大了，也不能出去打工，去年在葫芦基地干

一些锄草、打药之类的杂活，每月可挣2000多元，活儿轻

松还自由，并且能照顾家里。”该镇靳李村70多岁的贫困

户靳陆江因患白内障落下后遗症，但他还要照顾有精神

障碍的妻子，在葫芦基地打工增加了他的家庭收入。

此外，在葫芦播种和采摘季节，该基地还可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力20余人，其中像靳陆江一样

长期在基地干杂活的贫困户有7名。

在役为国尽忠，退役为党分

忧。该基地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

时，从 2018 年开始，主动为退役军

人提供葫芦种植、加工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服务，通过免

押金、免预付款的合作模式，鼓励他们积极“触网”，开展

线上葫芦销售；为退役军人提供土地，并免费提供葫芦种

苗、技术培训及灌溉设施，葫芦采摘后根据所签订的采购

协议，该基地统一现金回收；为退役士兵提供就业岗位，

并严格按照劳动法签订用工合同、享受福利待遇。目前，

该企业已安置8名退役军人就业。 （王向丽）

“小葫芦”彰显“大爱心”
安置贫困户7人，安置退役军人8人，成为“拥军企业”

越到最后时刻
越要响鼓重锤

产业兴 乡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