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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冬日暖阳下，新收获的丝瓜堆满仓库，忙完

农活的三五村民端坐在缝纫机前，忙着加工丝

瓜络产品，不一会儿，一个个圆圆的丝瓜络茶杯

垫便制作出来。

11月 26日上午，社旗县饶良镇程洼村，村

民崔燚博、曹方夫妇开办的家庭作坊里，村民们

正在赶制丝瓜络订单产品。

驱车 40 余公里再到社旗县城，只见崔燚

博、曹方夫妇在新租的门店里正忙着往货架上

摆放丝瓜络产品，三台电脑锁定淘宝网上商店，

不时传出客户求购订货信息。样品展示柜里，

原生态的丝瓜络有的一米多长，有的滚圆如同

一个皮球，白中泛黄的颜色很是自然；加工好的

产品有丝瓜刷、茶杯垫、蒸垫、丝瓜皂、搓澡刷、

鞋垫、宠物玩具等，多种产品令人眼前一亮。

深耕丝瓜产业奔富路，广袤田野筑梦想。

从 2017年至今，崔燚博、曹方夫妇与丝瓜结缘，

种丝瓜、收丝瓜、加工丝瓜，用小丝瓜诠释了“生

产+加工+销售”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光明前景。

“最初，我们用两亩地试种丝瓜，后来发展

到近百亩，丝瓜品种几十个；再后来与丝瓜种植

专业合作社合作，收购农户种的丝瓜进行加工，

产品几十种，通过网络远销全国各地，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也经常有售。目前，丝瓜络产

品年销售额 300余万元。”提起丝瓜创业史，曹

方如数家珍。

“干农业缘于一种情怀！”作为土生土长的

社旗人，崔燚博、曹方夫妇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

情。这些年，他们一方面不断钻研丝瓜种植技

术，一方面创新丝瓜络产品，同时也带动乡邻走

向致富路。

曹方说，农业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大，近年

来，政府配套打了机井，地头修了边沟，大大改

善了生产条件。同时，县农业农村局推荐她参

加头雁项目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训，让她的眼界

思路大为开阔。“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扶持，我

们会坚持走好丝瓜产业化发展道路。”谈及未来

发展，曹芳目标明确。③6

眼下，正是大棚香菇的采摘季。走进镇平县高

丘镇谷营村香菇种植基地大棚，一排排食用菌棒错

落有致，棒体上的香菇，透着一股鲜活的生长气息，

小小的香菇撑起了乡村产业兴旺的“致富伞”。

“现在菇棚里每天都有新菇长出，不仅品质优良，而

且菇柄厚实、菇形饱满。在采摘过程中，我们选择成熟

度适宜的香菇，避免影响香菇品质。”谷营村香菇种植基

地负责人付文芳介绍说，该基地占地40余亩，有20个香

菇大棚，每个大棚有 7400多袋香菇菌棒，从今年 9月份

出菇进入采摘季，将持续到明年 3月份，按一个菌棒出

2.5公斤香菇算，预计年产鲜菇可达37万公斤。

谷营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

境，为香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该

村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并注册成立专业合作社，开展

商业合作，同时充分发挥村干部和党员的先锋带头

作用，大力发展香菇产业，形成稳定的规模和收益，

吸引农户自发种植，促进增收致富。

在香菇烘干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着把采摘的新

鲜香菇摊铺拣选，然后进行烘干处理，确保香菇的形

状、色泽、香味达到最高品质。“可别小看这干香菇，1
斤能卖 30多块钱呢。”付文芳说，谷营村的香菇基地

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 5万元的收入，还安排了

周边 60余名闲散劳动力务工，解决了农村闲散人员

就近就业的问题。

“香菇个头虽小，在我们眼里是个宝，附近不少

村民靠它实现增收呢。”在基地务工的村民靳怀兰

说，自从家门口有了香菇基地，她就到香菇基地打零

工，采摘、分拣香菇，然后烘干、装箱，每月能挣 2000
多块钱，家里的活儿也不落下，收入也很稳定，实现

挣钱照顾家两不误。

近年来，镇平县将食用菌产业作为山区支柱产

业，坚持生态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不断拓展和延

伸产业链条，培育出以香菇、羊肚菌、双孢菇等为主

的 10多个食用菌品种，带动脱贫户 1000余户走上生

态种植之路，实现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走出了一条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

民富的产业发展之路。③6
近年来，卧龙区立足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带动群众创

业增收。图为 11 月 30 日，村民在该区谢庄镇掘地坪村蔬

菜种植基地大棚里采收青菜。③6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种丝瓜、收丝瓜、加工丝瓜、网销丝瓜产品——

深耕丝瓜产业奔富路
本报记者 陈杰超 张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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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撑起“致富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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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飞）近日，邓州市 2024年
秋季服装缝纫工技能培训班在该市穰东镇开

班，吸引了 100余名群众参加。

培训老师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的实操互

动教学模式，深入浅出地传授服装加工专业技

巧和安全生产规范。培训课程贴合实际，内容

循序渐进，确保学员能够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

在穰东镇服装产业园伟恒服饰有限公司车

间内，学员们通过亲身实践，进一步巩固了所学

的缝纫技术。学员们纷纷表示：“不仅学到了服

装加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看到了在家门口

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希望。”

近年来，穰东镇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资源

优势，聚焦服装生产加工产业，积极融入“1+N”
乡村振兴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三个基地”建设，

百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此次培训不仅

为群众提供了掌握服装加工基本技能和专业知

识的平台，也为邓州市服装加工产业的持续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人才动力，有效促进了群众就

业和创业。③6

邓州邓州市举办技能培训班市举办技能培训班

让群众吃上让群众吃上““技能饭技能饭””就业路更宽就业路更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