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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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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来，威
信县麟凤镇坚持把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
的特色养殖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因地制宜发展林下养鸡产业，走出了一条
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之路。

最近，笔者走进麟凤镇五谷村花羽鹊山
鸡养殖基地，只见一只只羽毛鲜艳、能飞善跑
的鹊山鸡在山林里悠闲地觅食。

五谷村花羽鹊山鸡养殖基地占地 200余
亩，远离村庄，四周群山环抱，生态环境优越，
气候适宜，为鹊山鸡的生态放养提供了优渥
的自然条件。威信鹊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李绍恒告诉笔者：“将鹊山鸡放在大山
里饲养，每天可以呼吸大山里的新鲜空气，
享受充足的阳光，然后进行大量的运动，饮
用纯净的山泉水，还可以吃到山里的蚂蚱、
蚂蚁和各种野果，再喂些玉米，这种深山生
态放养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鹊山鸡肉

蛋的高品质。”
除了“天时地利”，麟凤镇的林下养鸡产

业能够向阳发展，更离不开的是“人和”。李
绍恒在 2021 年初成立了五谷鹊山鸡养殖场
后，在当地村委会的积极引导与鼎力支持下，
于2022年正式注册为威信鹊山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通过近些年的不懈努力与实践经验的
不断积累，如今基地鹊山鸡年饲养规模稳定
保持在 1万羽，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更
是质量与效益双提升的体现，为当地农特产
业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我们平常在基地帮忙喂鸡、捡鸡蛋，还
包吃包住，工资每个月都有两三千元，做一年
有将近三万元收入。”麟凤镇麟凤村王家寨村
民小组村民李绍强高兴地说道。

自基地建成以来，合作社接纳了 10多名
村民就近就业，并通过“代养合作经营”的模
式带动 93户农户利用自家庭院养殖鹊山鸡。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优质鸡苗、饲料和养殖技
术服务，对农户养殖的鸡和鸡蛋保价回收，最
大限度地降低农户的成本和市场风险，让每
个农户都得到实在的利益。”李绍恒介绍道。

为了做大做强林下养鸡产业，让身边的
绿水青山变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麟凤
镇结合镇情村情实际，用好用活各类项目扶
持资金和政策资源。“我们将充分利用上海松
江区帮扶威信县的契机，积极对接，让合作社
生产的鹊山鸡肉蛋销路有保障，同时主动落
实产业扶持政策，指导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助推
乡村振兴。”麟凤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代
虎林说道。

如今，麟凤镇的林下养鸡产业正向“基地
养殖面积 3000亩，鹊山鸡年存栏 5万羽，带动
周边 1000户乃至全镇农户代养鹊山鸡”的目
标前进。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一种技艺宛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那便是编箩筐。编箩筐作为老
百姓保留至今的一门传统手艺，一般采用荆
条、竹材等原材料进行编制，但巧家县大寨镇
的黄福玉却独辟蹊径，利用 20 多种颜色的塑
料藤条混合编制花篮、花瓶、背篼等，外观大
气、色彩多样，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带来了经
济收益。

“我 14 岁就开始学编制，那时候是用竹子
进行编制，编好后可以售卖来补贴家用。”谈起
箩筐编制，黄福玉侃侃而谈，“在开始编制的时
候，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弄一个宽 25 厘米左右
的底口，将筐底的篾条收拢，再扯一根细长的
塑料藤条，然后一圈圈来往穿梭往上编，箩筐
的雏形就出来了。为了使编制物更加牢固，在
收口时需要用不锈钢钢丝进行锁边，一般需要
一天才能编制完成 1个箩筐。”

今年 59 岁的黄福玉是个编筐能手，他 14
岁就跟从父辈学习编筐技艺，并一直传承这种
传统工艺，这一干就是 40多年。2021年，白鹤
滩水电站移民搬迁后，黄福玉搬迁到了大寨镇
下王家湾移民安置区，他有了更多时间投入编
制工作。他表示，他有一次不经意间在网上看
到有塑料藤条可以用来编制各种箩筐，瞬间吸
引了他的关注。于是他开始用塑料藤条来编
制，并将传统编制技艺和现代编制技巧有机结
合，创作出当下流行的编制品等，编出的成品
不仅坚固耐用，还带着一种独特的美感。

“过去，竹编主要是为了实用，现在编筐主
要是观赏。”黄福玉介绍，编筐是个精细活儿，
很考验人的耐心。一有空余时间，他就投身于
编制工作，目前主要有花篮、花瓶、背篼等形式
各样的编制品，箩筐因外观设计独特，深受当
地群众的喜欢。黄福玉编制的产品售卖价格
比较亲民，相对网上较便宜，因大小而定，大的
能卖 150 元左右，小的能卖 60 元，一年能卖几
百个。

如今，黄福玉不仅传承了编制技艺，还把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

惠风和畅，万物葱茏。当下正是
黄桃生长挂果的关键时节，为提升黄
桃产业田间管理技术水平，连日来，
盐津县农业科技人员走进滩头乡滩
头村上坝村民小组，开展黄桃栽培
管理技术现场培训，助推黄桃产业
提质增效，助力果农增产增收。

“现在黄桃开始挂果了，我们要
对多余的枝条进行修剪，结密了的
果子要疏剪一下，这样可以提高黄
桃产量。”盐津县高级农艺师欧国
斌说。

培训中，农业科技人员围绕黄
桃栽培管理的关键领域展开，即果
树管理、果园及园区管理、病虫害防
治。培训内容涵盖了修剪、肥料选
取、施肥、灌溉、土壤管理以及果园
清理等多个方面。农业科技人员详
细讲解了幼树的修剪技巧和肥料施
用原则，帮助果农掌握幼树健康生
长的关键要素；针对果树的生长特
点，提出包括修剪、施肥、灌溉等相应
的管理措施，旨在提高黄桃的产量和
品质；从土壤管理、果园清理等方面
强调果园整体管理的重要性，为黄桃
的优质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结合当
地病虫害发生情况，向果农介绍了有
效的防治方法和策略，帮助果农降低
病虫害对黄桃产量的影响。

农业科技人员还从黄桃的生物

学特征、对环境的要求、土肥水管理、
整形修剪等方面为桃农解疑释惑，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黄桃的种植、施肥、
剪枝、病虫害防治等重要栽培技巧，
并走进桃园现场示范如何修剪黄桃
枝，逐一解答桃农所提出的问题，让
桃农直观地了解黄桃的种植方法和
管护技术，提高了桃农发展黄桃产业
发家致富的信心，参训桃农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

村民陈学付家一共种植了 50亩
黄桃，已挂果投产 30 亩，年产黄桃
15000 斤。按市场价每斤 8 元钱计
算，产值已达 12 万元，除去成本开
支，获得纯收入8万元。本次现场培
训，为他更好地发展黄桃产业增添了
信心和动力。

“黄桃管护得好，一年的收成就
好。这次培训很详细、很清楚、非常
及时，我学到了新的黄桃栽培技术。
接下来，我要按照规范化种植的技术
要求，管理好自家的 50亩黄桃，争取
今年获得丰收，增加收入。”种植户陈
学付乐呵呵地说道。

近年来，滩头乡立足优势农业资
源，从品种选育、规模种植、常态化培
训、品牌创建等方面入手，持续发展
壮大黄桃产业。目前全乡已经种植
黄桃300亩，实现产值120万元，曾经
的荒山变成美景如画的“蟠桃园”和
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通过此次培训，果农们的栽培
技能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盐津县产业发展科技服务团将
继续关注滩头乡黄桃产业的发
展动态，为果农们提供更加全
面、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推
动黄桃产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盐津县
农业科技人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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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麟凤镇林下养鸡产业正向“基地
养殖面积3000亩，鹊山鸡年存栏5万羽，带动
周边 1000 户乃至全镇农户代养鹊山鸡”的目
标前进；盐津县村民陈学付种植 50 亩黄桃，
产值已达 12 万元，除去成本开支，获得纯收
入 8 万元；巧家县村民黄福玉编制的箩筐五
六十元一个，一年能卖几百个。在昭通广
袤的乡村，从事特色产业的群众不少，一个
个土特产特而优、特而美、特而强，让人印
象深刻。

乡村振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
是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
育壮大特色经济，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
键。2019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
创建“一县一业”示范县加快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择
优创建 20 个“一县一业”示范县，每个示范县
培育 1 个主导产业、建设 10 个以上“一村一
品”专业村。2023 年 8 月公布的《云南省乡村
振兴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应当因
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

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特色资源、关注
市场需求，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根据当地
的气候条件、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地形地

貌、土壤有机物等，选择出适合当地发展的
蔬菜、水果种植业和生态养殖业，或者发展
乡村民俗旅游业等，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
林、宜牧则牧、宜开发生态旅游则开发生态
旅游，真正把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好，使农村
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
之上，最好能打造成“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应基于当地的自然
环境，合理利用当地资源，选择适合本土条
件的产业类型，并把控其规模大小，在挖掘
本土特色产业价值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自然
环境，注重生态效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科技兴农、智慧兴
农”，积极组织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第
一线，做到技术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到产业；
抓好资金筹措，继续加大各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力度，推广“平台公司+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扶持好龙头企业，
扶持好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激发
广大农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产业精
准带动、群众精准受益，助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繁荣。要注重在“主体培育、
策划包装、供给结构、质量监管、网络营销”
等方面下功夫，把“一村一品”规模做“大”、
品牌做“响”、产品做“优”、品质做“好”、市场
做“活”。

特色产业应成乡村振兴重要途径
韩兴国

黄福玉编制的
手工花篮。

李绍恒和他养殖的鹊山鸡。

盐津县农业科技人员
走进“蟠桃园”为桃农提供
培训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