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阳区：苹果“经纪人”活跃乡村助农增收
◆通讯员 刘琪 余汝毅 凌先帅 冯源丽

近年来，昭通苹果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知名度不断攀升。随着产业发
展和市场需求，许多新兴职业也应运
而生，被称为苹果“经纪人”的苹果代
办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加入，减少
了外地收购商和果农之间交易的烦琐
环节，为把关苹果质量、带动果农增收
贡献了力量。

眼下，正值昭通晚熟苹果大量上
市的关键时期，昭阳区洒渔镇苹果交
易市场内车辆穿梭、人头攒动，一派
热火朝天的交易场景。来自洒渔镇
白鹤村的钱福平是一名苹果代办，他
一直在忙碌着。从选品、谈价、包装
到装车，他全程负责。钱福平介绍，
他家种有 7 亩苹果，主要品种是早熟
红露和中熟富士 2001。每年 10 月，
家里苹果销售完后，他从事苹果代办
工作，帮助家乡果农销售苹果。在代
办过程中，他为收购商对接果农、谈
价格、挑选苹果，并帮忙找工人包装
苹果、装车。钱福平只收取每市斤
0.1 元的代办费用。从事苹果代办 8
年来，他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通过
自己勤劳的双手增加了家庭收入。

“我们的晚熟苹果销量不错，大果可
以卖到每市斤 3元至 4元。现在是糖

心苹果口感最好的时候，很多外地收
购商纷纷来到洒渔收购苹果，洒渔苹
果很受欢迎。截至目前，经我代办出
去的苹果有几百万斤了。”钱福平满
脸笑容地说。

今年 30 岁的石廷强是来自盐津
县的苹果代办。在昭通苹果销售的
旺季，他每天都会到果园和市场仔细
查看、挑选苹果。看到满意的苹果谈
好价格后，他就挑出一个苹果，拿出
记号笔，迅速在上面标上品种、价格
和自己的电话号码，随后果农直接将
苹果送到石廷强的店铺，一单交易就
完成了。面对实地采购的客商，他耐
心讲解挑选苹果的方法。说起最近
的生意，石廷强喜上眉梢：“今年我们
总计发出 200 多万斤。我们每天都
在收货，有时候忙到凌晨 4时，到 6时
又开始收货，每天都比较忙。我认
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走进石
廷强的店铺，苹果特有的香味扑鼻而
来，只见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整齐
堆放，多名工人正在打包苹果。石廷
强代办的苹果外观好、品质优，获得
客户的一致肯定。

在石廷强的店铺内，来自东北的
收购商孔繁学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四
五年了，这人特别诚信。他不但网络
销售做得好，选苹果也有一套，我每次

到昭通就找他帮忙收购昭通苹果。在
东北，昭通苹果很受欢迎，因为下树比
较晚、糖心率非常高，口感好，所以我
们每年都收购几十万斤苹果带回东
北，市场售价每市斤8元左右。”

来自广西的收购商陈广城说：“昭
通苹果口感好，我今年是第二次过来
收购了。昭通苹果在广西比较受欢
迎，我们每年都会到昭通收几十万斤
苹果。这边代办比较负责，让我们收
售苹果能挣到钱，也让果农能赚到
钱。这些代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服
务，让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十分方便。”

石廷强告诉笔者，他原来送过快
递、学过挖掘机，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进
入了苹果代办这个行业。他在洒渔镇
苹果交易市场做苹果代办已经 6 年
了，每年通过他代办的苹果都有几百
万斤。为了进一步宣传好昭通苹果，
他还注册了抖音账号，拥有数万粉丝，
并通过网络吸引了一批稳定的客户。
他表示，今后将继续坚持诚信经营理
念，进一步做好昭通苹果的宣传推广
工作，助力当地果农增收致富。“昭通
苹果是我们昭通的‘金果果’，也是我
们昭通的一个特色产业，每年都会有
很多客商来我们这边收货。目前，昭
通苹果已远销全国各地，从海南到内

蒙古我们都有发货，客户的反馈都是
昭通苹果特别好。作为代办，我们从
中牵线搭桥，让果农的好果子卖上好
价钱，也让各地客商买到好苹果。希
望我们的代办工作能让昭通苹果更好
地销售出去，并打造好自己的品牌。
我将继续在网络上为家乡的苹果代
言，让更多人吃上美味的昭通苹果。”
石廷强信心满满地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洒渔苹果
交易市场从事苹果代办的人员已有数
百人，他们为当地苹果销售和宣传推
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编后语
“牵手”市场拓宽销售渠道
在市场交易中，当一方有需求，另

一方有资源时，若有经纪人从中牵线
搭桥，交易便能更加顺畅地完成。

近年来，昭通苹果产业持续发展
壮大，苹果经纪人（代办）也随之应运
而生。这些经纪人主要从事信息服务
工作，他们一头连着千千万万的农民，
另一头则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相连，是
拓宽苹果销售渠道的关键环节之一。
苹果经纪人的涌现，开启了苹果销售
新模式，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对助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成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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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
来，镇雄县母享镇湾沟村坚持以党建
引领“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
式，由企业负责菌棒生产、技术指导
和产品销售，村集体负责组织农户发
展食用菌种植，农户负责食用菌生产
管理，做到产品有销路、企业有效益、
菌农有收益。小蘑菇正逐渐成为湾
沟村乃至整个母享镇的“致富菇”“振
兴菇”。

走进湾沟村食用菌产业项目示
范种植基地，青山绿水间，菇棚林立，
菌香四溢，一排排菌棒整齐有序地摆
放在菌架上，一朵朵香菇也“撑”起了
一把把“小伞”，工人们穿梭其间正忙
着采摘、装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我家的地都租给基地种植香菇
了，香菇成熟我就来采菇，赚点生活
费。”湾沟村村民向林会边采菇边
说。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是采摘旺
季，由于上下班时间灵活，大家在家
门口就当上了“上班族”。

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和适

宜的温度，所种植的菌菇产量高、口
感好，很受市场欢迎。云南曦凯食用
菌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彭时产介绍，

“目前投入使用的大棚有 200 多个，
种植了180万根滑子菇菌棒，30万根
香菇菌棒，产能和效益都不错，香菇
我们主要销往长江以南，滑子菇则是
销往全国各地。”

另一边，吕拴芳正指挥工人们把
初加工过的菌菇装车。吕拴芳是河
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润龙食用菌加
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是他第一次
到镇雄，也是第一次和镇雄的企业合
作，一定要自己亲自考察过才放心。

“这个基地规模很大，管理也很
得当，栽培出来的食用菌质量过关，

工人做事情不拖沓，而且交通也比较
方便，后续我们公司将与基地建立长
久合作关系。”吕拴芳说。

母享镇湾沟村食用菌产业项目
示范种植基地建有菌棒生产区和
食用菌种植区，总占地面积 403.5
亩，共建设大棚 374 座，集菌棒生
产、食用菌种植、产品加工、市场销
售为一体。

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就业。为满
足种植、加工等用工需求，基地增设
了许多就业岗位，带动当地 200余名
群众实现增收200万余元。

“现在上班的地方就在家门口，
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赚钱，太好了。”
湾沟村村民吴学亮自基地建成就来
上班，以前做水电工人，现在主要负
责煮菇，每个月工资到手有 10000元
左右，已经成为了业务能手。

“我们计划到 2025年上半年，盘
活所有闲置大棚，培育 280 万根菌
棒，满负荷生产。”对于今后的发展，
彭时产已经规划好了蓝图，“预计明
年年产值能达到 2000 万元，可提供
就业岗位 300余个，届时可带动周边
更多群众和我一起增收致富。”

镇雄湾沟村：“小菌菇”撑开“致富伞”
◆通讯员 罗 伟 林绍博 程 芳 文/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晓艺 李懿珊
陈光洪）初冬时节，柑橘飘香。时下
正值永善县黄华镇“红美人”柑橘
成熟上市之际，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果农采摘、选果、装箱、打包的忙碌
身影。

走进黄华镇米贴村的明群柑橘
种植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柑橘树在
微风中摇曳，一个个色泽诱人的“红

美人”挂满枝头。果农们手持剪刀穿
梭在果林间，挑选色泽光亮的成熟果
实，林间不时传来剪刀的“咔嚓”声，
不一会儿，一筐筐“红美人”就被装得
满满当当。

今年 10月，大永高速公路正式
通车。昭通中心城市到黄华镇的行
车时间由原来的 4 小时缩短至 1 小
时，在方便沿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

成为农产品外销的“快车道”。
永善黄华明群柑橘种植家庭农

场负责人刘宗明说：“以前我们的水
果要运到外面去卖，路途远，运输成
本高，还容易损坏。现在太好了，大
永高速公路通了，客商直接开车到村
里来收购，我们的水果也不愁卖了，
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卖上千斤，今年的
收入比往年多了不少。”

据了解，黄华镇现有“红美
人”柑橘、白桔、脐橙、枇杷等特色
水果种植面积 3 万余亩，其中柑橘
1.2 万亩。目前成熟上市的“红美
人”约 1000 亩，白桔、脐橙也陆续进
入成熟采摘期。当地群众正借助
便捷的交通，通过线下线上销售方
式销往全国各地，让当地特色水果
跑出“加速度”。

永善“红美人”柑橘走俏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明星 周芊芊）近年来，大关县始
终把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作为保障民生、促进社
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多种措施推进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打通留守儿童关爱守护的“最后一米”。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画个小兔子呀？不会吗？那我
教你画吧，然后自己涂颜色好不好？”在大关县靖安安置
区福兴社区举行的“相守计划”留守儿童关爱项目所开设
的课余特色课堂上，志愿者和社工带着孩子们以手提袋
为素材进行绘画创作。课堂上，志愿者和社工引导孩子
们仔细观察手提袋的外形特点，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
力，用绘画、黏土制作等方式装饰手提袋。在创作过程
中，他们一边讲解黏土的基本性质、操作技巧、注意事项
以及绘画中的色彩搭配，一边耐心地指导孩子们创作。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一会儿，一个个原本普通的
手提袋在孩子们的手中变成了充满童趣与创意的艺术
品，孩子们纷纷向志愿者和社工展示自己的作品。

“今天我画的是 kitty猫和烟花。烟花是老师一笔一
画教的，我今天特别开心。”管华莹小朋友提着画好的手
提袋，兴奋地讲述着创作过程与感受。

“我觉得这个袋子非常好看，因为这是我亲手做的，
是独一无二的。回家后，我要告诉奶奶这个袋子是怎么
做出来的。”童吉诗雨小朋友拿着做好的手提袋，迫不及
待地想马上回家与奶奶分享。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锻炼了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的能力，也为他们打开了一
扇温暖的心灵之窗。让他们在这个充满趣味与关怀的小
天地里，感受到被重视和关爱的美好。

据悉，“相守计划”是由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发
起主办的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该项目于今年9月落
户大关，以关爱留守儿童为切入点，整合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力量，并
招募270名社工及志愿者，将投入资金80万元，为大关县
留守儿童提供学习桌椅等物资，以及开展心理关爱、情感
陪伴等关爱活动。

大关“相守计划”

点亮童心

本报讯（通讯员 唐 飞 文/图）近年来，彝良县钟鸣
镇始终将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瞄准农村富余劳动力，通
过岗位精准对接实现就近就业，既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难”问题，又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有力助推农
民持续增收。

在晶鸣矿业有限公司车间内，数条流水线马力全
开，机器轰鸣声不断。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在各自岗
位上娴熟地分拣着大小不一的矿石，呈现出一派繁忙
景象。

“工厂离我家不远，骑车也就几分钟。在这里务工，
每天 130元，既能挣钱，又能顾家，一举两得。”工人邱琴
洪家在钟鸣社区马鼻组，由于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
孩，不能出远门务工，便选择在这里就近就业。

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我们公司上班的大多是周边
村民，很大一部分工人因为上班时间灵活、离家近、工资
待遇不错而选择我们公司。公司现有员工 180多人，每
月发放工资60万余元。”

为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钟鸣镇紧
紧抓住晨狮建材水泥厂、渝昆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机
遇，加强与工矿企业的协调对接，并与辖区6家企业签订
劳务用工合同。深入开展劳动力资源排查和岗位推荐
活动，实行企业下“订单”、学员“选单”培训模式，组织开
展叉车、电工等实用技术培训，让普通劳动力通过培训
取得技能证书，丰富就业技能。同时，该镇依托烤烟、竹
笋、天麻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通过“党建引、能人
带”的方式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当地群众

“有活干、有钱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彝良钟鸣镇多举措

促群众就近就业

为您导读

昭通职工代表队在省级比赛获佳绩

——详见第2版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杨 猛 左
超）11月 26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
市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听取和研究解
决来访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

“四下基层”，扎实开展领导干部包案
化解和接访下访，常态长效做好信访
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王宁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听

取他们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外卖骑
手充电设施建设等问题，与有关负责
同志共同商议解决办法，对群众诉求
一一给予答复，叮嘱地方负责同志认
真跟进落实。他强调，各级党委、政
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换位思考、举一反三，把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关心服务新就业群体
需求，特别是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等工作抓具体做实在，维护好

保障好群众利益。
王宁听取全省信访案件化解情

况汇报，充分肯定信访工作取得的成
效。他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
求，压紧压实维护社会稳定政治责
任。要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常态化开
展排查治理，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
要从信访中反思和改进工作，强化依

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减少信访问
题发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动态掌握各类矛盾风险，做到发现在
早、处置在小。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
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带头化解疑难
复杂信访案件，把信访制度优势转化
为社会治理效能。

王显刚、胡大鹏，省直相关部门、
昭通市及昭阳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接访。

王宁在昭通市接待信访群众时强调

常态长效做好信访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