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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先忠对话王先忠////村民的存款在山上，也在厂里
记者 田朝艳 汪 舒 曹阜金

“我的存款在山上！”在外创业的细沙河村村民王先忠从这句话里嗅到了商机，认
为农民种竹笋有收入，那么加工竹笋也可以致富。 记者 田朝艳 摄

2017年2月，人民日报社记者在镇雄
县杉树乡细沙河村采访，记录了一位村民
从抵触“退耕还竹”到“靠山吃山”的转
变。“靠山吃山，吃得长久才能心安，我的
存款在山上。”在记者面前，在满山竹林
间，这位村民如是回答。很快，一篇以《我
的存款在山上》为题的稿件，在《人民日
报》刊发，镇雄县杉树乡的竹产业开始引
发社会关注。

“我的存款在山上！”当年报道的
标题成了如今当地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之一。

在外创业的细沙河村村民王先忠或
许是从这句话里嗅到了商机，既然农民种
竹笋有收入，那么加工竹笋不是也可以有
收入吗？经过 20 年的培育，杉树乡细沙
河村的竹产业已从2002年的千亩示范基
地规模扩大到3.8万亩，对竹笋进行深加
工其时已至。

2020年，王先忠回到细沙河村，随即
一家名为镇雄县众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众兴公司”）的企业也在
细沙河村落地。

刚冒尖的方竹笋才与深秋的好天气
打了个招呼，就被眼疾手快的笋农收割进
了口袋。

2024 年 9 月，乌蒙山片区迎来了采
笋季，作为竹笋加工企业，众兴公司同
样处于忙碌阶段。王先忠在细沙河村
的各个收笋点来回调度，响不停的电话
里都是有关收笋的情况，这一季竹笋的
收购质量关乎厂里 160 余人就近务工群
众的收入，他格外重视。

镇雄西部的杉树乡细沙河村，地处镇
雄、彝良两县交界处，因为近年来竹产业
迅猛发展，2022年11月1日，被农业农村
部公示为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雄县作为昭通市竹产业的主产区
之一，竹林面积达104.5万亩。

在离开细沙河村外出创业前，王先忠
与竹的关系较为简单，“2000年退耕还林
时，家里就种上了竹子，竹笋都是采来炕
干后，做成干竹笋自己吃，吃不完的就卖
给前来收购干竹笋的四川人。”20年过去，
当竹子种植蓬勃发展成一个产业时，王先
忠凭着在外打拼时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把
目光放在了延伸竹产业链条上，选择回乡
发展竹笋加工。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离开细沙河在外的日子，王先忠逛

超市时看见陈列在货架上的泡椒笋一
袋售价 5 元，他数了数，袋子里面有 5 根
竹笋。“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在细沙河
建 一 个 加 工 厂 ，把 竹 笋 留 在 本 地 加
工？”这一偶然萌发的想法，终在 2020
年成为现实。

2020 年，细沙河村发生的两件大事
让村民兴奋不已。一是经过 5 年脱贫
攻坚的努力，细沙河村脱贫出列，二是
期盼已久的宜昭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王先忠抓住机遇，将昆明的砂石料厂
出让后，立即回到细沙河。

“就眼前来看，建厂能解决村民的就
业问题，让他们实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长远来看，竹笋加工可以形成本地产品品
牌，通过品牌营销，细沙河的好竹笋更值
钱。”王先忠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
振兴需要农业产业的兴起，交通条件改
善为细沙河村的农产品走出大山提供
了可能。

细沙河有了竹笋加工厂后，村民早
上背着背篓进山，晚上就可以拿着钱回
家，实现工资“日结”。到众兴公司的竹
笋加工车间上班，薪酬实现了“月结”。
在偏远的细沙河，出现了工业化形态的
雏形。

“王先忠的公司就是个交易市场，他
们建好厂后，我们卖竹笋就方便多了。”刚
从山里采笋归来的贺正友拉着 400 多斤
的竹笋正准备下山，“王先忠这个人很实
在。”和记者简短交流后，贺正友匆忙奔向
王先忠的竹笋收购点。

5年来，从边建厂边生产到全产业链
生产，从加工半成品到拥有“森林众兴”

“雨生王冠”两个品牌，细沙河的竹产业实
现了从一产到二产的升级，王先忠想让家
乡的竹笋更有市场竞争力和产业价值的
梦想正在实现。众兴公司商业价值与日
俱增的同时，社会价值也在逐渐凸显。众
兴公司长期用工160余人，以中年妇女为
主，家门口的企业为不能外出务工的群众
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一老一小”难题。

众兴公司中的“众兴”二字，是王先忠
回乡后，请村民们帮忙想出来的，公司
Logo的寓意可以解读为：一群人托举着一
个人往前走，一个人带着一群人往外走。

“这样公司才能走得更远。”王先
忠说。

正如村民贺正友所言，王先忠很实
在。他实实在在地把厂建好、把竹笋产品
做好、让村民在厂里也有存款。

回乡创业
乡情给了我无穷动力

记者：你在外打拼期间，是否关注着
家乡的发展变化？

王先忠：我 1999年到昆明务工，先是
承包别人的砂石料厂来经营，2007 年开
始，我便自己开砂石料厂。在外期间，一
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特别是 2012
年彝良“9·7”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时，我为
细沙河村的灾后重建提供砂石料，亲眼见
证了细沙河的变化，当时便产生了回乡发
展的想法。

记者：你选择回到细沙河，是主动还
是被动？

王先忠：主动。
记者：怎样理解你的主动？
王先忠：我在外面的超市里看到竹笋

价格卖得贵，一包泡椒笋 5 根就卖 5 元。
对于地方来说，你没有加工企业，只能将
好竹笋作为原材料低价卖出。当时我就
在思考，我们明明有资源，为什么没有工
厂进行二次加工，然后包装起来进入市
场。看到这一现状后，我便决定回到细沙
河，创办竹笋加工厂。回乡创业的首要目
的肯定是赚钱，要保障自己的生存，第二
也有家乡情怀，家就在这里，父老乡亲、亲
戚朋友都在这里，想回家乡做一点事，依
托细沙河竹资源优势，延长竹笋产业链，
打造属于家乡人自己的竹笋品牌，让家乡
的好竹笋更值钱。

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都能见到自己
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兄弟朋友，每天都过得
很充实。乡情，给了我无穷动力。

打造品牌
细沙河的“众兴”效应

记者：在你开砂石料厂的时候，你也
是一个企业主，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你学
到了什么？是否为你后面创办竹笋加工
厂积累了经验？

王先忠：有一些，但不多。其实在开

砂石料厂时，我是个体户，管理比较粗放，
没有任何规章制度，钱左手进右手出，只
要我年初账上有10万元，年底有11万元，
就算赚到了 1万元，这就是个体户的经营
状态。做生意，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比如
讲诚信和重品质。

记者：你外出创业时从事的是砂石料
加工企业，但是之前，你多年生长在细沙
河，你所接触到、观察到的是农业，那你觉
得从事加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王先忠：农业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有原材料优势，我们做深加工更看重地方
的原材料资源优势。食品行业是今天吃
了明天还要吃，存在人就存在消费，竹笋
也是，今年长，明年还长，具有持续性，是
一个可长远发展的产业。

记者：你开始做竹笋加工时，细沙河
的竹笋产业是个怎样的现状？

王先忠：之前在离我们加工厂的不远
处有一个公司在做竹笋加工，现在已经停
办了。因为当时竹笋产量有限，笋农的竹
笋主要靠外来采购商收购，且以原材料的
贩卖为主，比较原始单一。

记者：在细沙河建一个竹笋加工厂有
何商业价值？

王先忠：交通不便的时候，笋农把竹
笋采集起来销售给外来的商贩，没有我们
直接收购划算，我们收购和外销给商贩的
差价每斤在0.5元左右。自从我们的竹笋
加工厂建成后，2020年竹笋收购价是每斤
3.2—3.8元，今年是每斤 6元多，去年每斤
7—8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有了加工厂
后，细沙河的竹笋产业便不会永远处在产
业链的最低端，而是更有市场竞争力，老
百姓的收益也会越来越多，这是最直接、
最现实的。

记者：从建厂到现在，你是如何规划
布局的？

王先忠：2020 年 1 月开始规划建一
个占地 20 亩的竹笋加工厂，原计划 2020
年到 2025 年突破一个亿的产值，目前这
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前期一直是做半成
品加工，后面才做成品，先安排销售人员
调研省内外市场，现在在成都、长沙设置

了办事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产品涵盖
两大类型：清水笋和开袋即食笋，注册了

“森林众兴”“雨生王冠”两个品牌。
记者：公司名为镇雄县众兴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众兴”二字有什么寓意？
当时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王先忠：这是我请村民帮忙起的名
字。众是三个人，上面一个人，下面两个
人，意思就是一群人托举，也有一个人带
领一群人共同发展的意思，众兴寓意自己
赚钱后，能带动大家共同发展。同时，两
个品牌的名字“森林众兴”意指众兴来自
大森林，细沙河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5%以
上，原生态的环境孕育优质竹笋。“雨生王
冠”是因为筇竹笋是笋中之王，方竹笋是
笋中之冠，用了笋中之王、笋中之冠两个
名字来组合的。

记者：随着加工厂商业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凸显，细沙河的竹笋产业规模逐渐扩
大，有没有吸引家乡的其他有志之士办竹
笋加工厂的想法？

王先忠：现在是有想法的没有钱，有
钱的没想法。村里也有几个人想建厂的，
目前条件不成熟。投资办厂需要一定的
资金实力，像我们这个工厂，从搭建厂房
到投产就花了 2300 多万元，不包括周转
资金，公司注册资金 3000万元，这几年的
实际运作资金是 5600万元。如果一季你
买不到 2500 吨竹笋就接不上下一季生
产，两季需要 5000多吨竹笋，没有稳定货
源，客源就稳定不了，生产车间也就稳定
不了，工人就稳定不了。

记者：竹笋从竹林到生产车间再到消
费者的餐桌上，你觉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
标准条件才能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王先忠：我们坚持顾客至上的原则和
精益求精的精神，铸造品质典范的标准，
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
严格把关。收购时，严格把关竹笋的老
嫩、干净程度，运输到厂后，立即进行杀青
处理，通过温度控制过氧化酶的完全灭
失；进入腌制环节要把控好盐度、酸度，确
保口感，再经过脱衣的工序，确保细小的
笋皮都能脱落；然后就是进行长短切分，
剔除老的、坏的，归类回泡；调味，严格遵
循配方标准，确保符合食品生产标准和满
足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要确保每一
批次的完成密封且打码日期正确；最后杀
菌、检品，检查封口、生产日期、袋内是否
有杂质……确保每一份产品送到消费者
手中都是合格的。

记者：在众多的竹笋加工企业中，众
兴农业是如何扩展市场并占得一席之
地的？

王先忠：我们会根据竹笋产品类型主
动联系商家，投放产品，扩展市场。清水
笋主要投放在餐饮市场，如连锁餐饮店、
批发市场等，一般全国各省都有大型批发
市场，我们在大型批发市场找几家进行投
放推广，这样就比较容易走出去；开袋即
食笋主要投放在大型商超、休闲零食店
等，主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推广。我们的
竹笋品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做强二产
让群众的存款不只在山上

记者：如何让“森林众兴”和“雨生王
冠”两个品牌进入市场并且有一定的影

响力？
王先忠：我们在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

势就是竹笋品质，昭通的竹笋受乌蒙山独
特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环境影响，竹纤维含
量高，比四川、贵州、重庆等地的品质好，
我们在价格上没有优势，原材料比他们的
贵，所以我们只能靠品质去赢得市场。我
们的加工工艺也有优势，我们能在短时间
内加工新鲜的竹笋，确保竹笋的营养不流
失，让消费者吃到最原生态的竹笋。

下一步，我们要着重增强品牌意识，
讲好品牌故事。立足品质打造品牌，讲好
细沙河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竹文化
历史；培养品质意识，从竹笋培育到竹笋
加工严格把关，让细沙河的竹笋卖出好价
格，让百姓的存款不止在山上，更在车间
里。宣传好细沙河悠久的竹文化，让更多
人知道我们的产品来自大森林，一个生态
环境很好的地方。同时，加强企业现代化
管理，打造好企业文化。

记者：众兴农业在将绿水青山转换为
金山银山的实践中，未来的重心在哪？

王先忠：老百姓早上背起背篓进山采
笋，晚上回来卖给我们就可以获得收入，
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直接的
体现。

原来大家都不稀罕细沙河的竹林，因
此有很多荒山，随着竹笋的产值增加，越
来越多的人重视竹林的管护，将荒山变成
青山，森林覆盖率提高了，人居环境改善
了，竹林产生的效益也越来越多，企业将
擦亮细沙河的竹笋品牌，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于我们企业来
说是好事。而从企业反哺地方来说，有我
们给群众托底，每斤竹笋可以提高 0.5-1
元的产值。

同时，工厂可以解决部分群众就近就
业问题，现在工厂有 160 余名长期合同
工，还有 400 余名季节性用工，基本是周
边乡镇的不能外出务工的人，合同工 35-
60岁年龄段的妇女居多，长期用工工人月
平均工资约 5000元，家门口就能就业，方
便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一定程度上
也解决了“一老一小”的问题。从我回到
细沙河建工厂的那一天起，就是带着对家
乡的乡情回来的，想力所能及地回馈家
乡，每年“六一”儿童节、教师节，我们会给
细沙河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师生送去关怀
和鼓励。我们还和镇雄县科技局合作了
竹产业提质增效项目，由众兴农业牵头提
供技术指导和化肥，帮助提升镇雄的竹笋
质量。

作为企业，未来的重心就是走生态
战略发展的路子，修炼内功，做好精深加
工产品，将竹笋、竹林的附加价值最大限
度地体现出来，企业发展得好了，也能带
动老百姓的竹笋卖个好价钱，解决更多
人的就业。我们将继续扩大工厂规模和
市场份额，帮助更多人实现就近就业，带
动更多有志之士投身竹产业发展。计划
再建 1 万平方米加工厂房，长期合同工
300人以上，季节工达 500人。

记者：你回乡发展竹笋加工厂的时间
基本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
振兴同步。以细沙河村为例，你觉得现在
乡村振兴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先忠：最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
乡村振兴需要有人回来，需要有能人回乡
创业带动企业发展，只有解决就业问题，
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地方才能发展起来。

返
乡

镇雄西部的杉树乡细沙河村，地处镇雄、彝良两县交界处的村庄，因为近年来竹产业迅猛发展，2022年11月1
日，被农业农村部公示为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雄县作为昭通市竹产业的主产区之一，竹林面积达
104.5万亩，其中细沙河村就有3.8万亩。 实习记者 兰 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