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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经济

在镇雄县中屯镇柳林村，有一座现
代化的面条加工厂，每天生产上万斤优
质面条，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里，就是
镇雄县擀面将面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
下简称“擀面将”）的加工厂。

在加工车间，记者看到成排的面条
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整齐悬挂着，随着传
送带缓缓进入恒温烘干区，宛如一道流
动的瀑布。

“面粉从生产线的一端放进去，约 6
小时后，干面条就从另一端出来。这条
生产线采用的是新型链挂式 800 型低温
全自动面条生产线，曾是全国最先进的
设备。”合作社理事常国顶告诉记者。

返乡创业
从“卖面人”到“擀面人”

常国顶的老家在中屯镇常家院子村
民小组，他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兄弟。

俗话说，出林笋子先折断。作为家
中长子，常国顶身上背负着重任。2008
年，常国顶读了一年高中便外出打工，辗
转广东、浙江等地，先后在五金厂、光电
科技公司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他还
是想回家乡发展。2015 年，常国顶辞职
回到家乡，准备创业。但干点什么好呢？

多年来，柳林村生产面条的小作坊
众多，“柳林面条”早已远近闻名。常国
顶发现，家乡的面条口感很好，在当地也
小有名气，但因销售渠道有限，导致许多
小作坊生产的面条销量不是很好。于
是，他购买了一辆面包车，穿梭于县内的
大街小巷和广大农村，走乡串户专门售
卖“柳林面条”。一段时间后，喜欢“柳林
面条”的人越来越多，他便收购了柳林村
所有作坊生产的面条，由自己统一销

售。当一个人忙不过来后，又叫来自己
的弟弟，兄弟俩一起走乡串户销售面
条。两年过去，“柳林面条”的市场越来
越大，现有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加之小作坊加工的面条口感不稳定，他
便和弟弟商量决定自建面条加工厂。

2017 年，常国顶利用自家房屋建成
一个 200 平方米的半自动化面条加工
厂，成立了镇雄县擀面将面条农民专业
合作社。面条加工厂日产量达 3000 多
斤，但还是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
他和弟弟一起成立了镇雄县香满派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盼望着在面条行业大
干一场。

2019 年，常国顶在柳林村摩海地村
民小组新建了一个 700 平方米的厂房。
至此，两个工厂每天可生产面条 8000斤，
却仍然供不应求。而且，由于设备智能
化程度不足，面条烘干采取的是日光晾
晒和锅炉烘干，导致面条干得慢，生产效
率低。尽管面条生意时盈时亏，但一家
人的日子在不断向好发展。

科技赋能
从小作坊到“擀面将”

一个产业要做大做强，离不开“天
时、地利、人和”。2020年，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
中，“擀面将”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这
一年，常国顶成功申请柳林面条加工厂
扶贫车间建设项目。项目由村集体投资
285万元，他自筹资金 400万元、贷款 300
万元。他投入 40 多万元把双山村民小
组的一块坡地推平、砌起堡坎，在 6000多
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 3000多平方米的重
型钢厂房。同时，斥资 450万元引进了一

条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新型链挂式 800 型
低温全自动面条生产线，实现了日产 3
万斤面条的目标。

常国顶深知，品质和效率是企业生
存的关键。新厂采用全自动化生产线，
从面粉加工到制成成品面条仅需 6 小
时，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
性。“擀面将”的原料选用陕西、河南、山
东等地的优质小麦，将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相结合，让“柳林面条”以口感筋道、
品质优良赢得了市场青睐。

常国顶特别重视面条的质量，凡是
达不到质量标准的产品，坚决禁止流向
市场，每年为此承受不少损失。2024年，
因技术把控失误，导致工厂加工的一批
面条品质未达标。常国顶得知后，立即
要求召回已售出的全部面条。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2024年，
“擀面将”的面条加工厂年产量达 800 万
斤；今年 1 至 5 月已生产面条 450 万斤，
全部销售一空。如今，“擀面将”面条通
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打开了更广
阔的市场，销售范围扩展至浙江、福
建、贵州等地，高峰期单笔订单超 10 万
斤。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合作社接到
了来自浙江省永康市的一笔订单，当
地一家公司订购了 6 万斤面条。常国
顶表示，等对方提供的专用包装材料
到位后，将用两天时间集中生产，包装
完毕后用一辆大型挂车直运永康市，
确保 3 天内完成交货。

只有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更好地应
对挑战。如今，“擀面将”已在多个平台
开设账号，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直
播带货，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进行
销售，日均订单量达 2000单。

情系乡梓
从“打工人”到致富“领头雁”

悠悠天宇旷，浓浓故乡情。常国顶正
是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乡亲们的深厚
情谊，才回到家乡发展。10年来，常国顶
始终牢记“企业源于群众，回馈群众”的初
心，整合当地面条厂资源，牵头成立了“柳
林面条”加工协会，带领大家抱团发展。
合作社的 25 名员工均为本村村民，其中
12 人是脱贫户，人均月收入 3000 至 7000
元，销售骨干月收入上万元。2021 年以
来，合作社每年都按政策向脱贫户分红，
累计分红超 33 万元，惠及柳林村、齐心
村、郭家河村的559户农户。

2022 年 6 月，合作社成立党支部，常
国顶当选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
党支部于 2023年 7月被中屯镇党委表彰
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常国顶身兼
团市委委员、市工商联代表、县政协委
员、县工商联执委等多个社会职务。即
便合作社尚有约 100万元的银行贷款，他
依然热心社会活动，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2020 年疫情期间，常国顶捐赠 3 万
斤面条和价值 2 万元的物资，助力疫情
防控工作。他还多次向光彩事业促进
会、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捐款捐物。
2024年，柳林村修建儿童之家，常国顶捐
款 1 万元；同年中秋节，他还专门购买满
满一车月饼，送到儿童之家。

从一名普通的打工人，成长为带领
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常
国顶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创业者的奋斗
史，还是企业与群众“双向奔赴”的生动
注脚。

常国顶：“打工人”回乡创业成就“擀面将”
记者 胡远松 文/图

盛夏的乌蒙山区，湛蓝的天空下，连
片的马铃薯宛如绿色的海洋，在微风中泛
起层层波浪。这里是鲁甸县水磨镇，一个
因马铃薯产业而焕发新生机的地方。在
这片海拔 2000 多米的土地上，一颗颗不
起眼的“土疙瘩”正演绎着从田间到舌尖
的华丽蜕变，成为带动 3.7万群众增收的

“金豆豆”。
聚焦“薯农”

从“靠天吃饭”到“订单农业”的华丽转身
清晨 7 点，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

铁厂社区的种植大户李元亮已经在地里
忙碌了 1 个小时。他弯腰拨开翠绿的马
铃薯叶片，露出底下饱满的块茎，脸上露
出欣慰的笑容：“看这薯型，今年收成不会
太差。”

8年前，李元亮家还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转折发生在
2018年，云南理世集团的挂钩帮扶员和技
术员来村里推广“公司+科技+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他们提供‘三包’
服务（包种薯供应、包技术指导、包产品收
购），我就试着种了2亩。”李元亮回忆道。

如今，李元亮的马铃薯种植规模已扩
大至102亩，年收入突破30万元。更让他
自豪的是，他成功带动了周边10余户农户
一起种植马铃薯。“现在我们是‘旱涝保收’，
公司给的保底价比市场价高10%。”正在地
里喷洒生物农药的李元亮妻子说道。

云南理世集团的联农带农机制犹如
一套精密的齿轮传动系统：前端联合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及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

大学等高校，示范种植“合作 88”“云薯
304”等优质品种；中端建立 6个科技示范
基地，配备多名农技专家常年驻村指导；
末端以高于市场价 5%—15%的价格实行
订单收购。该模式已带动1.1万户农户实
现户均增收 4126元，其中 3500户脱贫户
的增收幅度达23.7%。

聚焦“薯工”
扶贫车间里的幸福“食”光

上午10点，云南理世集团油炸车间飘
出阵阵诱人薯香。王永辉，这个从乐红镇
深山搬迁出来的汉子，如今已是技术骨干。

“以前在外务工，生活开销大，又不能
照顾家庭。现在在车间工作，月工资4500
元，公司还给我们缴纳‘五险’。”王永辉指
着手机里的照片说，“去年我们买了辆小
轿车，周末经常带孩子出去玩。”

像王永辉这样的员工，云南理世集团
共有 231人，人均年收入达 3.72万元。公
司在员工福利方面更是体贴入微：员工食
堂每人每天仅收费 1元，含早中晚三餐，
上夜班的员工还有夜餐，标准为四菜一汤
（不少于 1个荤菜）；免费提供 4人间倒班
宿舍，配备电视、网络、热水、卫生间、衣柜
等；按不同季节发放不同样式的工作服；
采用“送出去 + 请进来”的模式，为员工
提供业务培训。

聚焦“薯业”
从高原特产到国际品牌的跨越之路

下午 3 点，在整洁有序的车间里，记
者见证了“噜咪啦”薯片的生产过程：云贵
高原的黄心马铃薯经过清洗去皮、切片漂
洗、脱水膨化、光选配料、计量包装等 12
道工序，最终变成鲜香酥脆的金黄薯片。
其中，折耳根、香菜、傣味舂鸡脚等特色口
味薯片，将地方饮食文化与现代食品工艺
创新融合，成为网红爆款。

“我们坚持‘鲜切工艺’，从采收到加
工不超过72小时。”云南理世集团董事长
李斌指着全自动仓储系统说，“这套系统
能精准控制原料的还原糖含量，保证每包
薯片的口感一致。”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
云南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与科研院校开
展“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在搭建“郭华春
专家工作站”“李先平专家基层科研工作
站”等平台的基础上，借助国家科技特派
团支持鲁甸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契机，通过
聘任科技副总经理，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此外，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云南
省马铃薯技术创新中心，联合科研院校、
优质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企业
创新发展。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公司在品
种选育筛选、基地规范种植、品质评价验
证、品种试验推广等环节取得突破，已获
得 20 余项专利，推动着马铃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在电商直播间，一位“00 后”主播正
在向粉丝展示新推出的“云南黑松露味
薯片”：“看这个切面，能清晰地看到马铃
薯的纹路，我们选用天然草本植物作为
调料……”这样的直播每天持续16小时，
带动线上销量同比增长35%以上。目前，

“噜咪啦”系列产品已进入沃尔玛、大润
发、美宜佳等连锁商超，在西南地区休闲
食品市场的占有率突破60%。

聚焦“薯益”
乡村振兴的未来“薯光”

公司成立 27 年来，董事长李斌相继
担任云南省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昭通
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以及昭通市光
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2023年，入选第一
批“兴昭人才支持计划”行业骨干人才；
2024年，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称号。自成立以来，云南理世集团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捐款 1000 余万
元。2024年，公司先后向云南省光彩事业
基金会、昭通市红十字会、鲁甸县红十字
会、鲁甸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等机构捐款
22.27万元。

经过 27 年的发展，公司员工从最初
的 34 人壮大到如今的 900 余人。2007
年成立党支部、2017 年建立党总支，目
前有 3 个党支部、52 名党员，先后被评
为“云南省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云
南省‘两新’组织‘党建强、发展强’示范
党组织”“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
相继获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国家
级绿色工厂”“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
产企业”，实现了“小企业、大发展，小土
豆、大市场”的发展愿景。

暮色降临，云南理世集团的会议室依
旧灯火通明。墙上挂着的《马铃薯全产业
链中长期发展规划图》，清晰地标注着未
来5年的发展蓝图：建设10万亩以上标准
化种植基地，打造国家级马铃薯产业园。

“我们正在推进‘五个一’工程。”董
事长李斌介绍道，即培育一批新型职业
农民、建设一套溯源系统、打造一个云贵
薯片品牌产业链条、建成一个地域农产
品特色电商平台、构建一个满足理世集
团发展所需的商学院。据测算，该工程
全面实施后，将带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
破 5亿元。

从李元亮家丰收的马铃薯田，到王永
辉操作的智能化生产线，再到远销海外的

“噜咪啦”薯片，理世集团这条贯穿三大产
业的“金色链条”，正在乌蒙山区铺就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一 颗 马 铃 薯 的 蝶 变 之 路
——云南理世集团以马铃薯全产业链带动3.7万群众增收纪实

记者 阮孝芝 王国江 高旭东 文/图

云南理世集团“噜咪啦”薯片生产车间。

常国顶（左）在指导员工包装面条。

鲁甸县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
马铃薯马铃薯。。

噜咪啦薯片噜咪啦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