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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今日威海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母爱乳山·巾帼好品我代言”
助力妇女创业

“大家好，这是永翠家庭农场的
一个樱桃大棚，有美早和红灯笼两
个品种，现在樱桃已经泛红了，再过
几天就可以来采摘了，有喜欢吃樱
桃的朋友过来看一看……”日前，在
位于乳山市乳山寨镇赤家口村的永
翠家庭农场，张永翠正通过乳山市
妇联工作人员的手机镜头推介自己
的农场。

永翠家庭农场是乳山市妇联推出
的“母爱乳山·巾帼好品我代言”活动
的第五站。工作人员用真实的镜头记
录下农场的产品信息，并制作成图文、
短视频等对外推广，利用网络“云”平
台帮其扩大社会影响力和产品知名
度。

今年以来，乳山市妇联积极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支持妇女创新创业决
策部署，充分发挥部门职能，创新开展

“母爱乳山·巾帼好品我代言”活动，派
专人深入企业当中，录制企业负责人

代言视频，并将企业产品拍摄图片整
理成集，再进行后期制作，通过乳山市
妇联微信公众平台推广出去。

为了帮助更多创业者发家致富，
乳山市妇联反复调整完善活动方案，
对于每一位创业者的产品品质严格把
关，力争用真实的镜头将乳山最优质
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帮助企业打响知
名度，走上品牌化道路。活动一经推出
就广受好评，一时间火爆朋友圈，吸粉
几千人，女性创业者们也尝到了“妇联
搭桥帮销售”的甜头，产品销售额直线
上涨。

“自从妇联给我推出了这个代言
活动，效果确实挺好的，大家通过这个
活动认识到我这个地方，到这里认领
果树、买菜、摘草莓的人特别特别多。”
作为“母爱乳山·巾帼好品我代言”活
动的首批受益者之一，大孤山镇河南
村的祥林现代农业观光园总经理许玲
高兴地说。

在帮助“妇”字号企业展示形象、
扩大影响的同时，乳山市妇联还通过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等方式，收集企业
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需求，梳
理展示企业发展成果，帮助企业牵线
搭桥，解决各方面难题。在得知“母爱
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缺少发展资
金时，乳山市妇联积极了解相关政策，
并牵线搭桥帮助协调相关银行，利用
他们推出的金融发展服务产品，为该
公司解决了资金紧张难题。

目前，乳山市妇联已经推出了6期
“母爱乳山·巾帼好品我代言”活动。下
一步，乳山市妇联还将深入了解企业
发展融资需求，积极向企业宣传“鲁担
巾帼贷”“巾帼信用贷”等一系列的金
融发展服务产品，在积极解决企业发
展融资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助力“妇”
字号企业增强发展后劲，不断做大做
强。

(高家园 杜苗苗)

乳山市海阳所镇李家村：“小菌菇”串联起“大产业”
4月25日，在乳山市海阳所镇李家

村的菌菇大棚，一排排吊挂起来的白色
木耳菌棒犹如巨型风铃阵，上面点缀着
一朵朵晶莹黑亮的鲜木耳，等待村民采
摘。

“这一共是9个大棚，每个大棚约
300平方，主要发展高钙黑木耳、玉木
耳、榆耳、灵芝、榆黄菇、姬菇、黑皮鸡枞
等多个品种的菌类种植。”李家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云志介绍说。

今年以来，李家村将发展视角瞄向
现代农业产业，成立了乳山市塔岛湾农
业经济合作社，通过“党支部引领下的
村社一体化”发展模式，一期流转土地
200亩，发展大棚木耳、露天木耳、烟薯
25、特色苗木等项目。目前，已建设菌类
大棚9个，共挂菌棒16万棒，其中木耳12
万棒。

“收益这块，除了留一部分合作社
运转，其余的会按一定的比例返给村集

体和社员，大家伙可以按照自己入股多
少来进行分红。”李云志说，发展特色菌
类种植，在推动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
同时，还就地解决村里50多名闲散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

“挂菌棒、采菌菇，这些活儿一学
就会，不需要什么技术。我在这里打
工，月收入能达三千多元，比以前外出
上班多收入五六百块钱。”看着一排排
菌棒上长出的小木耳，村民刘文娟脸
上堆满笑容。

在发展菌菇产业过程中，李家村突
出党支部领办、强村带弱村、社会资本
参与三个特点，既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又有利于调动各方因素的积极
性，保证村集体增收。

通过“强村带弱村、结对共发展”的
方式，李家村将与省定贫困村薛格村结
对，待李家村春季木耳产业稳定后，薛
格村利用美丽乡村产业基金和扶贫产

业基金20万元入股李家木耳合作社，带
动贫困村集体和群众共同致富。

坚持“专业人干专业的事”，通过
“请进来”，李家村引进了吉林亿嘉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吉林省金龙食用菌
研究所参与产业项目发展，通过强强
联合，实现多方共赢。其中，吉林亿嘉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市场营销，吉
林省金龙食用菌研究所负责技术指导、
村合作社负责管理生产。每棚建设成本
8万元，预计每棚年纯收入在10万元左
右。

下一步，李家村还将继续做大木耳
产业，有序推进微型样板菌种厂、菌包
厂、木耳肽生物提取生产线、木耳化妆
品生产线、木耳培育大棚、菌类博物馆
等建设，打造集特色种植、产品开发、旅
游观光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真正让“小菌菇”串联起“大产业”。

（姜俏俏 姜琰）

以“特”致富为乡村振兴装上“新引擎”
——— 乳山市白沙滩镇徐家塂村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近日，走进山东威海乳山市白沙
滩镇徐家塂村高效农业产业片区的
大姜大棚，开沟、播芽、盖土，五六位
村民正蹲在姜垄边忙着栽种姜种。

“大家在盖土的时候，一定不要盖得
太厚，2-3厘米就行，大概就是手指一
个关节的厚度。”低头栽姜的陶新霞
不时地扯着嗓子提醒其他村民。

时下，徐家塂村的高效农业产业
片区寄托着全村人的发家致富的梦
想。今年，徐家塂村流转了100亩土
地，由山东省乡村振兴服务队协调资
金100万元，规划建设了一个高效农
业产业片区，建造了10个智慧大棚，
用于发展大姜、地瓜育苗等高效农
业。

作为省定贫困村的徐家塂，村内
土地多是山耩地，水资源短缺，严重
制约了村子的农业发展。“去年，天气
干旱，村北的两座水库都枯水，为了
给农田浇水，村民不得不去其他村子
借水浇地。”陶新霞说道。为了打破水
资源对高效农业发展的限制，徐家塂
村利用各级帮扶资金，实施了一系列
的水利工程。徐家塂村在乳山市农业
农村局的支持下，申请水利建设专项
资金20多万元，抠挖一处10米乘8米

的大口井，并由山东省乡村振兴服务
队协调，在产业园区里钻探了一处
100米的深水井，确保产区冬天用水
需要。

今年，徐家塂村在乳山市滨海新
区管委的大力支持下，实施南水北调
工程，把金银大道以南的水通过管道
调到北部山上。利用北部山区原有的
两个大型蓄水池，将南部地区丰富的
水资源调过来储存，预计可以满足周
边200多亩土地的灌溉需要。

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徐家塂
也在积极延伸地瓜这一传统产业。由
于徐家塂是山耩地，所以栽出来的地
瓜十分可口，村子里也一直有栽种地
瓜的传统。“我们村去年种植了70亩
地瓜，产量和品质都非常好，卖得价
格也比其他村高。”陶新霞说道，今
年，徐家塂向地瓜产业的上游发力，
与烟台农科院甘薯研究所合作，引进
了“烟薯25号”原种地瓜苗，在高效产
业片区打造了4个“烟薯25号”育苗基
大棚，可培育地瓜苗250万株，供500
亩土地使用。

徐家塂培育出的地瓜苗将优先
用于本村地瓜产业，徐家塂村按照集
中连片的思路，从村民手中流转60亩

土地用于栽种地瓜，剩余的地瓜苗将
采取“订单农业”的方式，统一对外销
售。

除了向地瓜产业的上游发力，徐
家塂还瞄准了地瓜产业的下游，积极
探索地瓜的深加工项目，计划与企业
合作，对地瓜进行深加工，制作成地
瓜干、粉丝等产品，进一步延长产业
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徐家塂
村注册了“母爱徐家塂”“徐家塂”两
个品牌，并设计了精美的包装礼盒。
搭乘着直播电商的热潮，徐家塂开设
了抖音账号，通过直播来“带货”。

通过“品牌+直播”的销售方式，徐
家塂的品牌越打越响，在网络上“圈粉”
无数，不仅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购买，
还与北京、上海、青岛等大型商超、酒店
签订了供货协议。

徐家塂村正在谋划通过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方式，成立“徐家塂农
业合作社”，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农
资、统一农技、统一销售”的“四统一”
模式，引导村农业向产业化、规范化
发展，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壮大村
集体经济。

(王文琪)

巾帼创业者为产品代言。

李家村菌菇大棚。

徐家塂村大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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