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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好
致富更需勤努力

初冬时节，踏上民和县核桃庄乡大库土村

的山梁，稀疏的泛黄秋叶和零星可数的蓝顶养

殖棚，成了这里最显眼的风景。几年前，村民们

靠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山下生活。

顺着“哞……哞……”的牛叫声，走进一处

养殖暖棚，八九头西门塔尔牛悠闲地吃着草料，

一位朴实的中年汉子正忙着向空槽内添加草

料。

“他就是牛棚的主人，叫冶奴海，是靠着勤

劳养牛摘掉穷帽的脱贫户……”村党支部书记

冶万林介绍道。

冶奴海一家四口，母亲已是耄耋之年，孩子

在县城读高中，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现状让夫

妻俩无法外出打工，加上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

的学费，家庭收入本就不宽裕的一家人因此而

入不敷出。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冶奴海一家不

仅从山上搬到山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园，

而且在人均 5400 元脱贫产业扶持资金的支持

下，在大库土村原址搭建起了牛棚，靠着勤劳双

手走上了养殖脱贫致富路。

“今年已经出栏育肥牛 10 多头，除去养殖成

本，平均一头牛有 2000 多元的纯收入。”冶奴海

说，前几天刚卖出去六七头牛，还有七头母牛年

后就要产仔了。

据了解，2017 年，冶奴海在脱贫产业政策扶

持下建成 500余平方米的养殖棚，当年便购进 17
头西门塔尔牛开始饲养。截至今年，他的牛棚

里已经出栏了 150 多头牛，家里的生活开支、孩

子的学费不再紧张。

山下居住，山上养殖，这样的日子说不辛苦

那是假的。但大库土村村民凭着不等不靠、勤

劳打拼的那股劲头，踏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靠着党的好政策，我们搬离艰苦山头，住

进了山下的新农村，党和政府还大力扶持我们

发展致富产业，大家再不努力真的说不过去！”

冶奴海感慨道，增收致富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

但是更离不开自己的勤劳双手，如果自己不努

力，再好的政策也没用。

摘掉穷帽、拔掉穷根的脱贫户，不仅经济上

脱了贫，思想上也同步脱了贫。在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上，大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

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迈开步子，挽起袖子，埋

头苦干，他们有的把汗水“洒”在企业工地，有的

把勤奋“写”在养殖棚圈，有的把辛劳“刻”在广

袤田畴，有的把心思用在自主创业，用勤劳双手

编织出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兴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源头活水

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

年来，民和县立足乡村实际，总堡大葱、玉米套

黄豆、隆治水果、冷水养殖、特色种植、设施蔬

菜、牛羊养殖、蛋鸡养殖等一大批特色优势乡村

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为乡村振兴

注入源头活水。

走进新民乡雪沟村千橡种植专业合作社养

殖基地，养殖棚内数百只羊或活蹦乱跳、或休闲

踱步，饲养员庞学顺拿着奶瓶走进棚内，十多只

小羊羔蜂拥向前，争抢他手中的奶嘴。

“这些小家伙很机灵，看到饲养员拿着奶瓶

进来，就知道有奶喝了。”合作社负责人李泽青

说，因为产羔多，母羊奶水不够，就用牛奶人工

饲喂小羊羔。

李 泽 青 经 营 的 合 作 社 是 雪 沟 村 村 集 体 经

济。据新民乡分管乡村振兴的副乡长郭蓉蓉介

绍，雪沟村山大沟深、生产生活环境严酷，去年

在 134.8 万元的乡村产业振兴政策扶持下，实施

了雪沟村肉羊养殖项目。

大棚建成，谁来经营？雪沟村创业能人李

泽青主动揽下这个活，今年 4 月又自筹数十万资

金，引进 340 只羊进行规模化养殖。目前，加上

羔羊，存栏羊已经增至 420只。

“今年 11 月份，计划出栏羊 150 多只。”李泽

青表示，他已经与西宁一家牛羊肉供应商达成

羊肉供销合作关系，羊的销路不成问题，就怕出

栏量跟不上。

有了畅通的销路渠道，李泽青对养殖产业

定下了进一步的发展目标，他说；“今后要逐步

扩大养发展，达到年存栏 2000 只，年出栏 3000
只的养殖规模。”

雪沟村实施易地搬迁后，腾出了大量的土

地资源，为了降低养殖饲草成本，2023 年，李泽

青流转了 4.6 公顷耕地种植全膜玉米作青贮饲

料，他还计划明年继续流转 20 公顷耕地，进一步

扩大全膜玉米种植面积。

如今，雪沟村的肉羊养殖产业不仅每年给

村集体带来了 7 万元的收益，还带动 2 名本村脱

贫群众通过务工月增收三四千元。

另一边，核桃庄乡排子山村的一处养殖大

棚里，看到的不是牛羊，而是人工繁育的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林麝。

这 是 排 子 山 村 依 托 国 家 乡 村 产 业 政 策 支

持，经甘青两省林草部门批准，今年以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的形式开展的林麝人工繁育特色养殖

产业项目。

该项目落成后，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才承包

了养殖，从今年起每年向村集体缴纳约定的收

益资金，还吸纳脱贫户冶有志夫妻做起了饲养

看护员。马福才说：“林麝养殖需要按时投喂、

及时清理棚舍、随时观察成长情况等，一年我给

夫妻俩的报酬是 5万元。”

据了解，该林麝棚舍面积 3800 余平方米，目

前已引进饲养林麝 20 只，4 只雌性林麝明年 5 月

份可产仔，幼崽饲养 6个月后可以出栏。

转思路
闲置资源焕发新活力

秋冬之季，核桃庄乡排子山村的山梁上，种

植大户马福军望着半山腰的马铃薯地块，盘算

着收挖洋芋的事情。

马福军是村里的自主创业能人，多年前一

直在广州经营拉面生意，因父母年事渐高，膝下

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仅 3 岁，考虑到家里

老小都需要照顾，马福军便放弃广州的拉面生

意返乡创业。

在外打拼多年，马福军早已习惯了整天忙

碌的生活节奏。2019 年，他流转村里的土地开

始种植全膜玉米和马铃薯。马福军说；“流转土

地也没想过能挣多少钱，一方面是给自己找点

事情做，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村里的土地撂荒，

效益好了就挣点家里的零花钱，效益不好了不

亏本就行。”

今年，马福军种植全膜玉米 33 公顷，马铃薯

30 公顷，累计青贮玉米草 600 多吨，出售渠道主

要是养殖合作社、养殖大户等。

马福军流转的 63 公顷土地，不仅让接近撂

荒的耕地重现耕种活力，也为当地村民特别是

脱贫群众务工增收搭建了平台。“流转土地当年

用工量就有 200 余人，出全勤的长期工一年下来

能挣八九千元。”马福军介绍说。

在盘活闲置资源上，民和各乡镇不跟风、不

求大，因地制宜谋发展。

西沟乡麻地沟村整合中央财政扶持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资金、养殖场拆迁补偿款、“一村

一品”项目资金共计 157 万元，将闲置养殖场打

造成食用菌种植基地，并逐年扩大规模，目前，

已达到 10万菌棒的规模。

村支书宁智勇介绍：“闲置资源盘活后，村

集体产业发展一路向好，去年食用菌种植收入

达 32 万元，今年目前实现种植经营收入 36 万

元，预计到年底，食用菌种植收入能突破 60 万

元。”

“总堡葱”十里香。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路

上，总堡乡结合“一村一品”产业项目，重新拾起

放 弃 多 年 、即 将 淡 出 市 场 的 当 地 传 统 老 品 种

——“总堡葱”，打造了民和县千亩总堡葱种植

基地，种植面积 106.7 公顷，预计亩产大葱 6000
余公斤，亩均纯收入六七千元，让“总堡葱”成了

总堡乡名副其实的“产业振兴葱”和“致富葱”。

唤醒“沉睡”资产，盘活闲置资源，民和县立

足乡村产业振兴，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引领各乡

镇立足实际转思路、找出路、探新路，对 2021 年

以来的所有产业项目、到户产业进行全方位“回

头看”。如今，已盘活 21 个“沉睡”项目，累计收

回分红资金 280.5 万元，带动 2461 户 10817 名脱

贫人口增收，不断催生出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

活力。

民和：以产业发展铿锵“音律”

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本报记者 罗 珺 通讯员 石延寿

高质量发展乡村产
业，不仅是拔掉穷根的
重要基础，更是乡村振
兴的源头活水。

2023 年，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聚焦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开展乡村产业振兴
提效年活动，以产业发
展的铿锵“音律”奏响乡
村振兴奋进曲。

“ 大 家 看 一 下 ！ 我 们 的 这 款 传 统

醋，是用青海祁连的青稞制作的，没有

任何添加剂，纯手工发酵，经常食用有

活血化瘀的功效，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在快手直播间，祁连高氏传

统醋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少先仔细

讲解着传统醋的作用，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友耐心观看并详细询问，高少先耐心

地一一解答，这已经是他在直播间的第

五个月了。

据高少先介绍，他家祖祖辈辈都是

制 作 传 统 醋 的 ，起 初 是 在 甘 肃 临 夏 ，

1968 年，其父亲来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

祁连县，为了生计，1983 年便在当地做

起了醋生意。1996 年前后，市场上出现

了工业化的勾兑醋，成本低、售卖价格

便宜，而用粮食发酵制作的青稞醋不添

加防腐剂，且成本高，价格自然要贵一

些。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大多选择

购买便宜的醋，因而没过多久，高少先

家的店铺就自行关门了。

这 一 关 门

就关到了 2019
年，“随着社会

经 济 的 发 展 ，

大家的保健意

识有了很大提

升 ，都 知 道 添

加剂对身体的

危 害 ，我 就 想

着 ，要 不 要 继

续做家里的传

统醋？现在看

来 ，我 的 选 择

是对的。”高少

先对家族传承

的手艺非常自

信。

“ 什 么 都

能 工 业 化 ，但

是食品不能工

业化。”这是高

少先一直奉行

的理念。

“说实话，

刚 生 产 的 时

候 ，因 为 价 格

高 ，大 家 的 接

受 度 不 高 ，市

场销售确实不

好。经过这几

年的经营和思

考 ，我 觉 得 还

是要坚持原则

继 续 做 下 去 ！

但 前 提 是 ，必

须让更多人了

解 青 稞 醋 ，知

道青稞醋的好

处。”用什么方

法才能达到这

样 的 效 果 呢 ？

高 少 先 想 ，或

许时下火热的

直播就是不错

的途径。

由 于 自 己

就 是 手 艺 人 ，

所以高少先在

直播间将青稞

醋从田间到餐

桌的制作过程

讲解得十分详细，加之祁连的青稞产量

多、质量好，能更加直观、通俗地让大家

理解。每次直播，他都会耐心教大家如

何食用，效果才会更佳，慢慢地，高少先

直播间的“粉丝”涨到了一万多人，同步

观看直播的人数最多时有两百多人。

“ 现 在 ，青 稞 醋 的 受 众 已 多 了 起

来。直播五个多月，每个月的收入都会

翻倍，目前每个月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

了，除了本省的，外地人购买的也很多，

像广州、山东、新疆、西藏等地的都有，

而且回头客和介绍来的很多，大家都是

在食用后感觉口感好，身体也有所改

善，所以口碑相传来的。”高少先对目前

的销售情况很满意。

据了解，现在高少先的青稞醋有七

种产品，接下来，他还想继续研发别的

品类，像结合中医的食疗，在醋里添加

蜂蜜，还有醋泡花生、醋泡洋姜等等，他

的想法很多，对未来的前景也充满期

待。

由于青稞醋的制作工艺复杂，发酵

时间长，目前，高少先已经从一条生产

线扩大到了两条生产线，即便这样也是

供不应求。“现在青稞醋的销售不愁了，

直播间的需求量很大，接下来，我准备

扩大厂房规模，丰富更多产品，让更多

人了解青稞醋，了解青海。”高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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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堡乡收获大葱，农民喜笑颜开。

新民乡雪沟村千橡种植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的规模化羔羊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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