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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1 日电(记者李志浩、刘兵)
小小一枚核桃，关联无数人的生活。据统计，作为全球
最大核桃生产国之一，中国核桃产量中近两成来自有
“瓜果之乡”美誉的新疆。而在以前，种植历史已有千年
的南疆核桃却总与贫困相连，人称“核桃年年结果，绿
洲贫困代代相传”。

叶城县，一个南疆深度贫困县，三十多年来“咬紧”
核桃不放松，从简单地收、卖核桃，到向全产业链延展，

脱贫致富的“利剑”持续打磨，正在斩破千年的贫困轮
回链条，在天山南北引发更为深远的回响。

核桃虽小，却全身是宝。核桃仁可食用，青皮可提
炼单宁成分制作染料、染发剂，分心木能制泡茶，外壳
可做活性炭且在制成超细粉后，即为石油钻井堵漏剂
的重要成分。

在南疆叶尓羌河流域，核桃有上千年种植历史。凭
着独特的光热资源和气候类型，产于南疆的核桃品质
上乘。但要充分“变现”核桃的所有价值，首先种植须达
规模，还要具备深加工能力。

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地

区，南疆四地州工业基础薄弱，配套产业发展困难，产
业链条短，特色林果业如何向高附加值延伸挑战重重。

叶城县处在中国西部边陲，是连通喀什、和田和西
藏阿里地区的交通枢纽。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北，昆仑山
脉在南，夹在中间的叶城县 78% 的国土面积为山地、
荒漠，绿洲面积仅为 22%，人均耕地不足 0 . 3 亩。

深度贫困由此发生。千百年来，叶城核桃年年结
果，绿洲中的贫困却代代相传。

改革开放以后，当周边县市依靠种植大宗经济作
物棉花快速发展时，光热水土资源丰富的叶城县，却因
不适宜种植棉花，一度无所适从。

必须另辟蹊径。20世纪 90 年代后期，叶城锁定新
发展路径：发展特色林果，专注核桃产业。为了打破当
地传统耕作方式，叶城县要求广大干部采取“做给农民
看、教给农民干”的办法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化林果业。

十年之功，叶城完成了种植结构调整，初步形成
50 万亩核桃产业带。

——— 随着种植规模初步稳定，叶尔羌河畔的果树
进入盛果期，产业基础终于打牢。

——— 从 2006 年起，为产出高品质核桃、开拓东部
市场，叶城建立严格的核桃管理体系和原产地标准体
系。

——— 2008 年，叶城特色林果业面积达 80 万亩，乡
镇农牧民人均实现林果业收入 1526 元，占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的近 4 成。而今，叶城核桃种植面积稳定在
58 . 5 万亩，占全疆核桃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叶城核桃快速规模化的同时，新疆特色林果业也
快速发展。20世纪 90 年代末至 2013 年，新疆林果种
植面积从不足 300 万亩增至 2300 多万亩，形成了环塔
里木盆地的南疆特色林果主产区，大面积种植红枣、核
桃、杏、香梨、苹果、葡萄、巴旦木。

新疆特色林果业竞争愈加激烈，规模种植本身也
带来巨大的销售压力。每年叶城县几十万吨的农副产
品需要外销，尽管核桃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
号，也通过有机产品北京认证中心认证，但远离市场，
又无口岸优势，核桃“卖难”成了新的问题。

“走出去”是唯一出路。但怎么走出去？
叶城县林业局局长吐尔孙·买买提力说，如果将核

桃作为初级产品销售，市场开拓再好，百姓“卖难”的
阴云依旧难以散去。

况且，作为深度贫困县，叶城全县 38421 户
167197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亟须帮扶。

“中国核桃之乡”开始向产业纵深处攻坚，对口
支援叶城县的上海援疆帮了大忙：2012 年前后，7
家核桃深加工企业被引进，其中包括全国首家利用
核桃青皮提取单宁酸的企业，与六个核桃、来伊份、
光明集团等 20 多家企业稳定合作的自治区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落地生根。

有了龙头企业带动，叶城 160 家乡村合作社先
后成立。从青皮到分心木，再到核桃壳，“一条龙”式
的完整加工链在叶城初有所成。

目前，叶城核桃产业总产值已超 20 亿元，全县
55 万人口中有 33 万围绕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
售实现就业。据当地统计，在这一名副其实的“核桃
县”，农牧民年人均收入 41% 来自核桃，达 3699 元。
2010-2017 年，叶城县约 10 万人依托核桃实现脱
贫。

打破“核桃年年果，贫困代代传”的轮回
新疆叶城发展高附加值特色林果业摆脱深度贫困记

结束了三个多月的试用期，二十出头的马艳人生
第一份工作转正了。转正后，不仅工资会比试用期的
1500 元高，优绩优酬的工作制度，也让她和同事们的
工作态度从“等着干”变成“抢着干”。

一场春雪过后的早晨格外寒冷，起床吃过早餐后，
马艳穿上工作服，步行到离家大约 300 米的扶贫车间
上班。马艳是这里一名加工羊毛衫的技术工人，与她一
起在这里工作的同事们都是村里的留守妇女。“从前羡
慕上班族朝九晚五的生活，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新鲜又
幸福。”

马艳的家乡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东部，属于深度贫困县，在这里，几乎每个家庭都
有像马艳一样的留守妇女。2018 年 10 月，为解决贫困
户特别是留守妇女就近就业的问题，临夏州开始推进
扶贫车间的建设，马艳的工作地点大树乡大树村扶贫
车间成为东乡县第一个投入运行的共青团扶贫车间。

共青团临夏州委书记范红梅介绍，扶贫车间建在
村头，为广大贫困群众搭建了就业平台，充分挖掘了农
村人口红利，让农村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变身“产业工
人”，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激发了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活力。“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厦门
东西协作援建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联系优秀青年企
业家，组织他们到扶贫车间来考察观摩，号召他们参与
建设扶贫车间。”

“企业投入设备，提供原料，负责培训、加工、生产

和回收。”甘肃大创企业管理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涛
表示，羊毛衫产品是外贸订单，保证了货源的稳定，并
且没有淡旺季。“工人使用‘计件制’计算方式，产生工资
收入。”

如今，马艳所在的扶贫车间所有员工都已经转正，
多劳多得的奖励机制让她们干劲十足。范红梅表示，如
今，扶贫车间里很少看到妇女们唠家常、说闲话，“她们
穿针引线、埋头苦干，用一针一线改变着生活的面貌，
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家里七口人，以前全靠丈夫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我在家照顾公婆、带孩子，现在我也能靠自己赚钱贴补
家用，我很高兴。”马艳坦言，这份工作不仅为她带来了
收入和体面，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也给她的生活带
来了新希望。“现在我也有了梦想和目标，我要努力干，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据悉，2018 年，甘肃省兴办扶贫车间 754 个，吸纳
就业 4 . 92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1 . 62 万人，同时为
41 . 5 万人提供了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使群众获得岗
位所需的专业技能，并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3 . 7 万
个。

“未来在做好引导工作的同时，我们要监督企业做
好科学管理，在建设及运行上不放松任何一个环节，真
正让扶贫车间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切切实
实成为贫困群众的致富车间。”范红梅说。

(记者马莎)新华社兰州电

连日来，豫东平原被大雾笼罩，车走得不快，进
村的时候，空气中的湿气还没有完全褪去。

“正月十六算是正式开工，每天能组装钢卷尺 1万
只以上，贫困户在这儿一天能赚 50到 100多元。”河南
商丘虞城县稍岗镇韦店集村扶贫车间负责人李辉说。

500 多平方米大小的车间里，十几位村民正各
自伏案组装钢卷尺，3 米、5 米、7 . 5 米、10 米等长
度各异的钢卷尺，经组装后销往国外。

在“中国钢卷尺城”虞城县，这样的加工场景到
处可见。虞城县年产各类卷尺 15 亿只，出口总量占
全国的 60% 以上，远销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稍
岗镇，就有 4000 多家五金工量具企业和家庭作坊。

车间工作台上不同样式的加工机器引起了记者
注意。李辉说，这个车间能见到三代机器，第一代是
手磨砂轮机，费时费工易受伤，第二代是电动卷尺
机，效率上来了，但还是跟不上需求。

“真得感谢原来的贫困户老王，就是他发明的第
三代机器。”李辉笑着说，“正在用的第三代智能化卷
尺机，带自动感应，组装一只不到 1 分钟。”

站在一旁的韦店集村驻村第一书记范辉说：
“走，我带你去老王家瞅瞅。”

他们说的“老王”，就是 64 岁的村民王运军。出
车间走个几十步，就是老王家的平房。门口贴着“良
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的家训，很是贴切。院子西边
110 多平方米的工作棚就是老王的“车间”，组装区、

下料区、试产区、成品区一应俱全。这会儿只见火星
飞溅，头发花白的老王正在切割铝材。

老王当过一阵儿民办教师，后来干维修，收入
低，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老王从贫困户变为脱
贫户也才三年多时间。

知晓来意后，老王停下手里的活，演示起自己的
发明来，“脱贫后，我开始琢磨卷尺机了，得想法致富
呀。你看我做的智能化钢卷尺组装机床，有两个脚踏
板，一个用来缠卷尺条，另一个用来拉簧，想调几公
分就调几公分。”

提及发明带来的收益，老王似乎有些羞涩，语速
慢了下来，“算是挣到钱了，去年一年卖了 130 多台，
里面有 20 多台通过钢卷尺厂家第一次卖到了韩国
和印度。”

这么好用的机器，不怕被仿造吗？老王底气很足
地说：“有这样干的，表面上看不出来区别，但厂家反
映说，用起来就是不一样，还是愿意买我的。”

订单一多，老王也开始认真了：“我还在改进机
器，范书记正帮我申请专利，这样保险。”

临走时，老王说起帮扶政策：“你看，我这个小车
间，就是政府帮我建的。我自己忙不过来就找乡亲们
帮忙，大家一块儿脱贫致富。”

一边是村里的扶贫大车间，一边是老王的致富小
车间，脱贫致富的火热劲儿冲开了一片冬日的雾气。

(记者张浩然)新华社郑州电

留守妇女的“朝九晚五” 脱贫户的出口生意

已是 3 月春暖时节，处于
群山之中的德榜村，云雾缭绕。

这座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的宁静
小山村，在一阵阵银饰的锻制
声中，“敲打”开了春天的生机。

循着山路数十道弯，记者
走进德榜村。80 岁的老手艺人
龙吉堂出生在银匠世家，他坐
在自家门前，神情镇定，目光专
注，随着铁锤对錾子的反复敲
打，项圈上的纹饰逐渐显现，
花、草等图案逼真可辨。

德榜村位于凤凰县西北
角，平均海拔 900 米，距离凤凰
县城较远，是“纯苗乡”，有 2 个
自然寨共 7 个村民小组，全村
共 270 户 1137 人，2014 年识别
建档立卡贫困户 71 户 288 人，
预计 2019 年全村脱贫出列。

德榜村是远近闻名的“银
匠村”。随着银饰锻制技艺的流
传，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德榜村
银饰锻制逐渐形成了“传承馆+
基地+个体手工坊”的产、供、销
一体化格局。目前以龙吉堂银
匠世家为代表的银饰作坊有
10 余个，从事银饰锻制的有近
200 人，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促进群众脱贫增收。

在苗族传统文化中，银饰
是女子出嫁的“标配”。“女孩子
出嫁的银饰一套有很多种，头、肩、耳、胸、手上都
要佩戴，一整套做下来，七八人合作要花至少一
个星期的时间。”龙吉堂说。

作为家族传承人，龙吉堂的儿子龙先虎从
小跟着父亲学习银饰锻制。龙先虎告诉记者，苗
族银饰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一件银饰需要经过
熔银、锻打、镶嵌、掐花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以前都是手艺人挑着担子上门去做，现在
我们都在自家做，以订单为主，也兼顾散客。除
了手工錾刻，现在可实现机器液压模具生产。”

龙先虎表示，苗族银饰在款式上正不断追求创
新，除了饰品，现在还制作出了茶壶、碗筷等工
艺品。

手艺人在努力，产业在发展，乡村也在大变
化。德榜村村干部龙海珍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硬
化了 5 公里机耕道，实现了农村电网改造，如今道
路通组入户，家家用上了自来水，目前正打算依托
生态资源和银饰锻制产业，发展乡村旅游。

“我入行做银饰两年多了，跟着村里老手艺人
学的，上手也比较快。”50 岁的吴金南是德榜村里
的贫困户，他告诉记者，银饰锻制需要耐心，要花
多年的时间钻研，将来他希望能成为一名熟练的
手艺人。 (记者柳王敏、万志云)

新华社长沙 3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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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寨的绣娘探讨苗绣技艺。

老家寨的苗族妇女聚集在一起绣苗
绣。

老家寨一名苗族妇女在绣苗绣。

近日，记者探访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雄龙村老家寨。2018 年
7 月，老家寨实施易地搬迁后，将苗族手工
艺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在传承传统技艺
的同时 ，带动贫困家庭增收脱贫。截至
2018 年底，老家寨建档立卡贫困户 61 户
261 人全部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苗族手工艺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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