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多村民加入

黑木耳产业的队伍

中，如今，当地人不

走了，外出打工的人

回来了，大学生毕业

后义无反顾回到了

家乡，外地客商们一

来就待几个月。

随着旅游业不断发

展，许多农家乐旅游

淡季的用电量都接

近了居民阶梯电量

的第二档，但原来一

般工商业电价高于

二档电价，而此次工

商业电价下调后，农

户全年选择工商电

价都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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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鹏

7月1日，河南1千伏以下

工商业电价再次下调4.43分，

与0.61元的居民第二档阶梯电

价基本持平。对于河南栾川县

重渡沟村的许多村民而言，这

意味着他们将告别“半农半商”

的“电力身份”，再也不用为如

何选择电价而发愁了。

地处伏牛山区的栾川县是

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重渡沟

村则是该县最早发展旅游的村

子。2000年，从一个人均收入

不足400元的贫困村起步发展

旅游，村民的收入开始增长，

“新情况”也随之而来。

“电力身份”转变就是其中

之一。因为开办旅游农家乐，

用电性质发生变化，按照政策

应该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当

时，农村居民电价一度5毛6，

工商电价7毛1，一年下来要多

缴不少钱，可我们刚起步，一张

床位管吃管住，一天才15元。”

村民刘红丽说。

47岁的刘红丽是全村较早

开办农家乐的农户之一。2001

年，她腾出自家的5间房，每间

摆了4张床，又配上电风扇、电

视，正式开张。当年，她收入近

2万元，但利润微薄。对于从

“农户”向“商户”的“电力身

份”转变，她和许多村民都不

理解。

了解到“新情况”后，考虑

到旅游业淡旺季明显的特点，

国网栾川县供电公司经与当地

政府和村民协商，决定在不突

破政策红线的基础上让利于

民，在重渡沟村创新性地实施

“分时电价”，即旅游旺季执行

一般工商业电价，淡季则自由

选择执行农村居民电价还是工

商业电价。

一开始，居民电价低于工

商业电价，开办农家乐的农户

一般在淡季选择居民用电，以

减少成本。2012年，国家开始

推行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出现

了一、二档电价低于工商业电

价，而三档电价高于工商业电

价的情况。

同期，重渡沟村的乡村旅

游迎来升级，利用自住房开办

的农家乐向星级宾馆、精品

民宿转型，旅游业也出现了

“旺季很旺、淡季不淡”的新变

化，用电量急剧增长。刘红丽

将农家乐升级为装有电梯的

四层宾馆后，月最高用电量从

每月 200 度增加到 4000 度

以上。

也就是从那时起，旅游淡

季到底选择居民用电还是工商

业用电，成了重渡沟村许多电

力“半农半商户”的烦心事。“淡

季收入波动大，不好预估，算不

好就要多掏钱。”数据显示，近

年来，重渡沟村开办农家乐的

农户超过350户，床位超过1万

张，月用电量在3000度以上的

农家乐有100多户，最高的接

近1万度。

潭头镇供电所所长张勇

说，电力“半农半商户”之所以

电价选择纠结，是因为随着旅

游业不断发展，许多农家乐旅

游淡季的用电量都接近了居

民阶梯电量的第二档，但原来

一般工商业电价高于二档电

价，而此次工商业电价下调

后，“农户全年选择工商电价都

划算。”

“这意味着许多农户将告

别‘半农半商’的电力身份，从

‘纯农户’变成了‘纯商户’。”

张勇说，农民“电力身份”之变

背后，则是国家多年来对乡村

振兴的资金投入。以电力惠

农为例，实施农网改造以来，

重渡沟一个村就扩容到了24

台变压器，总容量接近8000千

伏安，而实施“分时电价”以

来，全村节省的电费超过500

万元。

□ 尚 升 周晔

薰衣草种植致富乡里、薰

衣草萃取精油铸成金字招牌、

薰衣草园生态旅游……在新疆

伊犁河谷的霍城县，一株小小

的薰衣草，带动了特色种植业，

培育了“芳香产业链”，催生了

文化旅游业，书写出“三产融

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霍城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群山绵延，河流纵横，

土质肥沃。优越的光照、湿度、

土壤条件，使这里成为薰衣草

生长的绝佳之处，成为我国最

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被誉为

“中国薰衣草之乡”。

这些年，霍城县陆续发展

起5.7万亩薰衣草。在种植薰

衣草基础上，当地坚持走多元

化发展道路，加快发展薰衣草

深加工，不断延伸“芳香产业

链”，提高薰衣草产品附加值。

一株株薰衣草已成为当地群众

的“摇钱树”。

目前，霍城县年产精油40

吨、干花800吨，薰衣草产业实

现就业1.5万人，拥有解忧公

主、博阳瑞联、阿依朵、汉家公

主等多个知名品牌，涉及产品

360余种。

多年的市场经验，促使当

地加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观光

农业转型。10年前还是一片

“石头滩”的四宫村，眼下，薰衣

草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薰

衣草生态产业链给农村发展带

来了巨大变化。2018年，四宫

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

万余元。

四宫村的“蝶变”是新疆近

年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缩

影。据了解，霍城县薰衣草产

业不再局限在干花束、精油这

些传统产品，薰衣草文化已在

这里生根发芽。在芦草沟镇、

清水河镇等地，薰衣草农场、薰

衣草博物馆、薰衣草嘉年华等

文化旅游项目正吸引众多海内

外游客前来。在位于清水河镇

的解忧公主薰衣草园，游客可

以完整体验薰衣草从种植到萃

取精油的全过程。

如今，霍城县致力薰衣草

种植与观光游览、文化体验等

休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每年

观光游客达60万人次，旅游年

综合收入达2亿元。

□ 张 楠 徐子恒

拉上几车家乡的黑木耳走

南闯北，挨家挨户打听价格，售

出后换回一沓辛苦钱，这是吉

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黑木耳生

意人过去的生活面貌。如今，

这些在外闯荡的村民们回来

了，吸引他们的，仍是这家乡的

黑木耳。

产品畅销 各有绝招

黑 木 耳 里 究 竟 藏 着 啥

奥秘？

“以前想在乡里卖却没交

易市场，谁能想到现在这么

火。”黄松甸镇黑木耳大市场经

纪人赵海波说。前几年黄松甸

没有交易市场，乡亲们只能把

黑木耳运到外地去卖，2004年

听说家乡有了食用菌批发大市

场，赵海波毫不犹豫做了决定：

“回乡自己干！”

“有市场，家乡的木耳品质

这么好，还怕个啥啊？”从给别

人打工到有了自家员工；从拉

3000多斤的小车到拥有拉1万

斤的货车；从100多个客源到

有了1000多个客户，家乡的黑

木耳让赵海波的生活变了样。

如今，一年能卖出40多万斤，

赵海波成了黑木耳大市场里的

名人。但他明白，确保黑木耳

优良品质才是根本。

因地制宜是保证长出优质

黄松甸黑木耳的制胜法宝。三

合村的招数是“一坑一袋放在

外”，伟光村的套路是“养活木耳

吊起来”，虽然办法各异，但成千

上万朵木耳都在木屑段上生根

发芽，长出的黑木耳以其“小、

黑、厚、硬、脆、纯”的特色令外地

人赞不绝口。伟光村党支部书

记吴志孝告诉新华社记者，个头

大的黑木耳能卖到50元一斤，

平均每个木屑段能净赚一元钱，

一年赚个10多万元不是问题。

产量增加 订单猛增

黑木耳产量噌噌往上涨，

为何还不愁卖？

老吴说，伟光村最初只有

10多户种木耳，现在已有500

多户菌农。全镇几乎100%的

村屯都在从事食用菌生产。已

建成的“中国黄松甸食用菌大

市场”吸纳黑木耳产品经销商

1000余户，年交易量达3万吨，

交易额达20余亿元。眼看着

收入增加，黑木耳种植量也随

之不断扩大。产量越来越大，

万一积压了怎么办？

“每天都有订单，根本不愁

卖，最高峰时一天能有15，000

单。”森百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国宏说。这位普通的农村

小伙借助电商平台让黑木耳飞

向了全国。

如今，当地种植的木耳有

1/3在网上营销，“黄松甸黑木

耳”转眼间成了“网红”。

初中毕业后辍学的张国宏

曾在外地“倒腾”多年土特产，

他寻思：既然家乡黑木耳品质

好，为何不在网上试试？2004

年，张国宏回到黄松甸镇开始

创业。

网购新模式掀起了一场黑

木耳风暴。2018 年仅“双十

一”当天的销售额就突破了

100 万元，全年销售额超过

5000万元。越来越多村民加

入黑木耳产业的队伍中。

“来这儿之前，我就是名普

通采摘工，现在还当上了部门

经理，是家乡的木耳让我的生

活变了样。”森百味食品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李源说。

黑木耳让小镇火了起来。

如今，当地人不走了，外出打工

的人回来了，大学生毕业后义

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外地客商

们一来就待几个月。

赵海波说，打算将来再做

些深加工，“木耳砖”也好，“即食

黑木耳”也罢，目标就是不断提高

家乡黑木耳的附加值。

“木耳生长需要周期，人也

需要沉淀。如果再选择一次的

话，还是要回来。”赵海波说。

□ 刘桃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喇

叭广播是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是村民了解外界信息的重

要渠道。后来随着电视、网络

的发展，大喇叭广播越来越少，

失去了之前的作用。

“乡村宣传领域存在官方

渠道发声较少、小道消息满天

飞的情况，为筑牢思想阵地，提

振村风民风，我们想到了大喇

叭。”河北临城县委宣传部长

候培军说。2018年初，临城县

先在石城乡和黑城乡试点启用

停了30余年的乡村广播站，如今

全县1760个大喇叭都已复播。

为确保“大喇叭”的播放质

量，临城县投资410万元，对全

县播控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改

造，建设县级播控平台1个，乡

级播控平台8个，村级收听平

台220个，平均每个村级平台

有两组喇叭，每组4个，全县共

升级改造1760个大喇叭。依

托网络，可管可控，于每天早、

中、晚三个时间点进行统一播

放，播放内容由县广电网络公

司统一报审，县委宣传部审核

通过后播放。遇紧急情况，在

县委宣传部报备后，可紧急播

放，承担了应急广播的任务。

除了国家的方针政策，大

喇叭广播还积极宣传用电安

全、防火、防范金融风险等知

识，达到了安全教育的目的，提

高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以

前俺光听说有些地方投钱有高

利息，最近听了村里大喇叭广

播，这些都叫非法集资，是不受

法律保护的。俺可知道了，以

后再有人说给俺高利息让俺投

钱，俺也不投。”石城乡王家辉

村赵伟敏说。

□ 韩 振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力缺

失，很多田地撂了荒。我们通

过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群

众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让很

多撂荒的土地复垦了。”据重庆

市合川区官渡镇菊星村党支部

书记何青岛介绍，菊星村全村

5054人，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不

到二三十人，这导致全村7000

多亩土地二成撂了荒。

“2018年，村里在上级党

组织的指导下，由5名村党员

干部各贷款6万元，村集体、镇

供销社分别入股6万元、5万

元，农民将315亩土地入股，共

同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

了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喷

雾机等农机，搞规模化种植，

同时为社会提供耕种服务。”

何青岛说。

“农机专业合作社既按照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运行，又

有一定公益性，服务收费也相

对较低，大大减轻了农民种地

成本。”何青岛给新华社记者算

了笔账：以前外地耕作机给群

众服务，耕一亩地收费200元，

插一亩秧收费200元，收割一

亩地收费140元。专业合作社

给群众服务，耕一亩地收费

120元，插一亩秧收费100元，

收割一亩地收费80元。

“虽然收费低，但合作社去

年还是赚了16万元，主要是农

作物和农机服务收入两项。另

外规模化种植后，合作社作为

种粮大户还获得国家每亩约

300元的补贴。”何青岛说，合

作社利润的20%会作为村里

的公益金，用于扶急救困；10%

用于购买农业保险；余下的则

用于股东分红和农机购置。

据统计，2017年以来，合

川区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99

个，涵盖29个乡镇90个村，开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20万亩，

仅水稻机收环节就为农民节

约成本5000余万元，全区1.8

万亩撂荒的土地重新种上了农

作物。

吉林黄松甸：黑木耳让小镇火起来
以前，挨家挨户售卖，只换来一沓辛苦钱；如今，村民都在从事食用菌生产，

年交易量3万吨，交易额达20余亿元

告别“电力身份”得到惠农实惠
实施农网改造以来，河南栾川县重渡沟村全村节省电费超过500万元

特色乡村民宿特色乡村民宿
助力乡助力乡村振兴村振兴

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围绕

“原生态养生、国际化休闲”的旅游发展主

题，将乡村特色民宿作为当地乡村旅游的

特色品牌进行发展，先后涌现出劳岭、紫

岭、庙前、后坞、仙潭等一批民宿集聚区，规

模效应逐渐形成，带动全镇民宿产业发

展。莫干山镇也因此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莫干山镇共有730家民宿，

床位近10,000个，餐位近20,000席。2018

年接待游客2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25亿，其中民宿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20.5亿元。图为位于莫干山镇

仙潭村的一家民宿。这家民宿由毛笋加工

厂改造而成。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新疆霍城：小小薰衣草铺就大文章
年产精油40吨、干花800吨，实现

就业1.5万人

河北临城：乡村宣传“大喇叭”重响一线

重庆合川：巧施“一招” 撂荒田复垦
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群众提供

农机社会化服务

除了国家方针政策，还积极宣传
用电安全、防火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