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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丹凤县峦庄镇“点对点”劳务输出欢送仪式在峦庄
镇中心广场举行，输送 64名村民前往韩城市摘花椒。

“听说今年到韩城摘花椒，每斤给三块五毛钱，麻利的话，一
天能摘 80 多斤，一个人一来回能挣 7000 块钱左右哩。刚好这
几天农活忙完了，我和媳妇两个人都去摘花椒，回来正好挖天
麻。”峦庄镇汪家沟村村民阮英会笑着说。

“丹凤到韩城每天只有一辆直达大巴车，这段时间大家都去
摘花椒，坐不上直达车，就只能从西安中转。我平时没太出过远
门，到西安不会坐车，家里人不放心，以前不叫去，今年是从家门
口‘点对点’送到韩城，我才敢跟着一块去。没想到政府不仅让
免费坐车，还给组织欢送仪式，给我们送吃的、喝的，心里暖洋洋
的！”峦庄镇元潭村村民陈桂香开心地说。

这次峦庄镇欢送64名村民到韩城摘花椒是由能人田金娥组织，
这已是她连续5年组织村民到韩城摘花椒。田金娥是峦庄镇人，她
家曾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党的脱贫政策和各级干部的帮
助下，她和家人依靠双手，不断努力，终于摆脱了贫困。她踏实肯干、
待人实诚，农闲之际组织群众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劳务输带头人。
2019年2月，她被丹凤县人社局表彰为“优秀劳务带头人”，每年组
织100多人次外出务工，人均增收7000多元。

为了组织好这次“点对点”劳务输出，峦庄镇严格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务工人员全程戴口罩，并提供
健康码、行程码“双绿码”。

峦庄镇镇长郭强说：“乘车人员需持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我们还为每人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全程安排专人、专车护送，
减少务工人员与外界接触和感染风险。做好一站式转移输送劳
动力，既能为务工人员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节省出行成
本，也增强了群众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峦庄镇着力拓宽劳务输出就业渠道，坚持台账管
理、菜单输送、定点联动，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
业，截至7月底，峦庄镇组织劳务输出5655人次、创收6887万元。

郭强说：“下一步，峦庄镇将继续开展好劳务输出工作，
对有意愿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全面摸排，根据务工需求，积极
对接相关企业。针对在家发展产业人员，因人施策，组织短
期务工，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峦庄镇还将根据务工需求，培
养更多的劳务带头人，积极引导农村适龄劳动力外出增收致
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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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村种植了近 300亩花椒，今年是第一年挂果，
长势还不错，昨天一天就采摘了湿花椒 1000 多斤，5 斤湿花
椒可晒成 1 斤干花椒。我们这都是天然晾晒的，晒干后的花
椒一斤能卖 60元左右……”商南县清油河镇后湾村党支部书
记李建华边走边介绍。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采摘的时节。7月 29日，走进后湾村
花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只见一簇簇花椒挂满枝头，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阵阵椒香。花椒树下，村民们提着笼正在忙着采
摘花椒。

“以前，花椒成熟时，我都是去韩城采摘花椒，现在村上流
转了我家荒地种植花椒，我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采摘花
椒了。”正在采摘花椒的村民李红乐呵呵地说，“采摘湿椒一斤
2.5元，手快的话，一天能采摘四五十斤，加上除草期在基地务
工和每年的地租，一年收入也有不少呢！”

谈起种植花椒的缘由，李建华说：“以前，每年花椒成熟
时，村上好多村民都会去韩城务工，采摘结束后，他们回到
村上，说花椒树成活率高，容易栽种，建议在村上也发展花
椒产业。”

2019年，后湾村“两委”成员先后多次去韩城考察学习花
椒种植技术，回来后决定把花椒产业作为全村的农业主导产业
来发展，持续稳定增加村民收入。目前，后湾村发展花椒 287
亩，现已开始挂果。预计到 2024年，这些花椒稳产后，每年可
实现产值 80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纯收入 20 万元，可带动
30户农户50多人务工就业，户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

李建华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花椒产业的技术管护，
积极做好除草、修剪、防虫害、施肥、浇水等科管工作，不断
提高花椒产量和质量，竭力让小花椒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
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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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产业在咱们这里还很少见，你可别小看这葫芦，
最大的能长到一米多高、三四十斤重，这一个就能卖两三
千元，厉害得很！”8月 3日，在商州区金陵寺镇刘村葫芦基
地，葫芦架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村民谢培广说起葫
芦产业，很是自豪。

今年 40 岁的谢培广之前一直在商州城区从事运输
业，人勤快加上能吃苦，多年前他就在城里安了家，日子
慢慢好了起来，但天生爱折腾的他并不满足，总想干点
喜欢的事。2019 年，各个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短视频
开始风靡网络，吸引了大量流量，各种直播带货在短视
频平台走红。谢培广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偶尔刷刷视
频打发闲余时间。一次，他在视频上刷到一个外地商人
在直播间卖加工好的葫芦工艺品，一下子就被各种各样
的葫芦吸引了。

“人家的葫芦怎么能做出那么好看的工艺品？最主要
的是，加工好的葫芦有的价格并不便宜，怎么就有那么多
人购买呢？”带着好奇，谢培广在网上查资料，了解葫芦市
场前景。他发现，在民间，葫芦一直有着健康长寿、福禄双

全的含义，象征着平安顺遂，可保佑家人健康平安，也寓意
着富贵吉祥，而用葫芦加工成工艺品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
传统，也正是基于这些美好的寓意，葫芦工艺品市场才十
分红火。

为了研究透彻葫芦的品相和特点，谢培广从网上购买
了各种各样的葫芦。随着对葫芦的深入了解，他萌生了种
葫芦的想法。“我是农村娃，回老家种地应该难不倒我。”

打定主意后，谢培广先后前往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学
经验、学技术，开阔眼界。

从开始接触葫芦到完全了解葫芦种植和市场，谢培广用
了3年时间。心里有了方向、手里有了技术后，2021年春天，
谢培广流转10多亩土地，搭架、铺设滴灌系统等，他自己育
苗栽种葫芦。去年4月，他把所有的苗都栽种到地里。

“干一行就要精一行，不管啥时候，不懂学习不懂技术
都要落后。”谢培广深知技术的重要性。这几年，他一直没
有停止学习，一有空就在手机上学习防治各种病虫害的办
法，记不住的就把视频截屏保存或者摘抄下来，然后再研
究配比，慢慢地克服了葫芦的种植难点。

谢培广说，去年夏季由于雨水过多，葫芦长势没有预
期好，所以今年他更加用心管理，提早做好了预案。他亲
力亲为，精心做好各项环节的管护。忙不过来的时候，他
就雇周围的村民来帮忙。“今年葫芦长势很不错，预计这些
葫芦成熟后，能收入十来万元。”谢培广算着收入，脸上绽
开了笑容。

“培广是我们村上勤快的小伙子，不光跑运输，还在村
上租了这十来亩地搞葫芦种植，去年靠种植葫芦收入还不
错，我们也是积极给他帮助，协调解决租地等问题。村上
发展一个产业不容易，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大力支持。”刘村
党支部书记谢应志说。

如今的谢培广俨然是一位葫芦专家，他不仅懂得了种
植技术，还掌握了葫芦的售卖要点。他掌握了网络上营销
手段，把各个生长阶段的葫芦都拍成短视频、照片，然后在
短视频平台推广。目前，已有 20多个葫芦被人预定，就等
成熟后直接被带走。

“每个葫芦我都有编号，每个阶段它长成了什么样子，
我都一一拍下来，放在网络上，关注的人很多。”谢培广说，
一个葫芦要成为精美的工艺品，要经过去皮、晾干、再加
工。而葫芦工艺品也分天然葫芦、雕刻、彩绘、勒扎葫芦
等，经过加工后，葫芦的价格也会翻倍。

目 前 ，谢 培 广 也 在 积 极 寻 找 合 伙 人 ，他 计 划 走 深
加 工 路 线 ，做 精 葫 芦 工 艺 品 ，将 产 业 链 延 长 ，进 一 步
提高葫芦效益。

“我很看好葫芦手工艺品市场，下一步，我还想继续扩
大种植面积，把产业做大做强。”谢培广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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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培广展示成熟的葫芦谢培广展示成熟的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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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采摘花椒村民采摘花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