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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推进富民众

埔宁村的“振兴曲”，唱得并不容易。
“村里早年以种植香菇、黑木耳、水稻、烟
叶等为主，随着劳动力大量外出，许多土
地都成了抛荒地。”埔宁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纪孝高一语道出了此前村里面
临的困境。

发展如何破题？纪孝高了解到，每年
烟叶采收后，土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近年
来，部分村民开始发展烟后杂交水稻制种，
效益远高于水稻。何不整村推进“烟稻轮
作”（烟叶种植+杂交水稻制种），促进村民
增收，实现产业升级？

2021 年，纪孝高带领村两委开始了
新的探索。一方面，村两委干部走村入
户，广泛动员村民发展烟后杂交水稻制
种，逐步将单一种植水稻的农田改为

“烟稻轮作”；另一方面，将全村可利用
的抛荒地、撂荒地开垦成良田，实行土
地集中流转，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水稻
制种农村专业合作社，统一与福建天力
种业有限公司签订订单式种植协议，减
少因不同种业公司制种所需的隔离农
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不会种”“担心收成不好”……面对
村民们的诸多顾虑，埔宁村积极向种业公
司争取更高金额的水稻制种保险，定期开
展杂交水稻制种培训，并以制种大户示范
带动，促进产业发展。

姜能务便是制种大户之一。他种植
烟叶 28 年，2013 年开始从事烟后杂交水
稻制种，现有烟叶种植面积30亩，制种面
积 190 亩，2022 年通过种烟、制种实现收
入40余万元。

“政府多次组织我们到建宁学习制种
技术，遇到难题随时都可以请教农技员，
机械化收割效率高，重点是制种效益不
错，收成不好还有种业公司每亩 1600 元

保险兜底。”姜能务笑着说，“现在烟叶和
杂交水稻制种轮着种，每天都有事情忙，
日子过得很充实。”

在姜能务等制种大户的示范带动下，
埔宁村陆续有 30 余户农户加入到“烟稻
轮作”中来，制种面积从2020年的650亩
发展至2022年的1316亩。

2022年，埔宁村民通过种植烟叶，实
现收入740余万元；通过发展杂交水稻制
种，实现收入390余万元。

多措并举促发展

产业发展了，配套基础设施也要跟
上。埔宁村不断完善机耕路、排洪沟、烤
烟房等基础设施，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
带动村财增收。

“去年，我们以村委会的名义投资新
建了20座新型拆装式轻钢保温结构烤烟
房，烟稻均可烘烤，并出租给农户使用。”
纪孝高介绍，新型烤烟房每年租金 1200
元，每座烤烟房可单次烘干稻种 3000 公
斤、烘烤干烟750公斤，不仅使用成本低，
烘干后的稻种品相好、杂质少，还能有效
避免天气对稻种晾晒的影响。

如今，机械化作业成为农业生产的主
要方式。2022年，埔宁村投入170万元建
设河道护岸工程，修建机耕路、水渠等，为
农户田间作业提供便利。目前，工程已完
成50%。

与此同时，埔宁村大力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雇用保洁员每日进行村庄清洁，
入户宣传环境保护知识，乡村颜值不断
刷新。

“现在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漂亮，我
们住在村里特别舒心！”村民姜能胜说。

腰包鼓了，环境美了，人心也更齐
了。近年来，埔宁村民积极捐款共建百
米廊桥、广场、篮球场、戏台等休闲娱乐
场所；自导自演乡村春晚，家家户户参与
春节舞龙……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打造统一管理、更高标准的杂交水
稻制种示范点，修缮通向烤烟房的田间
路，完成河道护岸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
人居环境。此外，尤溪县精细化工园区
（溪尾片区）就落户在我们村，我打算借
助园区发展，增加村财收入，解决劳动力
就业问题，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发展。”
关于埔宁村的未来，纪孝高想做的事还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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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步入尤溪县溪尾乡埔宁村，一幢幢小洋楼错落有致，门前屋后干净整洁，村

民漫步在百米廊桥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河道两旁，绿油油的烟苗长势喜人，烟农们除

草、浇水、施肥……一派农忙景象。

埔宁村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户籍人口1817人，常住人口500余人。近年来，村里依托

优势资源，整村推进“烟稻轮作”，大力改善人居环境，获得“省级美丽乡村”“省级乡村治理

示范村”称号，2022年实现村财收入60万元。

创新，传统卤味香飘四方
吴江英出生在沙县夏茂中堡村，20

世纪80年代，沙县农村贫穷落后，16岁
时，家里无法拿出钱来供她读书，只能
辍学回家。

身材瘦小的吴江英，做过采茶女，在
建设工地帮人煮饭，学过机器编织毛衣
……班主任得知她外出打工后，一直给她
写信鼓励，她至今还记得老师信中的一句
话：行行出状元。

正是有了老师的鼓励，吴江英要改变
命运的愿望也愈加强烈。“我想创业，做出
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来，不能总是给别人
打工。”

1997年，沙县县委、县政府开始实施
沙县小吃产业发展战略，大量农村劳动力
外出经营沙县小吃。吴江英与丈夫也成为
小吃大军中的一员。

2006年，因为家庭原因，在外开了多
年小吃的吴江英回到沙县打拼。在城区的
几个市场兜兜转转，她发现市场里的卤味
食品生意特别好，于是，她和丈夫来到金
沙市场西侧的一家卤味店打工，学习卤制
食品。

吴江英曾有过加工卤制豆腐的经验，
做的豆腐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有了基础，
再加上夫妻俩勤学好问，没多久，老板就
把店盘给了他们夫妻俩，“沙县江英卤味
店”就这样开业了。她每天尝试制作多种

口味的卤制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生
意红红火火。

2016年9月，吴江英成立了三明市顺
源食品有限公司，主营卤味鸭制品加工和
销售。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卤味鸭制品全
部来自沙县三姑村肉鸭养殖基地，全程生
态养殖，加工、包装等环节层层把关，公司
还引进了一套检测设备，每月由专业人员
定期抽检。

以味取胜，凭借着可口的味道和良好
的品质，如今，江英卤味系列产品先后获
评三明老字号产品、“沙邑珍品”沙县县域
公共品牌产品，公司还被评为沙县小吃产
业转型的示范企业。

爱心，吸纳特殊群体就业
从小的艰苦生活，让吴江英对困难家

庭和特殊群体多了几分共情。事业步入正
轨后，她积极参加各种公益事业，向社会
奉献爱心。

2019年，吴江英参加沙县自闭症群体
的一次义卖活动中，接触到了大龄“星娃”

“蜗牛”群体，她了解到这些孩子长期在
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家长得全职照
顾，家庭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很大。

“当时就想，工厂忙的时候经常缺包
装人手，能不能让这些孩子来做，给他们
一个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吴江英回忆，一
开始，自己心里也不确定孩子们能否胜
任，但家长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甚至

提出可以不需要工资。
同为母亲，吴江英感受到了家长们

的不易。“父母总有老去的那一天，如果
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社会也向他们开
放更多的窗口，接纳他们，这些家庭压
力会小很多。”

于是，吴江英就开始招收大龄“星娃”
“蜗牛”就业，包装岗位操作简单、不需要与
人沟通，很适合他们。虽然一开始不熟练，
孩子们却做得有模有样。

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吴江英与孩
子们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周末时常带着
他们去旅游、聚餐，亲近自然。

“公司就像一个托育机构，我愿意去
承担这个保育员的责任。这些孩子们都很
善良，看着他们越来越开朗，我觉得再辛

苦也值得。”吴江英说。
除了适合“星宝”“蜗牛”的包装岗位

外，吴江英还继续开发适合肢体残疾人
的电商运营岗位。去年，顺源食品得到
区残联的政策帮扶，获得安排残疾人就
业奖补资金 4.7 万元。不少外地残疾孩
子的家长闻讯而来，为自己的孩子寻找
岗位，吴江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提
供了住处。

点滴小事，必汇于情。“我自己在创
业的时候就遇到不少困难，也得到很多
人的帮助，希望将来我的企业能够为更
多的残疾人提供帮助。”吴江英用自己的
方式交出了一位责任企业家的优秀答
卷，也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持续传递着
正能量。

吴江英：以味取胜，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活力
●本报沙县记者站 黄 悦 文/图

3 月24 日，在泰宁县下渠镇文铭生
态农业全自动蛋鸡养殖场育雏鸡舍内，
工人正在给雏鸡喂食。

泰宁县文铭生态农业全自动蛋鸡养
殖场是一家集自动化蛋鸡养殖、有机
肥、饲料加工于一体的特色农业企业。
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占地面积3300余
平方米。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育雏鸡
舍1栋、封闭式恒温智能化鸡舍1栋，引
进2万余只羽雏鸡试养，待3个多月后雏
鸡长大转入封闭式恒温智能化鸡舍实现
鸡蛋量产。

封闭式恒温智能化鸡舍采用全自动
现代化的蛋鸡养殖设备，安装了远程智
能化控制系统，能控制温度、湿度、通
风、供电、供水、供料，从喂料、饮
水、调温，到清粪、拾蛋等都实现了自
动化操作，为蛋鸡提供最舒适的生活环
境，实现集中饲养、封闭管理。饲养员
只需要按下几个按键，就可以实现自动
化蛋鸡养殖。

得益于先进的鸡粪清运和通风换气
设备，鸡舍内产生的粪便通过传送带传
送至发酵场内，经过半个月的发酵，阳
光棚晾晒变成有机肥，进行无害化处理
后销售给农户，不仅可以增加企业的附
加值，满足周边乡镇有机肥的需求，还
可以带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过去传统饲养由于无法控制鸡舍里
的温湿度和通风量等因素，容易导致蛋
鸡生病，产量降低。引进智能化养殖系
统后，不仅能保证蛋鸡的品质，还大大
节省了人力成本。”文铭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求接说，“蛋鸡健康了，
鸡蛋升值了，鸡粪还能做肥，人力成本
缩减了，可谓‘一举四得’。”

与此同时，项目二期也正在加快推
进中，将建设饲料加工厂1 栋、商品蛋
分拣包装车间1栋、有机肥加工厂1栋及
附属配套设施等，预计项目全部完成后
可同时培育7 万余只蛋鸡，年产值可达
1500 万元，实现年产蛋量 245 吨、有机
肥300吨、饲料400吨。

蛋鸡产业
刮起绿色循环风

●本报泰宁记者站 刘清香 熊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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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位于沙县区的三明市第一
医院生态新城分院项目建设工地上一片
繁忙景象，施工人员铆足干劲加紧施工，
供电施工人员正进行高压进线电缆T接
作业。

在项目立项之初，国网沙县区供电公
司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启动重
大项目响应机制，主动上门详细了解项目
建设情况，指导用户优化电源配置，缩减
冗余报装容量4100千伏安，对办电流程、
用电所需材料等方面提供前期辅导，并根
据现场联合勘查情况，综合考虑周边电源
确定最优接入方案。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三明亿源电力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沙县分公司针对项目需
求推行“差异化服务”，通过一对一、点对
点服务，合理安排施工方案，确保工程进
度，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定期上门服务指
导，畅通“绿色通道”，最大限度缩短工期、
降低投资，确保重点项目能够“早投入、早
产出、早见效”。

3 月 20 日 17 时，三明市第一医院生
态新城分院送电成功，为后续建设提供有
力的电力保障。

精准服务
助推重点项目提速

●吴 玲 文/图

3月27日，在沙县顺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名智障人士正在
娴熟地包装卤制品，总经理吴江英在边上耐心地提醒他们注意事项。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无论是创业最初的艰难岁月，还是稳步发
展的当下，吴江英始终相信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为更多特殊人群
提供就业岗位，也是一种责任。

埔宁村全景

吴江英在卤制鸭脖

工人给雏鸡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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