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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金
鼓村四季绣农场游人如织，皮肤黝黑、面
带微笑的农家乐老板胡晓全忙得不亦乐
乎。

胡晓全是当地有名的返乡创业致富
带头人，也是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社长、四季绣生态农庄总经理。作
为利州区人大代表，他用自己的人生经
历和创业精神鼓励着村民，通过开办生
态休闲农庄，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奔康，并
履职尽责做好群众的“代言人”。

几经闯荡
返乡实现创业梦

每天清晨，一喂完牛，胡晓全就在生
态农庄里忙碌起来：打理花草、张罗饭
菜、检查设施……

说起胡晓全，金鼓村村民无不竖起
大拇指。胡晓全18岁就外出打工，因吃
苦耐劳深受老板赏识，23岁当上了建材
公司副总经理。返乡前，他已挣了 100
多万元。

开茶楼餐厅、发展养殖业、开办农家
乐……2002 年底，胡晓全怀揣梦想，带
着人生“第一桶金”回到家乡，带领村民

开启创业之路。
2014 年，胡晓全利用集体闲置

校舍及周边集体资源，在金鼓村打造
出集观光休闲、餐饮住宿、肉牛养殖、
农耕体验等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四季
绣生态农庄。

为了农庄的长远发展，胡晓全还
多次前往德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
观摩学习，把国外规范化、现代化的
经营模式运用到自己的农庄发展中
来，这为合作社和生态农庄的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至今，四季绣生态
农庄己经营6年多，每年接待游客6
万余人，共实现年收入600余万元。

反哺桑梓
带领乡邻共致富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这都多
亏了胡老板！”提起胡晓全，金鼓村3
组60多岁的村民李秀宣笑得合不拢
嘴。他说：“胡老板的农家乐，让村民
们真正过上了好日子。”自2016年以
来，李秀宣便在四季绣生态农庄务
工，每月工资2300元。

“让乡邻们都富起来、过上好日

子，我的创业才真正算成功。”自返乡创
业以来，胡晓全坚持使用村里的闲散劳
动力，除了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外，还
带动周边 50 余户农户发展小家禽养
殖，及蔬菜、牧草种植等，促进村民增收
致富。

截至目前，胡晓全共带动20余户村
民常年务工，年发放务工工资 100 余万
元，通过合作社和生态农庄收购，户均增
收3500元以上。近4年共计为80户贫
困户分红27.888万元。

建言献策
做好群众“代言人”

“当前，农村劳动力不仅年龄偏大，
还缺乏必要的农业技术，要加大对农村
人才的实用职业技术培训……”在今年3
月召开的利州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分团讨论会上，胡晓全提出了
关于加大对农村乡土人才的培养和政策
支持力度等建议。

从提出建议到落地生效，前后不到
两个月，利州区人社局便组织现场调研，
并多次组织专家走进龙潭乡金鼓村，为
村民开展了种养殖技术、厨师等方面的
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村民对农技实用知
识的了解和掌握。

“当代表就要建言献策，为群众代
言。”自2016年当选为区人大代表以来，
胡晓全始终怀着心系农民的赤子之心，
履职尽责，为家乡发展道睿智之言、献务
实之策。他充分行使代表职权，积极收
集关于群众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
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真正
起到了人大代表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收
集民意、下宣政策、监督公正执法的作
用。“接下来，我会尽心履职，继续关注村
民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好群众的
代言人。”胡晓全说。

05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 要闻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胡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邓丹

圆梦
系列报道

盛夏时节，凌晨三四点的田野里蛙声
一片。在自贡荣县来牟镇鸽子村稻虾轮
作生态种养基地堤坝上，荣县农民创业协
会乡村振兴产业联盟会员李度照例打着
电筒，巡视着这片“聚宝盆”。“我希望尽己
所能，给乡亲们一些帮助，和大家一起走
上致富路，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他说。

缺乏技术
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90 后大学生李度出生在荣县双古
镇宋家塘村，勤劳踏实的家风深深地影
响着他，也让他十分喜欢农村生活。

2013年，从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毕业后，李度在外地工作，但每次回到家
乡，看到村里的面貌没什么改变，他就开
始思考，用什么方式才能帮助乡亲们改
善生活，让家乡兴旺起来。

2015 年，李度回到家乡，经过数月
的实地考察和摸索，找到了一条可操作
的创业路。当他看着一笼笼小龙虾从零
散的水田里捞上来，便开始思考稻虾连

作在宋家塘村发展的可能性。一番考察
之后，他决心开展稻虾连作养殖。

说干就干，李度投资5万余元，通过
土地流转获取了1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
开始尝试养殖小龙虾。由于养殖技术缺
乏，不久，他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不断探索
带动100余户养殖小龙虾

2017年，李度参加了县级新型职业
农民、省级现代青年农场主、省级农业职
业经理人等培训，学习到了很多养殖和

种植理论知识。同时，他也利用闲暇时
间阅读稻虾养殖书籍和外出参观学习，
这让他对小龙虾的生活习性、养殖方法
以及稻虾养殖模式有了一定了解。

经过摸索，最终李度找到了一条好
路子。他在稻田四周人工挖出一米深左
右的宽阔水沟，水沟里种植上水草，然后
把小龙虾放进水沟中饲养。这样，小龙
虾既能清除田里的杂草，还能松动土壤，
促进水稻生长。同时，稻田也不用施肥
打农药，成为真正的生态水稻。

“整个过程完全不施化肥、不喷洒药

剂。”李度说，上半年养殖小龙虾和田螺
等，下半年再利用小龙虾粪便肥沃过的
土壤种植优质水稻。为严把产品质量
关，他还用上了植保无人机、机插机收稻
谷等先进设备。

2020年6月，在双古镇承包60亩土
地基础上，李度又到来牟镇鸽子村流转
了240亩田地进行稻虾养殖。他算了一
笔账，承包的300亩田地，一年大概能产
30万斤水稻、6万余斤小龙虾，总产值达
165万余元。

稻虾养殖技术掌握以后，李度开始
带动周边的群众发展产业，但此时，虾的
产量上去了，销售却出现了问题。如何
找到一条好的销售渠道？李度又先后走
访调研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
的小龙虾市场，接洽销售公司，最终成功
找到合作伙伴。他们采用订单式收购，
每斤小龙虾的收购价比市场平均收购价
高出3-5元。

去年12月，李度成立了荣县稻虾香
乡水产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共同发
展小龙虾养殖。其中，针对想发展稻虾
养殖的群众，他免费上门提供技术，并向
贫困户提供虾苗。在合作社的帮助下，
共带动 100 余户农户发展养殖小龙虾
2000 余亩，年产值达 1000 万余元。这
位90后大学生新型农民，也成了当地响
当当的小龙虾养殖专业致富带头人。

90后大学生返乡当起新型农民

逐梦“稻虾养殖”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事业发

展需要，需采购一批办公电脑、拍摄采访设备，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
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内容：项目分为标段一、标段二两个

标段。
标段一：办公电脑采购；
标段二：拍摄采访设备采购；
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一个或

者两个标段进行投标。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传媒大厦8楼B区；
4.招标内容：专业媒体视频制作及普通办

公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机及相关配
件，专业媒体视频拍摄和采访用单反相机、微
单相机、镜头及相关配件；具体规格型号、技术
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

注册，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或
是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独

立法人分支机构；
2.具有本次招标设备合法生产、经营资格

的专业生产厂家或国内经销商家。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以上证件应为加盖鲜章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以上

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报名时间：2021 年 7 月 27 日—— 8 月 2

日（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至5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投标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投标截止时间：2021 年 8 月 5 日下午 5

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
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女士，电话：028-8696819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26日

广元利州区致富带头人胡晓全：

“归雁”领航 带领村民奔向幸福路

胡晓全喂养鸵鸟。刘仁 摄

李度在稻田里捕捞小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