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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天，达州市渠县龙凤镇，街
头巷尾晾晒的草编半成品成为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进入“三伏天”后，当地
居民大多待在阴凉处，三五成群，一边
拉着家常一边做草编——在当地，这些
人被称为“编编匠”。

草帽是龙凤镇的传统特色手工艺
品，已有上百年历史，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少“编编匠”成为
致富能手，成了村“两委”班子成员，他
们不仅用双手编出了幸福生活，还用智
慧开辟出产业发展的新出路。

效率提升400倍
“编编匠”3个月赚10万元

“家家户户都会编草帽，我家也是
代代相传。”陈强，龙凤镇宝珠村的众多

“编编匠”之一，其家族编织草帽已有上
百年历史。他告诉记者，以前全靠手工
编织，一个人一天只能编一顶草帽。为
了增加收入，每到夏天，全家人都会齐
上阵，他就是这样学会编织草帽的。

“现在不一样了，我家买了编织草帽
的机器，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陈强说，
在编好草帽“边边”的情况下，一台机器
一天可以生产400多顶成品草帽。“编织
草帽主要在6-9月，总共有7个环节，选
料、上色、浸泡、编织、熏蒸、晾晒、刷漆。
其中编织最费时间，有了机器帮忙，生产
效率提高了很多。”他说。

“一个圈长一尺五，要20个圈才能
编成一顶草帽。”陈强介绍，购买了机器
后，他们开始收购农户编织的草帽圈，
这样既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提升了
草帽生产加工的效率。“今年大概可以
生产5万顶草帽，按批发价10元一顶计
算，毛收入达 50 万元，刨开成本，净赚
10万元没问题。”他说，今年雨水偏多，
草帽的收购价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仍然
可以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据当地村民介绍，龙凤镇的草帽品
质上乘，颇受川人喜爱，同时在云南、湖
南、湖北、陕西、贵州等地也占有比较固
定的份额。每年夏天，各地的批发商都
会主动前来收购。“颜色、外形比较好看
的草帽，在省外一顶能卖到 15 元左

右。”当地村民说。

绿色生态好产业
年产值已超4000万元

“以前，麦子收了以后，秸秆都是采
用焚烧或者堆肥的方式进行处理，不仅
破坏土壤结构，还污染空气。最近几年，
草帽产业发展起来后，秸秆变废为宝，基
本都用来编草帽了。”渠县龙凤镇草编专
业合作社社员余传明介绍，当地特有的
洋麦草是编织草帽的好材料。因资源丰

富、形式灵活，该镇的草编业在二十世纪
70年代初期就已初具规模。

龙凤镇有着“川东草编之乡”的称
号，家家户户都会草编，不仅让秸秆变
废为宝，还成为群众致富增收的手段。
近年来，该镇按照“自愿、平等、互利、民
受益”的原则，采取“公司+基地+编织
户”的运行模式，引导农民走专业合作
社发展新路子，针对市场需求，着眼规
划，创新生产技术，积极更新工艺流程，
不断开发新品种，加大品牌包装打造。

目前，龙凤镇有 20 余家上规模的
草帽厂，年产草帽 300 多万顶，产值超
过4000万元。“现在，我们正在深挖草
编历史，把传统草编业与草编文化有机
结合，组织学校老师编写了草帽歌，编
排了草帽舞，还利用抖音、微信积极推
广，引导更多老百姓投入到草编产业中
来，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奠定基础。”龙凤镇党委书
记黄彦先说。

“这是一个在家就可以挣钱的绿色
生态好产业。”黄彦先说，通过大力发展
草编产业，截至目前，该镇已带动失业
待业妇女、残疾妇女等4000多人就业，
年创利税500余万元，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的好门路。

致富能手带头
壮大农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

“产业要发展得更好，人才支撑很
关键。”黄彦先说，选好、培育好乡村振
兴带头人，对龙凤镇的草编产业发展至
关重要。近年来，该镇选拔出一批有文
化、有技术、敢于创新、勇于干事的年轻
干部进入村“两委”班子，有效提升了班
子整体活力和战斗力。

“目前，我镇5村1社区的支部书记
均由致富能手担任，其中3名书记年龄
在35岁以下。”黄彦先说，这些致富能手
懂政策，也懂技术，在他们的带领下，该
镇开创了以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
干事创业局面。村干部还不断向群众灌
输高质量发展和发家致富的新思路，引
导群众自觉投入到产业发展中，逐步形
成了乡村振兴全民参与的新格局。

由致富能手牵头成立的草帽专业
合作社，也在随时收集草编行业供需信
息，了解各种大型活动、展销会召开时
间，为草编从业人员争取免费销售摊
位，组织镇内从业人员参展；与县内及
周边旅游景区协调，推荐草编产品在景
区设立展销点，打开了营销网络。今
年，专合社还尝试推进网上展示、交流、
洽谈、销售，利用淘宝、微商等平台，进
一步扩大草编产品的销路。

黄彦先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对龙
凤传统草编业进行巩固提升，开发龙凤
草编特色，打造龙凤草编品牌，增强市
场竞争优势。同时将加强农村人才储
备，注重回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培
养有技术、有干劲的年轻后备干部，加
强项目、资金、人才回引力度，增强农村
发展的内生动力，让草编产业真正成为
龙凤镇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华西都市报讯（张潇 记者 曹笑）7
月26日下午，泸州市江阳区况场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周建容，在中大
街回访阳光幼稚园旁行道树存在安全隐
患一事时，正在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邢德
连说：“我们反映了没几天，就有人来把
树枝修剪了，这下放心了。”

事情还得从十几天前说起。7 月
13 日 ，况 场 街 道 纪 工 委 在 走 访 群 众
时，有人反映阳光幼稚园旁的行道树
多年未修剪，存在安全隐患。街道纪
工委立即派人到现场查看，发现茂密
的枝丫有的快伸进教室，有的快触碰
到电线，必须及时修剪。随即，况场街
道纪工委督促街道建环中心办理。建

环中心立即安排专业师傅进行作业。
从督查走访到整改完成，仅用了两天
时间。

此外，况场街道还举一反三，做好行
道树安全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对宜民
街、康庄街、友谊街等道路两旁的 40 多
棵行道树进行修剪。

“之前看着都不晓得该怎么办，生怕
吹大风时碰到电线！”宜民小区住户朱正
勇称，现在树枝修剪了，不仅排除了安全
隐患，采光也更好了。

“行道树引起的安全隐患问题，是我
们‘三聚焦三提升’活动中，‘聚焦城乡管
理，提升治理能力’整治事项清单中的一
项内容。”江阳区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朱

梦说，从今年 7 月起，江阳区开展“三聚
焦三提升”活动，即“聚焦城乡管理，提升
治理能力；聚焦民生民利，提升保障水
平；聚焦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群众最忧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老大难”问题。

据了解，在“三聚焦三提升”活动
开展前，区党政办通过对 2020 年以来
的信访反映、检举控告和 12345 政务服
务热线、网络问政平台、民意调查等收
集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调研摸底、全
面评估，在充分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基
础上，筛选出近年来群众急难愁盼的
12 个问题。并将具体问题归纳为“提
升治理能力、提升保障水平、提升行政

效能”三类，列出整治事项清单，列明
相关单位进行整治落实。相关单位通
过制定整治方案、推动整治落实、强化
督促总结三个阶段，着力解决回应群
众诉求，并健全完善一批科学有效的
制度机制。

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钟菲
表示，为确保活动实效，区纪委监委组建
督查组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督
导，对工作推进不力、工作措施不实、工
作进度滞后的及时提醒督促，对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
单位或个人将严肃追责问责。截至目
前，已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23 次，发现并
督促整改问题18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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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能手带头
渠县“编编匠”编出致富新路

▲村民在院坝里晾
晒 编 织 好 的 草 帽
圈。 廖亚飞 摄

◀如今，龙凤草帽实
现了半机械化生产。

廖亚飞 摄

◀村民在家中编织
草帽圈。

廖亚飞 摄

泸州江阳区“三聚焦三提升”为民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