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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东乐
村，最高气温突破36℃，连片的桑田在阳
光照射下显得格外翠绿。

“今年蚕茧价格高，上一季每公斤
58.5元，我一共卖了7000多元。”站在自
家院坝里，村民黄德淑向记者算起收入
账，“一年我可以养4季，光是养蚕今年
就有2万多元收入。”

像黄德淑这样的蚕农在东山镇还有
很多，作为乐至县打造现代蚕桑产业园的
核心示范区，东山镇现有桑园1.2万亩、
桑树780余万株，养蚕户2356户，年产茧
23.8万公斤。近年来，当地强化优质蚕桑
基地建设，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建园区、兴
产业，带动桑黄菌、丝绵被等蚕桑资源加
工蓬勃发展、蚕桑文化旅游方兴未艾。

2020年，东山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0874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10.2个百分点。

村民算收入账
蚕茧一季就卖了7000多元

从乐至城区出发，沿国道 319 行驶
约20分钟，便能到达东乐村。

黄德淑的家正好在公路旁，不远处
是她家的桑树田。“小时候家里面就一直
在养蚕，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养
蚕。”说起养蚕，今年56岁的黄德淑滔滔
不绝，她已从事这项工作30多年。

在黄德淑的眼里，养蚕是一项投资
少、见效快、周期短、收益大的“好门路”。
为什么这样说？黄德淑算了一笔账：上一
季，她花100多元购买了两张蚕卵纸，经
过 20 多天的培育，小蚕最终形成蚕茧，

“今年蚕茧价格高，每公斤能卖58.5元，
我一季就卖了7000多元。”

每年的5月到9月，黄德淑一共能养
4季蚕，按今年这个价格，她有2万多元
的收入。“赚的还是辛苦钱。”黄德淑一边
说一边指向桑田，“每天一大早就要去摘
桑叶，摘回来喂蚕还要注意不能有任何
污染。”

尽管辛苦，但黄德淑却很满足。“在
农村，我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收入，很不
错了。”她特别提到，除了在家里养蚕，她
还在村上的养蚕家庭农场务工，每月还
有2000多元的收入。

大园区+小业主
业主“拎包入住”产业园

乐至是陈毅元帅的故乡，有“帅乡”
的美誉。当地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土质

宜种性广，特别适宜发展蚕桑业，其养蚕
历史可追溯到隋唐时期。1959年，陈毅
元帅回乡视察时，看见家乡蚕桑文化兴
盛、蚕桑产业发达，欣然赋诗《冬夜杂咏·
故乡》：“公社遍故乡，到处是桑园。蚕娘
两万人，一年八季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然
而以前乐至村民养蚕都是“各自为阵”，技
术落后，难成规模。经过调研，一个现代
蚕桑产业园的设想开始在当地谋篇。

东山镇党委书记全陆介绍，当地建
立了“园区+龙头企业+专合社（家庭农
场）+农户”模式，引进红旗丝厂、丝绸之
路等 4 家企业入驻现代蚕桑产业园，以

“大园区+小业主”、“返租倒包”等模式带
动发展蚕桑家庭农场、大学生创业主体、

农家乐等新型经营主体。黄德淑务工的
阿文蚕桑家庭农场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进来的时候，蚕房这些都是盖
好了的，相当于‘拎包入住。’”阿文家庭
农场的负责人梁能文说，他在东乐村承
包了60多亩地，每年能养5季蚕，“所有
的蚕茧统一收购，不愁销路，今年大概有
30多万元的收入。”

此外，梁能文还发展起小蚕共育室，
雇佣周边村民到农场务工，一年共计要
给村民发8万-9万元的工资。

打造“乐至样板”
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在离东山镇东乐村不远的方广村，
旺亿生态园的周苹苹正忙着制作蚕丝
被，晶莹剔透的蚕丝在她的轻轻拨动下
变得蓬松起来。

“小时候家里就在养蚕，栽桑养蚕的
成本相对较低，乐至又是蚕桑大县，养蚕
的前景很好。”周苹苹介绍，2015 年，她
与丈夫决定回乡创业。一个小院，一间
蚕房，搭起了夫妻俩的蚕桑梦。

如今，旺亿生态园内种植了 300 余
亩桑树以及80亩水果，同时开发出蚕丝
被、桑叶茶、桑葚酒、桑枝食用菌等各类
产品。这个优质的观光旅游打卡地，成
为乐至蚕桑产业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我们将结合乐至‘中国桑都’建设
规划，以‘桑田公社’建设为载体，规划在
核心区建设规范化现代蚕桑全要素集成
新园区1.2万亩。”乐至县蚕桑局副局长
罗红琼介绍，乐至将以东山镇为核心，辐
射周边乡镇，打造“乐归桑田游憩环”，串
联智慧蚕桑示范区、种养循环功能区、东
山蚕丝主题小镇、桑梓原乡文化传承区、
蚕桑农旅融合发展区5个产业板块。

同时，通过升级蚕桑技术、丰富乡村产
业、植入蚕桑文化，构建一个“蚕桑+文旅+
农创”的乡村桑梓文化体验休闲区。“我们
将力争通过5年时间，建成省内领先、全国
一流的蚕桑产业强镇‘乐至样板’。”罗红
琼说。

▲蚕桑家庭农场。

◀黄德淑（左）在小
蚕共育室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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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自己先把金银花种好，再带动
周边群众种，让金银花成为我们村的一
项特色产业，帮助群众致富增收，最终实
现乡村振兴……”8月4日，泸州市古蔺
县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站在金银
花种植基地的雷顺，说完短短的几句话，
已是大汗淋漓。

通过几年的发展，如今，雷顺的金银
花种植基地规模已达400余亩，明年可
望获得较大收益。雷顺希望通过自己的
示范作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种植，让金
银花成为农场村优质特色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加快实现。

一朵小花笃定创业决心

今年31岁的雷顺，是古蔺县金兰街道
农场村7组村民。2008年退伍后，雷顺凭
借自身的勤劳与机灵，在工地上从事技术
工种“架模”，收入颇丰。在他人眼里，这是
一份不错的工作，但雷顺却不满足于此，
他的内心一直想着的是回乡创业。

农场村位于乌蒙山区深处，以喀斯
特地形为主，地势陡峭，土壤贫瘠。通过

考察，雷顺发现，目前金银花主要用于制
作化妆品、药物等，加上其具有清热解毒
的功效，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而农场村位
于海拔 1100 米至 1400 米处，不管温度
还是湿度都非常适合金银花生长。

从 2014 年国家启动精准扶贫计划
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农场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大山深处盘旋着一条条新
修的水泥路，串起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村

里还开办了现代化养牛场，邻村也建起
了不少产业园，让许多群众实现了家门
口务工。这也让雷顺感觉回乡创业的机
会来了，于是他拿出所有积蓄，办起金银
花种植基地。

见缝插针乱石坡中见绿

走进雷顺的金银花种植基地，放眼
望去，这哪里是土地啊，分明就是在一片
乱石坡中“见缝插针”，经过精心耕种，才

“捧”出了一点点绿。
雷顺知道，肥沃的土地，村民们一直

在耕种，是舍不得租给他的，他就去租无
人耕种的荒地、石坡地，再带领工人进行
人工清除、转运石缝间的杂草灌木。没
有土，他们就从别处搬运过来填上。“以
前的人们是‘刀耕火种’，现在因为森林
防火，我们还不如‘刀耕火种’。”雷顺半
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为什么要盖地膜，什么时候必须除
草，什么时候驱虫，如何烘干、保存金银
花，如何冲泡花茶……平时话不多的雷
顺，一谈起金银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俨然一位种植专家。问他这些是去哪里
学的，他总是笑着说：“去年我在这些上
面吃过亏，今年当然就知道了。”要种出

一株茂盛的金银花，背后少不了种植人
的不断摸索与总结。

“哎！最难的应该是缺资金，再穷我
们也不能拖欠工人工资。”雷顺说，从2018
年开创种植基地以来，他已投资近300万
元，从来没有拖欠过工人一分钱的工资。

责任担当筑起幸福梦想

目前，雷顺的金银花种植基地已投
产三分之一，2022年将实现较大的经济
效益。这个 400 余亩的种植基地，现在
常年吸纳50余人进园务工，其中脱贫户
12户，日工资为120元每人，他们每月可
获得务工收入2400元左右。

“我有四个孩子，老大马上读高一，
老二上初中，还有两个读小学，老公在外
务工，家庭压力非常大，还好种植园为我
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今年我已
经有 1 万多元的收入，非常感谢雷顺。”
农场村6组脱贫户杨志洁说。

在种植园里，记者听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太感谢雷顺了”。其实，雷
顺种植金银花的目的除了实现个人创业
梦想，他也想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带动
更多人一起致富，推动农场村加快实现
乡村振兴。

雷顺的金银花种植在乱石坡上。

资阳乐至用一根蚕丝织梦乡村振兴

一年养蚕4个月 村民收入2万余元

泸州古蔺种植大户助力乡村振兴

一朵金银花让荒山撒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