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任丘市于村乡诗
坞基村综合服务站，大厅
宽敞明亮、地面干净整
洁，犹如城市社区的便民
服务中心。便民台旁，几
位村民正在办理业务。

“以前网络只接到了乡
里，要办民政、社保等相关
手续，大伙儿还得往乡里
跑。现在俺村建了服务站，
网络连到了村里，只要村民
来到咱服务站，就有人接

待、有人办理，实现了服务
群众‘零公里’。”诗坞基
村党支部书记金小水说，
综合服务站是诗坞基村

“两委”新近打造的民生工
程。

“俺村服务站不光环境
好，而且特别方便，俺们
要开个证明、办个手续，
在家门口就能办好，省时
又省力，真是实实在在解
决了大伙儿的难题。”说起
综合服务站，村民们也赞
不绝口。

“村民需要啥，俺就操
持啥。”这是金小水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
治村的不变原则。

2009年 5月，金小水
就被推选为诗坞基村村委
会主任。那时，诗坞基村
无阵地、无资金、无项
目，村民吃水难、通行
难、照明难。面对“三无
三难”的局面，金小水没
有退却。

“大伙儿信任俺，俺就
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他想
法简单，但行动却不简单。

诗坞基村街道繁多，
水源不足，一半以上的人
常年累月为饮水困扰。喝
了上顿没下顿，断水是常
有的事。为解决饮水难
题，金小水召集村里干部
和年轻人一起，把自来水
管网铺到家家户户，从根
上拔了村民心里“用水
难”这根刺儿。

“咱村都是土路，小偷
偷了东西也跑不出村，都
卡在泥泞的道上了。”这是
当年常挂在诗坞基村老百
姓嘴边的一句玩笑话。说

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
话，成了金小水的一块心
病。

“要想富，先修路。”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村
里的路修好”。说干就干，
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跑
工程、跑项目，人手不够
就带头上，在他的号召
下，不少村民也义务加入
修路队伍，齐心合力将村
里街道全部铺成了砖路。

2012年，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金小水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为村民们服
务的脚步也更快了。

看到村民们下地难、
浇水难，他又四处跑办，
申请来高标准农田开发项
目，让诗坞基村的田间地
头水网、路网、电网畅
通，再度解决了一项民生
难题。

为了村民们出行更方
便，他又带头募捐筹款，
争取上级资金，硬化 1100
米街道，安装了 253盏路
灯，把砖路变成示范街。
不仅如此，还打造出两条
精品街道，让出行更赏心
悦目。

看到老旧的村“两
委”已不能更好地服务村
民，今年 8月，金小水又
带领村民们拆除村“两
委”原有的 5 间老旧房，
盖上了 10间新房。除综合
服务站外，可接收视频会
议的“两委”会议室及党
员活动室也一应俱全。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
力，“三无三难”的诗坞基
村已一去不复返，但金小
水丝毫没有松懈。想村民
之所需，近日，他又有了
新目标。“接下来，我们要
全力推进自来水网改造，
给家家户户换上智能水
表。水网建好后，再把俺
村的主要街道修成高标准
柏油路，打造高标准的新
农村”。

责任编辑 张梦鹤
电话 3155706 电邮 czrbsn@163.com

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初五P6 三农在线

SANNONG ZAIXIAN

新尝试:
南方鳄鱼 北方能过冬

去去““三无三无””解解““三难三难””

金小水治村解民忧金小水治村解民忧金小水治村解民忧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陈子康 刘 宽

新想法：
玩转电商 冷门变热门

几年摸索下来，霍树海成了远近
闻名的“养鳄达人”。鳄鱼的一点点

“反常”行为都能被他敏锐捕捉到。
有时换季，水池里有个别鳄鱼发出的
声音不一样，他能很快判断出是患感
冒了还是肠道疾病，在发现后第一时
间进行治疗，很快就遏制了病情的发
展。

成了“养殖通”，霍树海不仅没有
将这成熟技术藏着掖着，还在短视频
平台上申请了账号“海哥讲鳄鱼”，传
授关键技术。

“对于不少人来说，无论是鳄鱼养
殖还是购买鳄鱼肉，都是件新鲜事。
有人想买肉，却不知道哪里是正规、
合法的，有人想搞鳄鱼养殖，却不知
道需要做什么准备。”一个人、一部手
机，没事时，他就拍个段子，有给鳄
鱼喂食的、有抓捕鳄鱼的、有给鳄鱼
搬家的，发到视频平台上，让更多人

了解这个“冷门”的行业。这一尝
试，让他收获了2000多位粉丝。

“以前天津、北京、山东等地的
客户都自己开车来实地考察、拉
货，俺们不用做线上。但这两年受
疫情影响，不少人不便外出，俺开
辟线上渠道，顾客在手机上就能看
到养殖情况，下了单，我们走快递
就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发展新
客户，如果没有线上的展示，人家
也不信任咱。”看到了线上传播的影
响力，今年，他还专门请来直播达
人，成立了直播团队，进军线上直
播领域。

可 在 多 个 平 台
上，尚未有销售鳄鱼
肉的商家进驻，这样
一来，霍树海又成了
第一个卖鳄鱼肉的
人。作为食品入驻平

台，要有相关质检报告及检疫证明。
为此，他又多方打听，特地找到北京
权威检测部门，检测了营养、菌种等
多个标准，并申请注册了鳄泊源品牌
商标。

为了让粉丝全面认识鳄鱼养殖，
霍树海还专门打造出了一间专属直播
间，请来熟悉电商的主播，直播鳄鱼
知识和合作社开发的各种鳄鱼产品。

“虽然鳄鱼养殖比较冷门，但俺相
信，接入电商后，这个行业会发展得
越来越红火。”致富不走寻常路，以后
霍树海要在电商平台上播出更多鳄鱼
商机。

我市新增我市新增我市新增888个个个
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全市市级园区已达全市市级园区已达110110家家

本报讯（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殷文红 李粲）记者
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
日我市新认定献县淮镇食
用菌现代农业园区等 8个
园区为市级现代农业园
区。截至目前，全市市级
园区达110家。

这 8 个园区分别为献
县淮镇食用菌现代农业园
区、南皮县寨子镇青宸苜
草现代农业园区、南皮县
刘八里乡林果现代农业园
区、海兴县张会亭乡现代
农业园区、东光县找王镇
现代农业园区、南皮县王
寺镇鸡产业现代农业园
区、沧县捷地回族乡桃实
现代农业园区、沧县姚官
屯乡香海蝉林现代农业园
区。

现代农业园区是示范
引领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
有效平台。近年来，我市
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
领，以建设“科技农业、
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
量农业”为方向，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制订优惠政

策，不断吸引资金、技术
等现代生产要素聚集到园
区，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同时，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强
园区辐射带动能力，努力
把现代农业园区建成区域
现代农业先导区、优势特
色产业引领区、农业先进
技术示范区。

目前，全市现代农业
园区已形成龙头带动型、
产业集聚型、创新驱动
型、融合发展型、科技引
领型、绿色生态型、链条
辐射型、农旅结合型等 8
种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在建设规模种养基地、扩
大科技研发应用、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
产融合、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
引领作用。“十四五”期
间，全市现代农业园区将
继续坚持“四个农业”发
展方向，以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带动农民增收为目
标，促进产业链条延伸和
三产融合发展。

正值农闲时节，走进青县马厂镇王
维屯村，一条街上也不见几户人家敞着
大门。记者正纳闷，村党总支副书记杨
宝良说：“俺村一共有3000多口人，有一
多半儿在村里毛刷厂上班，年轻的干技
术，年老的搞后勤，很少有闲人。”

杨宝良介绍，上世纪 60年代，村里
有村民从外地购进动物毛，为沧县兴济
毛刷厂提供刷毛。上世纪 90年代，一批
韩资化妆刷企业陆续在马厂镇建厂，带
动不少当地人从事这个行业。王维屯曾
被评为“中国淘宝村”，村里共有大小化
妆刷企业 22家，今年“双十一”期间，
化妆刷企业销售额达 1.6亿余元，超出去
年4000多万元。

杨宝良带着记者走进村边的受受狼
化妆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员工们
正在操作台旁，认真地对一把把化妆刷
进行整型、注胶、修型、组装。

36岁的罗迎迎是王维屯村村民，如
今已是公司的技术骨干。罗迎迎负责的
工序是“蹲毛”，即把定量的纤维毛放
进化妆刷口管后，将其在桌面上轻轻敲

击让毛形变得更圆润。她告诉记者，这
个步骤看似简单，却极考验手势与力
度，毛形要长短均匀、层次流畅，否则
会影响化妆刷的品质。“骑车从家到公
司才用 5分钟，俺一天干 8个小时，一
个月能挣 5000 多块钱。守着家门口挣
钱，心里美着哩！”话间，罗迎迎喜笑
颜开。

位于东姚庄村的兴源毛刷厂，以生
产动物毛化妆刷为主，公司生产负责人
邢然说，化妆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把中高档的化妆刷至少需要 20 道工
序，所有工序都靠手工完成。为了提高
产品的美誉度，扩大销路，兴源毛刷厂
致力于产品研发。如今，公司开发的

“六和太平”系列套刷，成为颐和园的文
创产品，年销售量达 7万多套。邢然说：

“如今，车间的 100多位工人都是周边的
村民，企业走得长远，大伙儿挣钱才安
稳。”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马厂镇化妆刷
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已成为镇域特
色产业之一。目前，全镇共有受受狼化

妆刷有限公司、兴源制刷厂、醉墨化妆
用具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代表性企业。
这些企业适应时尚化、现代化的消费需
求，实现了由贴牌代工生产，向自主设
计生产、自创品牌转变，“艾诺琪”“受
受狼”等多个自主品牌已走出了国门。
马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今，
全镇毛刷企业年产值达 3.5 亿元，2500
多位村民成了产业工人。他们将化妆刷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一把“刷子”，壮
大镇域经济，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

“让你们久等了，俺刚从任丘收鱼回
来，要是不赶快弄回咱温室，一旦室外再降
温，这鱼就不好活了。”刚见到泊头梦海庄
园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霍树海，他就一个劲儿
说抱歉。随他走进温室，100多条鳄鱼分散
在水池里，有的张着大嘴露出尖锐牙齿，有
的在闭目养神。原来，他说的鱼，并不是我
们常见的鱼，而是凶猛的鳄鱼。

提到鳄鱼，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在
霍树海这里，鳄鱼却是致富的宝贝。他不仅
多番试验，让南方鳄鱼在北方安全过冬，成
功跨越规模化养殖的门槛，还创新业态，玩
转鳄鱼加工与销售，走上电商直播路，将产
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年产值年产值33..55亿亿元元，，25002500多位村民成了化妆刷多位村民成了化妆刷““产业工人产业工人””

马厂镇乡村振兴有把马厂镇乡村振兴有把马厂镇乡村振兴有把“““刷子刷子刷子”””
■■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张文文 摄 影 陈 雷

鳄鱼养殖对人们来说，是个新鲜事儿，怎么
能养好，如何走市场？没把握，可不敢迈出这一
步。霍树海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但他是个喜欢
尝试新鲜的人，五六年前，从网上接触到了宠物
鳄鱼养殖后，就开始四处搜集信息，钻研起来。

“深入了解，俺发现南方还有专门搞鳄鱼养殖
的。别看鳄鱼外表凶猛，但养殖技术相对简单，
病害也少。尤其是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对水
质没有要求。鳄鱼利用价值高，浑身都是宝，如
果不幸意外死亡，还可以做成标本，价格甚至还
要高于活体的售价。”发现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
间，行动力十足的他当即着手购买鳄鱼苗，申请
合法合规的养殖手续，建起安全牢固的养殖基
地。就这样，一头扎进了鳄鱼养殖的致富池里。

难题迎面而来。霍树海养的是暹罗鳄，是合
法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引进的。但这种鳄鱼原来
都栖息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来到我国北方，过
冬就成了问题。

“在俺之前，也有人尝试向南方养殖场学习冬
季管理技术，但由于南北气候认知差异，那些办
法并不适用，只好作罢。”为此，他没少做市场调
查。

霍树海没有偏听偏信，他知道，要让这些热
带的“客人”安稳过冬，只能根据本地情况，自
己摸索。

“鳄鱼怕冷，每年 10月就要放到温室里，室
温维持在 20℃。到了来年 4 月，再转到露天养
殖。”第一年冬季，他专门买来4台暖风机，放到
温室的4个角对着吹暖风。

“那时一进屋，就觉得挺热了，肯定没问
题。”哪知，鳄鱼死了不少。“后来一分析，原来
是热气都朝上走，屋子上方 30℃，地面也就
10℃。”

有了经验，第二年，他在养殖水池里铺上了
锅炉水暖，没想到，鳄鱼却相继害了眼病，甚至
不少都瞎了眼。

“池子里弄水暖，水蒸气一上来，再加上窗户
封闭，屋里湿气大，鳄鱼就容易得白眼病，严重
的就瞎眼了。”

前年，霍树海又试着将养殖温室改成了用电
地暖取暖。

“用电取暖，既能保证室温，又能减少水蒸气
的产生，不会诱发鳄鱼的眼病。而且不烧煤，首
先是干净，再就是不用雇人烧锅炉了，省去了一
大笔人工费。整个温室，每天只需30元电费。”

这种用电取暖帮助鳄鱼过冬的方法，让霍树
海成功跨越规模化养殖的门槛，现在，已在他发
展的不少鳄鱼养殖户间推广开来了。

养鳄达人巧抓新奇商机养鳄达人巧抓新奇商机养鳄达人巧抓新奇商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张 迪

新业态：
小小鳄鱼 全身都是宝

“别逗了，俺吃过鲫鱼、鲤鱼、黑
鱼，就是没听过鳄鱼还能吃。它的皮
那么厚，咬得动吗？”这是不少人听说

“鳄鱼宴”后的第一反应。
“不光咬得动，还挺好吃呢。你

等着，俺这就给你抓一条，做成
菜。”推销自家的鳄鱼，霍树海没少
现身说法。

“鳄鱼养得好，还得卖得好，形
成产业链，才能有发展的后劲儿。”
他想法清晰。“大伙儿不认可，我们
就自己来示范。现在人们消费喜欢求

‘新鲜’，咱用鳄鱼做菜是独一份，不
愁没市场。”

只见他全副武装，拿起捕鳄的夹
子，瞅准了鳄鱼的“七寸”，稳、准出
击。“哗”的一声，虽然用尾巴甩动水
面来抗议，但这条一米多长的鳄鱼还
是被成功制服。

不一会儿，一块块粉嫩的鳄鱼肉
新鲜“出炉”。用鳄鱼肉做食材，霍树

海还当起了主厨。麻辣口
味的鳄鱼肉干零食、整只
烤全鳄、还有各种鲜炒的
鳄鱼菜肴，让人看了垂涎
欲滴。

霍树海说，正是抓住了新鲜消费
心理，这几年，他们的鳄鱼肉和零食
制品，销到全国各地。除了鳄鱼肉，
鳄鱼血米、肉肠也都特别受欢迎。

鳄鱼肉有了好去处，鳄鱼皮、鳄
鱼头骨等也没有被浪费。

展架上，1米多长的鳄鱼标本威
风凛凛，利齿让人望而生畏。架子
下，一个个小鳄鱼标本有的趴伏，有
的横卧，有的还摆出了站立的造型，
各种造型萌趣横生。

霍树海说，合作社养殖鳄鱼的名
气越来越大，吸引了十几个养殖户加
入。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他一直在
探索除鳄鱼肉外的其他产品。目光所
及，都是他们的成果。

“鳄鱼没有扔头。如果在养殖中，
鳄鱼死了，可以做成鳄鱼标本，又叫

‘商业大鳄’，有招财进宝之意，是很
多生意人都喜欢的摆件。一条一米半
长的鳄鱼标本，就能卖到三四千元。
如果工艺品做不了，还能用鳄鱼头骨
做成摆件，观赏性也很强。”霍树海一
一介绍道。

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房间
专门展示他开发的鳄鱼皮具产品。这
些都是他专门联系皮具厂商进行定制
的。

借助已经发展的微信代理，他的
皮具同样打开了朋友圈的“一片天”。
瞄准了品牌化发展之路，霍树海还获
得了伊诗漫皮具品牌的使用权，并进
驻到泊头的商场中，专柜式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