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S I P ING R IBAO 2025年5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史俊范 魏静 校对|赵健杰6·

振兴论坛

羽绒产业：从改制重生到品牌突围
国企改制的破冰之旅。走进四平市傲雪羽绒

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正有序运
转，工人们熟练地将蓬松的羽绒填充进成衣。这家
至今30多年（原吉林省双山羽绒制品厂）的老牌企
业，主要经营羽毛加工及羽绒服饰制造、纺织服装
制造及相关材料销售。2007年改制后，在宫长林的
带领下实现了“起死回生”。改制初期，企业面临设
备老化、资金短缺、市场萎缩等多重困境。宫长林
顶住压力，通过“三招”破局。一是盘活存量资产，
利用原厂占地10000平方米土地和2200平方米厂
房，引入现代化生产线，将固定资产利用率提升至
90%以上；二是精准市场定位，在巩固本地市场的同
时，瞄准铁路、电厂等大型企业的工装需求，制作工
作服及防寒劳动保护用品，通过竞标拿下沈阳铁路
局等长期订单；三是品牌战略升级，注册“冬友”商
标，以“品质第一、信誉至上”为理念，2013年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20年至今在国
铁商城累计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

逆势扩张的国际视野。面对羽绒原料价格波
动和国际市场竞争，宫长林展现出企业家的果敢。
他建立“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品牌销售”全产业链

模式，与国内大型养殖场建立长期合作，确保原料
稳定供应。同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开拓东欧市
场，“冬友”牌羽绒服凭借高性价比，经过多年经营，
不但打开了国内市场，而且销往东欧市场。

数据显示，企业总资产从改制初期的不足500
万元增长至745万元，安置下岗职工50余人，年生
产羽绒服1万件、工作服2万件、马甲3万件、棉服
7000多件，形成“国内工装保基本、国际市场增效
益”的双循环格局。

鹿业传奇：从国营牧场到现代养殖
三代人的养鹿情缘。在双山农场的双辽市的梅

花鹿养殖基地——邓氏鹿业，200多头梅花鹿在宽敞
的圈舍里或慵懒地晒着太阳，或嬉戏奔跑，或悠然踱
步。76岁的邓飞云手持饲料桶投喂梅花鹿，当谈到
生财之道，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些梅花鹿都是我
的‘致富密码’，每头鹿每年能带来5000元以上的纯
收益。”

邓家与鹿的渊源始于1962年。当时国营双辽
农场从吉林农校引进36头梅花鹿，邓飞云的父亲成
为第一代养鹿人。1997年，邓飞云接手承包鹿场，
开启“家庭牧场”模式。2010年后，随着大健康产业
兴起，他在儿子邓明的建议下扩大规模，投资建设

标准化圈舍，引入物联网监控系统，实现饲料投喂、
疫病监测的智能化管理。

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邓飞云的养殖技术历经
三代迭代。饲料创新，以秸秆、稻草等粗饲料为主，搭
配豆粕、玉米等精饲料，年养殖成本控制在20万元以
内；品种改良，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合作，培
育高产茸鹿品种，单头公鹿年产鹿茸达4公斤，二杠茸
价格达2400元每公斤，一头成年母鹿每年能产一只小
鹿，小鹿的市场价格在6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客观；产
品延伸，除割茸、卖鹿外，开发鹿茸酒、鹿胎膏等深加工
产品，附加值提升3倍以上。“梅花鹿浑身是宝！”邓飞
云笑着说，“鹿产品价格波动不大，销路也不愁。”

如今，邓氏鹿业已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一体
化链条，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邓飞云表示，计划
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投资建设鹿文化体验园，将养
殖业与乡村旅游结合，进一步拓展产业链，带动农
民共同致富。

创业启示：传统产业的创新密码
政策赋能的机遇窗口。两家企业的成功，离不

开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
鼓励低龄老年人创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方
式。双辽市老年协会负责人表示：“宫长林和邓飞云
的案例，为老年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傲雪羽绒，智能化生
产线将成衣合格率提升至99.6%；在邓氏鹿业，物联
网系统实现养殖数据实时监控。宫长林深有感触地
说：“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关键要拥抱新技术。”

品牌建设的突围之道。“冬友”牌羽绒服通过铁
路系统的口碑传播，成为工装市场的“隐形冠军”；
邓氏鹿业则以“皇家鹿苑”的文化底蕴为卖点，打造
高端鹿产品品牌。

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两家企业累计带动周
边200余名村民就业。傲雪羽绒优先录用下岗职
工，邓氏鹿业为养殖户提供技术培训和保底收购。
宫长林说：“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农民过
上好日子！”

从羽绒车间到鹿场围栏，从国企改制到家庭牧
场，宫长林与邓飞云的创业故事，折射出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时代命题。双辽市正以“傲雪羽绒+邓
氏鹿业”为双引擎，推动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正
如邓飞云所说：“只要敢想敢干，传统产业也能闯出
一片新天地！”

羽绒与鹿产业的“双轮驱动”
——记四平市傲雪羽绒与邓氏鹿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高鸿 通讯员 宋今声 刘迪菲

五月初正是
东北春播的季
节，走进田间地
头，旋耕、播种的
耕种画卷正徐徐
展开。这是梨树
县喇嘛甸镇村民
正在对土地进行
旋耕，让土地变
得更加松软。

全媒体记者
魏静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鹏）据悉，双辽市新
立乡全乡水稻育秧播种工作已全部结束，目前
正式进入秧苗田间管理阶段。新立乡现有耕地
面积 4200 公顷，其中水田面积达 2600 公顷，占总
耕地面积的 62%。由于今春特殊的气候条件，大
部分秧苗目前处于 1 到 1.5 叶期，较往年同期晚 1
叶左右。不过，这一情况并不会对水稻后期产
量造成影响。

新立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秧苗田间管

理中，1 叶 1 心期的后期管理尤为关键。科学的管
理方法主要集中在温度和水分管理两个方面。温
度管理上，1 叶 1 心期到 2 叶 1 心期，白天棚内温度
需严格控制在 25 度以内；2 叶 1 心到 3 叶 1 心时，白
天温度要控制在20度以内；3叶1心后，棚内温度接
近空气温度，且在插秧前7天左右需撤去棚膜进行
通风炼苗。水分管理方面，遵循“水长苗，旱生根”
的原则，不能频繁浇水，但每次浇水必须浇透，以促
进根系发育。判断水稻是否缺水的标准是清晨揭

开棚室，查看秧苗最高叶尖上是否有水珠，若 60%
的秧苗叶尖有水珠，则证明不缺水，否则需及时浇
水，且浇水应在上午进行，晚上尽量不浇，以免根系
受凉发育不良，影响秧苗素质和产量。在通风炼苗
期，每天浇水1—2次。

俗语说“见苗三分喜”，新立乡将继续总结
经验，不断提升水稻种植的管理水平，让水稻产
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续写农业发展的新篇章。

水稻育秧播种收官 田间管理科学有序

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少，全校只有
6名老师、2名学生……近日，媒体报
道了一所乡村“袖珍”学校——吉林
省德惠市长春岭村小学，引发关注。

乡村“袖珍”学校的出现，是社会
变迁和人口流动的结果。随着城镇
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乡
村，前往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乡村人口减少，生源也随之锐减，一些
学校规模缩小。然而，这些乡村“袖
珍”学校的存在，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
值。它们不仅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
场所，更是乡村文化和社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教育的温度与希望。

在现代教育制度中，乡村教育
不可或缺。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
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
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
校就近入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 ，“ 办 好 必 要 的 乡 村 小 规 模 学
校”。类似长春岭村小学这样的“袖
珍”学校的存在，为那些因各种原因
无法到城镇学校就读的孩子提供了
受教育机会，保障了教育公平。

乡村“袖珍”学校是乡村文化的
传承者。它将乡村的家庭、学生和
教师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
充满温暖和关怀的教育体系。应当
看到，乡村“袖珍”学校面临诸多挑
战，如师资短缺、教育资源不足、教

学质量难以保障等。更好发挥乡村
“袖珍”学校的作用，还需与时俱进、
多措并举。重中之重，在于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通过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教
育事业。同时，强化教师培训，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还可
探索教师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开展
城乡教师交流、支教活动等，缓解乡
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

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乡村教育
的支持力度，改善乡村“袖珍”学校
的办学条件。同时，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
配置。比如，通过在线教育平台，
开展远程教学、同步课堂等活动，
让优质课程资源触手可及。

不妨根据乡村“袖珍”学校特点
和学生需求，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
教学模式。比如，开展小班化教学、
个性化教育，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特点，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
果。加强实践教学，将课堂教育与
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有利于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培养
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对于学校来说，还应加强与家
长的沟通和合作，定期召开家长会，
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共同制定教育计划和目标，提高教
学质量。

规模虽小，乡村“袖珍”学校作
用独特，其价值不能仅用学生数量
来衡量。它们像一盏盏灯，于细微
处照亮着教育公平。

呵护乡村“袖珍”学校的灯火
曹灿辉

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青春的脚步
从未停歇。

从辽东半岛的“草莓架”到成都平
原的麦地，从三峡腹地的扎染工坊到
湘潭的油茶工厂，一批批青年以智慧
与热忱，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五四”青年节前夕，与记者一同
走入田间地头，看新时代青年如何成
为乡村里的技术“担当”、创业“担当”、
文化“担当”，感受这股扎根乡土、破局
创新的青春力量。

——技术“担当”，以科
技重塑农业生产。

走进辽宁省东港市椅圈镇德祥
村，这里的草莓不是长在地里，而是

“住”在架子上。大棚内，“90后”返乡
大学生张晓林正忙着采摘今年的第二
茬草莓。

“东港草莓味道好，深受消费者喜
爱，但这些年因土壤老化，草莓品质在
下降。”张晓林说。

“不能一成不变。”2023年，张晓林
下定决心改良草莓种植技术。

从高校请来种植专家、去外地学
习现代化种植技术、采取立体式种植
方式……张晓林将有机质、生物粪、草
炭土和河沙配比做成特制土壤，升级
了草莓种苗，还在大棚地里放置红罐
熏灯，既能减少病虫害，还能避免农药
污染。

听闻德祥村有了种草莓的新法
子，远近种植户都来张晓林家参观
学习。

村民徐守礼说，“晓林的种植方式
让我们采摘草莓时不用蹲着，也不
用哈腰，省了不少力气和成本。”技
术改造后，平均每亩草莓可多增收 1
万多元。

越 来 越 多 像 张 晓 林 一 样 有 知
识、有想法的青年成了村里的技术

“担当”。
千里外的成都平原西部，灌浆饱

满的小麦随风摇摆，32岁的农业职业
经理人舒星宇同样坚信科技的力量。

从最初的无人机植保到实现耕田、
育秧、插秧、打药、收割和烘干全流程机
械化操作，这个“理工男”组建起一支平
均年龄不到30岁的“新农人”团队。

目前舒星宇团队帮助乡亲们管理
和服务的土地超4万亩。“今年我们投
入近400万元，对育秧中心进行了升级
改造，育秧效率会有更大提升，农业科
技趋势必然是在AI赋能下的全机械化
和自动化。”舒星宇说。

“我是新农人，更是兴农人。”舒星
宇说，“既要继承父辈吃苦耐劳的精
神，更要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把粮食更
有效率地种好。”

——创业“担当”，激活
乡村产业经济。

一场新雨后，湖南省湘乡市龙洞
镇大田村漫山的油茶树更显青翠欲
滴。“95 后”青年陈坤面露喜色地说：

“挂果密、果壳薄，今年定能有个好收

成。”待果子成熟后，将被制成茶油，销
往柬埔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陈坤是湖南江山沁园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21 年，怀揣
着“把家乡油茶带向世界”的创业梦
想，他从海外辞职返乡，一头“扎”进了
油茶产业。但创业之初，陈坤就被“泼
了一盆冷水”。

“油茶挂果周期长、管护成本高，
村民有担忧。”他说，“在进行了大量市
场调研和技术改进后，我们探索出一
条综合效益更高的‘油茶树-黑山羊-
鱼’生态种养模式，打消了村民顾虑。”

“理解乡村，才能把事业‘创到点
子上’。”陈坤说，通过不断延伸产业
链，真正打通油茶产业上下游，让村民
看到了实打实的效益。

来到江山沁园油茶加工工厂，茶
油加工过程中的每一道环节都被精准
监测、分析，确保茶油高品质产出。除
了茶油产品，企业还与多家科研院所
合作研发出茶油沐浴露、护手霜等衍
生产品。

同时，陈坤利用自身资源拓宽海
外市场，在柬埔寨设立东盟办事处。
目前，企业建设起3000多亩自营种植
基地，2024年综合产值突破3000万元，
其中，海外市场业务占比超过30%。

“在乡村，我找到了青春的价值。”
望着漫山油茶林，这名黝黑的小伙子
真诚又坚定。

——文化“担当”，唤醒
乡土文化生命力。

在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
竹贤乡下庄村，“下庄布谷”植物扎染
工坊创始人袁孝鑫手持扎染布料，向
游客讲述“天路”故事。这个曾被绝壁
围困的“天坑村”，因村支书毛相林带
领村民凿通“天路”而重生，如今又因
一个个青年焕发新生。

2022 年，土生土长的下庄姑娘袁
孝鑫毅然返乡，创办扎染工坊。

“我一直喜欢制作扎染工艺品，下
庄村以前便有染坊，我想将这门传统
技艺传承下去。”袁孝鑫说，经过不停
练习和学艺，她成为巫山县第六批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袁孝鑫在染料、图案等方面大胆
尝试，让扎染工艺品呈现多样的色彩
和款式，将“天路”“柑橘”等元素融入
非遗技艺。店里印有下庄“天路”元素
的扎染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旅游
旺季月营收可达1万多元。

2023 年，在村民们的支持和推举
下，袁孝鑫成了下庄村最年轻的村委会
主任。她办起扎染培训班，带领村民推
进乡村旅游，鼓励大伙儿开起了酒坊、
面坊、豆腐坊，还探索承接中小学研学
活动项目，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寻
找让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机遇。

“老一辈用血肉凿通出山路，我
们用青春铺就致富路。”袁孝鑫说，
一个“90 后”女孩也即将回乡任职，
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乡村振兴才
会更有活力。

乡村沃土上的“青春引擎”

为关注老年人就业创业环境，进一步提高民生质量，近日，记者随同双辽市老年协会组织
离退休老干部和老年科技工作者走进双山鸭场和双山农场，探访两家扎根乡村的创业标杆企
业——四平市傲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与邓氏鹿业。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62岁的宫长林
与76岁的邓飞云两位创业者，以羽绒产业的“二次重生”和鹿业的“三代传承”，生动诠释了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