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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发愁生产的渔网
没有销路卖不出去，现在每
天都在紧张地赶制渔网还
供不应求，目前，我们的渔
网已经走出了国门，发往了
全世界，现在已经发展了
30多个分厂、40多个联系
点，带动群众就业近10000
人，其中‘留守妇女’占了三
分之二。”聊起渔网产业，周
口商水县龙巢网业的掌门
人罗国昌说，

罗国昌的龙巢网业在
商水县已是知名企业，罗国
昌是当地渔网业的领头羊
——商水县渔网协会会长。

1999年，罗国昌高中
毕业，和同龄人一样，怀揣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繁华
都市的向往，他只身来到浙
江金华、台州等地打工。打
工生活也给了他一个契机，
在浙江省打工时，他在浙江
兰溪市看到当地村民编织
渔网，经过了解得知，当地
家庭妇女一天的工资能达
到100多元，而当时周口的
工人每天的工资才一二十
元。罗国昌决定抓住这次

机会，他辞掉原来的工作，
经过努力，罗国昌先后在兰
溪、临海学会了渔网编织这
一技术。

在周口市政府号召的
返乡创业大潮中，2005年，
罗国昌在商水县练集镇平
店乡敲开了渔网加工业的
大门，创办了龙巢网业。

“最初厂子里只有6个
人，一年才生产8000余条
渔网，且没有销路，厂子一
直在亏损。”罗国昌说，为了
打开销路，他挎着背包带着
自己生产的渔网样品，既当
老板又当业务员，走往全国
各地推销自己的产品，销路
逐渐打开。

与此同时，在商水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创办的
工厂也蒸蒸日上，资金、厂
房都得到了解决，公司由最
初只有20人的小作坊，发
展成为现在近万人的手工
编织企业，大多都是留守妇
女和老人，其中，残疾人、贫
困户参与就业的有300多
户，合作分红帮扶的贫困户
就有227户。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叮嘱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河南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总书记点了题，河南必须答好题。怎么做才能有新担当有新作为？3月18日至20日，省委
书记王国生到信阳市调研期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把牢方向、强化担当，
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科学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东方今报·猛犸新闻推出“乡村振兴 河南
实践”大型新闻专题策划报道，派出多路记者，深入一线，走访报道河南各地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推出的新举措、新作为。今日
聚焦周口商水县、济源五龙口镇山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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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商水县：

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巧媳妇”家门口编织幸福生活

一张渔网
“网住”幸福生活

据介绍，商水县全县从
事渔网加工产业的人员目
前有7万人，从事渔网加工
站点有336个，全县24个
乡镇的渔网加工已实现全
覆盖。该县练集镇，大小渔
网加工厂更是遍地开花，厂
房里的工人干得热火朝
天。据介绍，在厂房里编织
渔网的工人只是一小部分，
更多的成品渔网则是“留守
妇女”在家中加工完成的，
企业免费为这些“巧媳妇”
进行培训，村里大街小巷都
能看到编织渔网的农村妇
女，形成了一道“风景线”。

该镇55岁的王桃英，
刚接触编织渔网不久，看上
去对这门手艺明显生疏，但
非常认真。“以前农闲时，总
是邻里之间家长里短的唠
闲话，现在都是大家比着看
谁织渔网织得多、织得好，
同时又能兼顾着家里，两不
误。”王桃英说，平时有什么
不会的，厂里会有人到家里
进行指导，这对王桃英来说
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该村58岁的家庭主妇
高影，几年前家里的条件在
当地来说算是比较优越了，
可是老伴儿李中正的一场
大病，打破了原本安逸的生
活，为了给老伴儿看病，花
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才算
保住了命。“突然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出得了癌症，治
愈希望不大。”李中正说，但
是由于他乐观面对病症和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慢慢
地病情得到了好转，让他看
到了生命的奇迹。虽然病
情得以控制，但是已经倾家
荡产、家徒四壁，并且这场
重病造成李中正的身体已
经再不允许劳累。于是，他
便在家里帮助妻子做起了
连接渔网龙骨的工作，如今
连接渔网龙骨，已经成为他
们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由
于高影的手艺好，一天能做
出一二百条，平均每天挣
100元左右，满足了家里的
生活开销，并且不耽误做些
其他事情。家里满院种了
绿油油的蔬菜，又迎来了平
静的生活。

▶位于豫东的周口商水县是农业大县，拥有125
万人口，是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
重点县。当地统计的数据显示，商水县每年外出
务工人员有30万人，留守妇女18万人，其中相
当一部分属于贫困人口。如何调动留守妇女的
积极性，改变贫困的现状，商水县通过“巧媳妇工
程”，走出了一条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新
路子，改善了群众生活，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近日，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再次走进商水，看
商水县“巧媳妇”如何在家门口编织幸福生活。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连权权 通讯员魏红/文图

周口市商水县是农业
大县，拥有125万人口，是
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
来，农村青壮年们纷纷外出
打工，留守妇女日益增多。

2012年，为了摆脱贫
困，商水县决定实施“巧媳
妇”工程，帮助农村留守妇
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
业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重点指出，要重视

“三留守”问题，做好农村民
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
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
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坚持
不懈推进扶贫开发，实行精
准扶贫。商水县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依托各乡镇传
统手工业优势，因势利导、
精准施策，大力发展“巧媳
妇”工程，该工程是帮助农
村留守妇女实现家门口就
业帮助增收的一个项目。

据介绍，在项目的选取
上，商水县则选择风险小、
带富能力强的项目吸引贫
困户广泛参与，同时选取以
手工业为主，适合农村妇女
在家里操作加工的项目，在
发展模式上实行“协会搭
桥、政府引导、企业领办、留
守妇女参与，零风险保障，

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采取
企业总部在产业集聚区、乡
村设分厂、家庭当车间的方
式，灵活组织生产。为方便
群众生产，企业服务送货上
门、回收产品上门，农村不
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身
体状况的人群均能参与生
产项目，群众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促进了“巧媳妇”工程
的快速发展。

经过几年的运作，目前
“巧媳妇工程”已涵盖20多
个领域，培育出渔网编织、
服装服饰、无纺布制品三大
特色主导产业，遍布全县
25 个乡镇（场、办、集聚
区）。形成了“巧媳妇”工程
示范基地、企业、加工点
585家。形成了以龙巢网
业、渔跃渔业为龙头的渔网
编织产业，企业和加工站点
336个；以河南阿尔本制衣
为龙头的服装服饰产业，企
业和加工站点106个；以凤
林环保袋加工厂为龙头的
无纺布、玩具产业，加工点
60多个。

“巧媳妇工程”的健康发
展，带动了商水县的经济效
益，对摆脱贫困增加了一条

“高速公路”，使留守在家里
的“巧媳妇”都实现了家门口
有活可做、有钱可挣的愿望。

创业成功 成为产业领路人

商水县以“巧媳妇工
程”为代表的产业扶贫模
式，从产品和市场两个需求
端入手，把千家万户与市场
前景好的产业结合在一起，
以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
市场化为主要方向，形成了
一套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商水县通过“渔网产业
链”带动农民脱贫，把脱贫
攻坚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有机
结合，形成县域经济发展与
脱贫攻坚双轮驱动。

未来两年将是我国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并存和交汇的关键时
期。产业扶贫需要主动有
机衔接、全方位融入到乡村
振兴的大战略中去，商水县

以此筑牢产业发展基础，以
人为本，提高乡村治理能
力，以此巩固扩大脱贫成
果。

对于商水县以产业振
兴带动乡村振兴，我有以下
两点建议：

加强完善产业链完整，
提高产业附加值。避免出
现扶贫项目小、乱、散等问
题。要充分利用“特色产
业+电商平台+贫困户”的
发展模式，打造具有本土特
色的乡村产业、文化品牌和
名片。

做出具有商水特色的
文化，包括乡土文化和产业
文化。不简单复制，不盲目
跟风，做好顶层设计，乡村
振兴一张蓝图绘到底。

巧媳妇工程实施帮助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

■专家点评

产业振兴要打造特色品牌
一张蓝图绘到底
□杨建国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老杨会客厅创始人

渔网编织已成商水县“巧媳妇工程”主导产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