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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划算，这肉兔经过盐渍、晾
干、熏烤制成腊兔后，因其色泽美观、
肉嫩味鲜、食不塞牙，每只腊兔要多卖
20元。这不，我熏烤的2000余只腊兔，
至少要多赚4万元。”日前，笔者来到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观音寺，该
村妇女主任袁启莲正一边检查熏烤腊兔
的成色，一边欣喜地告诉笔者。

袁启莲是黄舣镇响当当的肉兔养殖
大户，每年出栏肉兔都在2万只左右，
靠着平均每只10元的净利，一年下来实
现收入20余万元。

然而，近两年，每每进入冬季，肉
兔市场价格不时出现波动。冬季肉兔因
气候寒冷活动量减小，每只肉兔都膘肥
体壮，宰杀后成品率可达40%，高出夏
季10%-15%左右。市场上经过熏烤制作
的腊兔可卖到6 0元/公斤，且供不应
求。

“生态腊兔价高不愁销，我为何不
试着换卖法增收呢？”袁启莲告诉笔
者，要确保腊兔肉嫩味美、食不塞牙的
腊味品质，须选择符合标准的2公斤以
上的活兔，要求膘肥肉满，越大越嫩越
好。而在制作方法上讲究也颇多，兔子
剥皮去内脏和脚爪后，用竹片撑开成平
板状。然后清水洗净放入缸内进行盐渍
3天。盐渍时，将已宰杀的肉兔用食
盐、老姜、花椒、白酒、白糖、酱油以
及八角等配料混匀后，涂擦胴体内外，
平置于缸子内，剩余的腌渍料撒在最上
层，每天上下翻动1次，3天后取出晾
干。晾干后经用柏树枝叶、晾姜叶和锯
末进行12个小时以上的烟熏烘烤后，
色、香、味俱全的腊兔才算大功告成。

由于袁启莲的肉兔都是生态饲养，
品质优良，尤其是加工制作采用乡村传
统的熏制方式，她的腊兔一经推出，就
被泸州城区两家土特产店和周边乡亲订
购，每公斤批发价达60元，这让袁启莲
喜不自禁。袁启莲算了一笔账：一只活
兔按5斤、每斤8元计，仅能售40元；而
将5斤重的鲜活兔经过加工制作成腊兔
后，重量最低可达2斤，每斤按批发价
30元计，可卖上60元，比销售活兔每只
多卖20元。 （周超文 何智敏）

去年以来，邹城市大束镇黄疃
村可谓喜事连连，去年8月份，村
里启动“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一连成立了涵盖经济、劳务、置
业、土地的四大股份制合作社；今
年1月底首届股东分红暨“和美黄
疃人”表彰大会圆满举行，全村
2370名“股民”领取了170多万元的
“红利”。

空壳村打破思路，成立四个股

份制合作社

“村领导班子给大家办真事，
办实事，逢年过节发礼品，油啊、米
啊，面啊。这到年底又分了红，社员
都很高兴。”村民刘玉法说。

别看现在村民人人“点赞”，
当初股改一提出，几乎所有人都是
一头雾水，在外打工的村民王存良
更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当时我
想着，哪有这种好事，不可能，分
红什么的都不相信，我跟家属一商
量 ， 也 不 相 信 ， 所 以 第 一 次 没
入。”村民王存良说。

其实，不光村民在观望，股改

之初，村支书孔凡成心里也没底。
为了能让股改顺利实施，孔凡成带
着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多次到外地取
经，还三顾茅庐，请来全国“三
农”问题专家卢水生，让“教授下
乡”，到村里传经送宝。

从资产量化，到身份确认，再
到折股到人，在专家指导下，从村
干部到村民，“股份制”的概念开
始清晰起来。这个堪称“最贵”的
村级地图，里面“藏着”村里数千
万资产。

大束镇黄疃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孔凡成说：“我们花费了
2 0多万元，聘请了一个专业公司
对我们村辖区内所有土地进行精
细测绘，通过这张地图能看到我
们村的所有的土地、闲置土地、
基本农田，以及一些厂房、原有
的房屋。”

经过摸家底，曾经的空壳村，
经过评估，一下“冒”出来6000万
元资产。

“我们给每家每户发一张光
盘，通过光盘让老百姓了解我们村

到底有多少家底，然后把资源变成
资产。”孔凡成介绍，曾经守着
“金饭碗”要饭吃的2000多名村民
摇身一变，成了“股民”。量化完
之后，黄疃村对每一个股民进行确
定数额，确定每位股民应该合25000

多元。
村民以股份入股，去年8月份

黄疃村成立了济宁市第一个村级
“四大股份合作社”，经营范围涵
盖房产、劳务、置业、土地等多个
领域。“我们以经济合作社为管理
单位，其他三个合作社进行经营，
经营产生的利润，统一由经济合作
社管理。”孔凡成说。

合作社成立半年，就为村里创
造了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中秋节
股东发福利，王存良坐不住了，和
其他没入股的100多位村民赶紧找到
村合作社。王存良也从外地回来，
在合作社找到了新工作。

“我看着村里发展环境越来越
好，从孔书记上任以后，从破房子住
上楼房，中秋节还发福利，春节还有
分红，我感觉在外边打工还不如在

村里干。”王存良笑着说。

2370口人分享170万元红利

今年1月29日，在黄疃村新社区
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格外热闹。
在这里，村民正在见证着村庄回迁
一周年后的又一件喜事———

81岁的黄疃村村民仲召木抱着
分红时领到的6900多元现金，高兴
地对记者说：“如今我们家已经四
世同堂，24人每人可以领到近300元
钱的‘分红’，还有一份‘米、面
油、粉条’节日大礼包。”过去祖
祖辈辈务农的村民们，怎么也没想
到他们还能领到村集体发的“年终
奖”。

“现在我们的小区公园也建起
来了，道路全部实现了柏油路面，
小区绿化也特别美，和城里的社区
一个标准！”孔凡成介绍说，随着
邹城市城市重心的东移和孟子湖新
区的建设，大束镇黄疃村等一批村
庄抓住进入城市规划建设区机遇，
进行了棚户区改造，彻底告别了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老

村生活旧时代，住上了配有电梯的
花园式楼房。

村美人更美。经过前期的推荐
和评选，黄疃村共有37位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好榜样被
评为“和美黄疃人”。“我嫁到村
里42年了，妯娌4个，关系一直都很
好，儿媳妇也继承了这种好传统，
一直很孝顺，我拿儿媳妇当女儿
待。”受到表彰的“好婆婆”蔡振
奉说。

作为大束镇首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站之一，黄疃村建设了高标
准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阅览
室，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伍和关心
下一代办公室，常年开展文明宣
传、学习培训、文体活动、公益服
务等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我们要经济、精神一起富，
生活越过越幸福！真正实现黄疃村
的振兴。”面对村庄的未来发展，
孔凡成信心满满。

空壳村请来“三农”专家解决振兴难题
成立了济宁市第一个村级“四大股份合作社”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郑莹莹 张艳艳

说起“杜郎口豆腐皮”，茌
平当地不少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而“杜郎口豆腐皮”能小有名气
多亏了一个人。

“别看这一张小豆腐皮长宽
不过一尺，平均重不到一两，但
把它做出来得十几道工序。”茌
平县杜郎口镇北街村村民张恒江
说，从泡黄豆到出豆腐皮，前后
大约得花十五六个小时。慢工出
细活，张恒江靠着做豆腐皮的小
手艺闯出了大名堂。

“现在一天平均做两盒，一
盒能出 2 3斤豆腐皮。”张恒江
说，逢年过节，这个量肯定供不
应求。

“张恒江的豆腐皮有嚼头，
炒、炖、煮和生吃，样样都行，
我们这都认他的。”杜郎口镇西
李村村民刘士刚说。

张恒江自己算过，他一年下
来能做近一万五千斤的鲜豆腐

皮。
张恒江的豆腐皮能成为大伙

承认的抢手货，关键还在其用料
和工艺上。“选黄豆很关键，一
定要挑颜色正、豆粒饱满的黄
豆，干干瘪瘪的肯定不行。”张
恒江说，不仅用料讲究，制作工
艺也必须考究。“先要用温水泡
黄豆8个小时以上，这样磨出的豆
汁、豆浆温性高，加工出来的豆
腐脑味道香。”张恒江说，把磨
好的生豆浆放到锅里煮，豆浆煮
开后再加入新磨好的豆浆，并不
断搅拌，避免糊锅。然后用干净
的粗纱布把豆浆包起来过滤，让
豆浆和豆腐渣分离。

在张恒江家南屋棚上，有一
个十字型架子，将一块方形的豆
腐包吊在十字架的四个角上，形
成了一个很大的网兜。张恒江将
熬开的豆浆一瓢一瓢地倒进豆腐
布包中，另一个人配合摇晃着豆

腐包，使豆浆从豆腐布包中漏下
来。“总之，要让豆浆和豆腐渣
完全分离。然后再把卤水慢慢倒
入过滤好的豆浆中，并不断搅
拌。”张恒江说，点卤水是个细
活，要边点边搅豆浆，直到慢慢
有细小的块状物体冒出来才可以。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在表面出现
一层薄薄的皮，那就是豆腐皮的原
形。最后，放入模具里的布包，挤压
去水成型即可。”张恒江说，制作豆
腐皮要耐心观察，火候要恰到好
处，这样加工出来的豆腐皮才性
平味甘有韧劲。

张恒江做豆腐皮，不仅爱自
己钻研，还喜欢到处学习制作技
巧。一次他去齐河县考察时，发
现当地一张姓人家的豆腐皮，色
鲜、味香、皮韧，张恒江就靠在
那儿学习了大半天。“张师傅制
作豆腐皮时，比别人煮浆的时间
都长。在豆浆开锅5-10分钟以后

才停火。”找到窍门后，张恒江
如获至宝，回到家，他立马按照
同样的方法，试着做了一锅豆腐
皮，果然这样做出的豆腐皮口感
更好。

起初，张恒江的豆腐皮只在
镇街和附近的农村集市上卖，后
来他发现这样有些“被动”。于
是，张恒江慢慢有了“做大做
强”的念头。他先后上了包装
盒，做成特色礼品，并打起了
“杜郎口豆腐皮”的品牌；这两
年他开始把产品小批量地送到县
城几家知名超市。城里人慢慢认
识 了 张 恒 江 的 “ 杜 郎 口 豆 腐
皮”，其销路也一举打开。张恒
江家豆腐皮的日产量也从最初的
十斤、八斤，增加到现在的40多
斤。“杜郎口豆腐皮”的名声越
飞越远，如今张恒江的豆腐皮再
不愁卖，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扩
大产能。

张恒江：小手艺闯出大名堂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王先明 滕博

肉兔变腊兔
美味又生财近年来，生态农业越来越受

各方重视。从政府角度来说，生
态是国家经济延续的关键。注重
生态，才有更长远的未来；从经
营者的角度上看，生产健康、安
全的农产品已经成为趋势，采用
生态种养必将会有巨大的市场；
从公众的角度上看，生态农业不
仅让当下的人们看到绿水青山，
也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得见绿
水青山，还能让人们吃得更安
全、更健康。所以，生态农业模
式成为国家重点推广模式，同时
也加大了对绿色生态农业的补贴
力度。笔者在此给大家介绍几种
生态农业模式。

第一种，“猪-沼-果”生态

农业。这种生态模式实行鸡猪主
体联养，圈厕池上下联体，种养
沼有机结合，使生物种群互惠共
生，物能良性循环，可以取得省煤、
省电、省劳动力、省钱；增肥、增效、
增产；病虫减少、水土流失减少；净
化环境的“四省、三增、两减少、一
净化”的综合优势。

第二种，农牧林复合生态模
式，尤其是在我国中原地区，这
种模式可以进一步挖掘农林、农
牧、林牧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的能力。比如：种
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饲草，养
殖业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也可
以发展为“粮饲-猪-沼-肥”生态
模式、“林果-粮经”立体生态模

式和“林果-畜禽”复合生态模式
等。

第三种，生态渔业模式，这
种模式在我国不少地区大力推
广。我省在淡水生态养殖方面做
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主要有稻渔
综合种养、藕渔综合种养，上虫
下虾，池塘工程化养殖等模式，
实 现 了 “ 一 水 两 用 、 一 田 多
收”，大幅度提升种养收益，提
高了养殖户生产积极性，顺应了
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也为
部分地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
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第四种，观光生态农业模
式，这种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在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培

植名贵瓜、果、菜、花卉和特种
畜、禽、鱼以及第三产业等，进
行农业观光园建设。可塑性强、
实用性、摆脱季节局限性等特点
让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像“四位一体”生态
模式、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
模式、生态种植模式、生态畜牧
业生产模式、丘陵山区小流域综
合治理利用型生态农业模式以及
设施生态农业模式等，在有关部
门的带动和推广下，也在实践和
探索中不断完善。作为农业发展
的“新常态”，生态农业将会成
为新农业的引领模式，带动农村
农业的快速发展。

（徐春晖）

想发展生态农业 这些模式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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