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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场小雨，空气清新。麻花庄脱贫

户许美丽一大早就出了门，来到村东头的瑞

伟麻花厂，开始了一天的“搓麻花”。

七八个工人，一口油锅，就是麻花厂的

一条生产线。

“油烧起来喽，开工！”工头一声令下，许

美丽熟练地拿起一根切好的发面段，压、搓、

卷，瞬间一根“麻花”便成了形。随后“麻花”

被放上传送带，倒入油锅，不一会儿，色香味

美的成品麻花就出锅了。

麻花庄村位于河南省民权县，炸麻花已

经有近 300 年的历史。村里的麻花酥、香、

脆，当地的麻花制作工艺也是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

金黄的麻花一度是麻花庄人增加收入

的主要手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人

尚未解决温饱的日子里，麻花手艺人在村里

最早吃上了白面，其中还产生了当地最早的

万元户。这些吸引了麻花庄几十家人炸麻

花。但之后几十年过去，村里的麻花却始终

止步于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而麻花庄，

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困村。

变化，始于驻村工作队的到来。

理清思路——

有手艺有基础，摸清
问题找出路

麻花庄原名五里河，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村里却一度很贫困。

“全村 1812 人，只有 1871 亩耕地，人均

一亩多一点。土里刨食也就勉强够吃，家里

稍 微 有 个 大 点 儿 的 花 销 ，就 要 陷 入 贫 困 。

2017 年那会儿，全村有贫困户 252 人，贫困

发生率高达 13.9%。外出打工几乎是唯一

出路，出不去的就没办法挣钱。”回忆起刚来

驻村时的情况，从河南省司法厅到五里河驻

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杨永峰说，“平原地区资

源不多，连山货都没得卖，发展产业是脱贫

的最好办法。”

可发展什么产业好？

“ 村 里 说 不 上 有 啥 产 业 ，也 没 集 体 经

济。”老支书说。

“有啥特产吗？”

老支书不回答，带杨永峰从村里几个作

坊买来一些麻花，“你尝尝，俺村的麻花快

300 年历史了，味道还可以！”

杨永峰咬了一口，嘎嘣脆，色香味俱全，

“这麻花不错嘛！”

麻花真不错！杨永峰带着老支书跑到

郑州、开封等地，到超市、到企业、到工地、到

学校、到饭店，找熟人四处推销。吃过的人

都说好。

“ 有 这 么 好 的 产 业 ，干 嘛 不 发 展 壮 大

呢？”杨永峰问。

“谁说没发展？村里有好几个麻花厂和

作坊呢！”老支书说。

跟着老支书到厂子、作坊一瞧，杨永峰

乐了。所谓作坊，就是一间房里支一口油

锅，而所谓厂子其实也是作坊，不过是多了

几口锅和几个人。“当时我走遍了全村的麻

花厂和作坊，基本都存在脏乱差问题，安全

隐患多，产品标准不统一，包装简陋、没有品

牌。”杨永峰回忆。

据《民权县志》记载，五里河村的麻花已

有近 300 年历史，制作技艺由本村的张氏家

族世代传承，迄今已传到第十代，几百年来

保持了酥、香、脆的口味。“村里甭管姓张不

姓张的，一看能挣钱，都支起油锅炸起了麻

花。有搞得好的，有搞得孬的，但到现在为

止，都做不大。”老支书说。

做不大，杨永峰感觉这是问题所在，却

一时摸不清原因。

一 次 村 里 的 麻 花 竞 卖 让 他 抓 到 了 头

绪。 2018 年春节刚过，一家大型超市来到

村里收购麻花。采购员一进村，村里麻花

厂、作坊的人都围了上来，各家为了多卖点

儿，争相压价。最后，超市以超低价买走了

一车麻花。而村民一算账，有的不咋挣钱，

有的还赔了。

经过一番调研，杨永峰搞清楚了五里河

麻花产业发展不起来的症结。“村里各家麻

花味道大差不差，没有品牌，包装也不行，只

能比着降价，结果谁也挣不着钱。没有积

累，就谁也做不大。”杨永峰说，不光销售，用

工、用料同样存在问题，“可以说，价格战这

样的恶性竞争，是村里麻花产业发展不起来

的主要原因。”

精准施策——

村委牵头搞联合，
各做各不如手拉手

2018 年 3 月，乍暖还寒时候，一场事关

五里河麻花发展的“产业发展大会”在五里

河村部召开了，杨永峰主持，老支书坐镇，8
家麻花厂、5 家作坊的话事人齐聚一堂。

“咱村人不能再相互拆台、恶性竞争了。

乡里乡亲的，传承的也都是老张家做麻花的

手艺，为何不能联合起来？”杨永峰开诚布公。

“咋联合？”

“凭啥联合？”

“联合有啥好处？”

各种质疑纷至沓来。

“为啥要联合？咱村麻花味道好，之所

以卖不上价，是因为各自为政、恶性竞争。

咱们要是联合起来，统一价格、统一品牌、统

一规格、统一销售，那利润就能上去，咱大伙

儿就都能挣钱了！”杨永峰说。

村民李现仁站了起来：“价格上去了，能

挣钱是好；可要是卖不出去，咋整？”

村民张国栋也站了起来：“俺厂的麻花

品质好，才不要和他们一个价儿！”

村民张国强跟着说：“俺就想挣点钱养家

糊口，小麻花能做多大？你别光想搞大的。”

…………

七七八八，各位话事人提了一堆意见。

总结起来，就是怕统一价格后卖不出去，也

怕统一后自己吃亏。杨永峰说：“只要咱们

联合起来，提高品质，咱村的麻花产业一定

可以做大。怕卖不出去的，我先包销 3 万

箱；怕吃亏的，你想想，就自己那点规模能弄

成啥？谁卖麻花的时候没受过气呀！咱联

合起来有了规模，就有了议价权！”

几经开会讨论，最后各位话事人总算同

意联合。

村里麻花质量监督委员会随即成立。

村民张瑞存 70 多岁，炸麻花炸了 40 多年，有

自己的麻花厂，是村里少有的一开始就支持

联合的人，“俺老汉炸了几十年麻花，算是看

清楚了，单打独斗不行，相互拆台更不中！”

由于在这行经验丰富，他和其他 6 人入选麻

花质量监督委员会。

每周，张瑞存都会和其他委员分头到各

个麻花厂和作坊抽查，不符合卫生、质量标

准的当场要求整改，否则就不分配村里统一

的订单。不到两个月，全村麻花生产卫生状

况大大提升，都拿到了食品生产卫生许可。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订单承接和

统一销售，把批发价格定为每箱 28 元，合

12.5 元一斤，价格比过去翻番，利润更是增

长不少。

效果立竿见影。从开完“产业发展大

会”到 2019 年春节，五里河麻花销售额达到

700 多万元，净利润 100 多万元，大部分麻花

厂和作坊利润都成倍增长，村集体也获得收

入 20 多万元。

许美丽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俺家就两

亩地，之前孩儿他爹累死累活在外打工，挣

的钱也不够孩子们读书，俺家就成了贫困

户。 2017 年，俺就到张瑞伟家的麻花厂打

工。可那会儿不济事，厂子开开停停，一个

月也干不了几天。到 2018 年底，就大不一样

了。厂子天天生产，忙不过来，每天工资也

开到了 80 元。现在，张瑞伟开了新厂子，俺

一年光在这儿打工就能挣两万元，加上孩儿

他爹打工和各项补贴，俺家脱贫稳稳的！”

做大做强——

打品牌亮招牌，村企
农户谋共赢

2018 年 3 月开完麻花“产业发展大会”，

4 月份村里进行了两委换届。村里党员选

举了炸过麻花、跑过运输、走南闯北十几年

的张永涛担任村支书，还选出了 3 名 45 岁以

下的支部委员和村委委员，村两委班子更年

轻，为麻花产业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村里的麻花价格和销售初步统一，经济

效益就噌噌往上涨。杨永峰和新的村两委

随即决定把“联合统一”推向深入。

统一品牌。“张国栋的爹张培仁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炸麻花，炸出了品质也炸出了

名堂，还到北京参加展览拿过奖，十里八村

出了名。我们就把麻花品牌统一定名为‘张

培仁’，要求各家承接村里订单时挂这个牌

子，并保证质量。当然，为了百花齐放，我们

也允许他们保留各自的小品牌。”杨永峰说。

统一规格。规格的统一是在不断地摸

索和碰壁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带着麻花去

郑州的超市搞推销和试吃，超市和消费者嫌

麻花太大，吃起来不方便，我们回来就要求

各家以后只做 12 厘米长、一指粗细的小麻

花；我们拿到电影院卖，人家反映一包装 8
根，吃不了浪费，我们就调整为每包不超过

4 根。”杨永峰说。经过五六次反馈改进，他

们最终确定了每包 4 根，每根 12 厘米长、一

指粗的麻花生产和包装规格。

统一销售。2019 年 3 月，经民权县委和

县政府批准，五里河村正式更名为麻花庄

村。随即，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采取“公司+农户”模式，把村里的 8
家麻花厂、5 家作坊整合起来，由村里统一采

购原材料、统一管控质量、统一对外销售。

原各生产厂家作为村集体企业的生产车间，

由村里分配生产任务。生产的麻花由村集

体企业统一对外销售。产生的利润 50%归生

产厂家所有，50%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经

济收入，一部分用于研发麻花新产品、开拓

市场，扩大再生产；一部分用于村里建设。

“联合统一”的效果很显著。 2019 年，

麻 花 庄 村 全 年 完 成 麻 花 销 售 收 入 1000 万

元，实现村集体收入 50 万元，直接带动 300
多个剩余劳动力就业。村集体利用销售麻

花带来的收入，设立公益岗位 28 个。2019
年，麻花庄建成了麻花博物馆。

做精做细——

发力电商勤研发，品种
多样拓市场

随着麻花产业步入正轨，如何更精细化

多样化，成了河南省司法厅派来的新驻村第

一书记宋明常常思考的问题。

“光一个包装用的袋子，就设计了好几

次。”宋明说。村里麻花原本包装简陋，不利

于推向商超，也不利于电商销售。宋明他们

想设计一个精美、时尚的包装，但又想省设

计费，决定自己设计，结果费了很大劲儿都

失败了。最终，听说这是扶贫产品，一家文

化产业公司主动上门，以 5000 元的设计费

为他们设计出了现在的包装，外形美观、特

点突出。

“有一次，一位浙江的客商提出要求，能

否生产一些甜味的麻花？这给了我们新的

启示。”宋明说。

2021 年 6 月，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派大

学毕业回村的年轻后生张亚博和村里的入党

积极分子张宏志一起到河南省农科院，在食

品专家指导下，利用农科院的专业仪器，进行

了 10 多次实验和改良，在原味麻花的基础上

开发出了甜味、紫薯、香辣、麻辣、海苔、蔬菜

等七八种口味。“后来经过村里集体讨论、尝

试，选定了原味、紫薯和香辣 3 种主打口味。

我们把多种口味组合销售，满足不同人群需

求。”宋明说。

年轻人有干劲、有想法，宋明就努力培

养 张 亚 博 和 弟 弟 张 亚 创 做 村 里 的 电 商 主

播。“我们陆续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免运

营费的麻花网店。除了邀请网红加盟，我们

也培养自己的主播，特别是村里的年轻后

生。”宋明说。打开他们的网店，各种价格、

口味、组合的麻花一应俱全。依靠网络销

售，张亚博兄弟俩去年实现销售额 200 多万

元，净利润 30 万元。

“现在我们建起了两座新厂房，准备租给

村里的麻花作坊扩大生产。镇里靠前服务，

协调有关部门给我们村装了大功率变压器，

从此全村炸麻花都用电油锅，既环保，也能更

精确控制油温。”谈到未来的打算，宋明说，他

们正准备在村里建设一个麻花产业园，“扩大

生产，拓宽销路，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麻花的

销售范围。小小麻花即将走向世界！”

底图：远眺麻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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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

小麻花做成致富大产业
本报记者 毕京津

麻花手艺传承了近 300 年，却长时间

处于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麻花庄的麻

花产业曾经存在的小弱散问题，具有一定

代表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谁来牵头？

从何入手？麻花庄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提升基层组织能

力、增强产业发展引领能力，较好解决了

这个问题，其经验具有一定共性。

发展乡村产业是系统工程，需要统筹

多种力量、整合多方资源。最关键的是农

村基层党组织能够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谋

发展的主心骨、领头雁。看到打价格战、搞

恶性竞争，就由组织牵头联合发展；看到卫

生不达标、安全隐患多，就由组织成立质量

监督委员会，抽查、整改、提升……乡村振

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

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有效汇聚和整合乡

村资源，使党员干部能够扑下身子、甩开膀

子、迈开步子，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富，广

大群众的积极性必

将被激发，农村的发

展必将充满活力。

提升组织力 增强引领力
陈亚楠

■一线调研R

■快评R

2020 年 4 月 23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孙家栋、王希季等参与“东方红一号”

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时指出，老一代航

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

册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航

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

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4 月 24 日是中国航天日。 60 多年

来，在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发展进程中，向着航天强国的奋进征

程中，一代又一代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孙

家栋、陆元九、叶培建等航天功勋，就是

中国航天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映

射着中国航天的峥嵘岁月，也展现着航

天人心怀“国之大者”的精神品质。

孙家栋：与中国航天
发展紧紧相依

“‘ 神 十 三 ’的 航 天 员 们 快 回 来 了

吧？”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完成半年太空

驻留任务返回地球之际，“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

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满心惦念。

孙家栋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

勋，也是最年长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

术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

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

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

“东方红一号”开启中国太空时代，

“嫦娥一号”迈出中国深空征程，北斗开

启中国卫星导航服务，航天生涯“放飞”

上百颗中国星……可以说，孙家栋这个

名字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相依。

当年，38 岁的孙家栋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

方红一号”。“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寥寥 12 字，简洁概

括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以此形容初次接

触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工作特点也十分贴切。

2004 年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孙家栋 75 岁。2007 年 10
月 24 日，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

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

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空间站建设进度，93 岁的

孙家栋如今仍时刻心系，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历史的接力棒已经

交到新时代航天人的手中，建设航天强国使命在肩，弘扬航天精神

薪火相传。在新的征程上，我愿与大家一起继续前进！”

陆元九：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祖国永远是我的挚爱。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累都是快

乐的。”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

委顾问陆元九院士的心声。

陆元九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作为早期出国留学

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初期，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怀抱，潜心研

究，矢志奉献。几十年来，陆元九对党忠诚、奋发图强，潜心研究、矢

志奉献。他参与筹建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

念，创造性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

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1958 年，陆元九积极响应“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并提

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

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也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了。

陆元九反复叮嘱大家：“如果不把技术问题吃透，是要吃亏

的。如果技术问题搞不清楚，腰杆子就不硬。”“上天产品，99 分不

及格，相当于零分。100 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

“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是陆元九科研生涯的真

实写照。他认为，在航天这样一个尖端科技领域，“进行研发工作，

需要不断深入，所以科技人员要不断前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

2021 年“七一”前夕，陆元九以 101 岁的高龄，成为党内最高荣

誉“七一勋章”最年长获得者。这是对他一生心系祖国、科技报国

崇高精神的肯定，百年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叶培建：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航天科技自立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展现担当作为……”

振奋人心的讲话，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举行的一场思政公开

课。授课人是“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技术顾问叶培建院士。

从我国第一代传输型侦察卫星、第一代长寿命实时传输对地

观测卫星，到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作为多个具有开创意

义的空间探测器的总师、首席科学家，叶培建为中国航天事业兢兢

业业地奉献了 50 多年，亲身参与我国卫星研制、遥感观测、月球与

深空探测的发展，在多个领域作出了系统性、创造性贡献。

叶培建的科研生涯里，曾面对多次选择。求学、工作，留学、归

国……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曾说：“我喜欢为国家做

事，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有机会，我会选择到更艰苦的地方去。”

在主持卫星研制工作期间，叶培建把质量看得比什么都重。

作为总师，他常说一句话：“只要卫星没有加注、没有点火，就要将

问题复查进行到底。”在这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下，他带领团队研制

出资源二号等“精品卫星”。规划“嫦娥四号”任务时，叶培建又大

胆提出“中国的探月事业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到月球背面去”的

设想，最终“嫦娥四号”实现了“翩然落月背”的人类壮举。

如今，已经 77 岁高龄的叶培建工作和生活依旧十分充实。作

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院长，编教材、教学生，他一样也没落

下。叶培建说，自己还要“想得更远一点”，争取为国家做更多事情。

在航天领域功勋模范和“嫦娥”“神舟”“北斗”等模范团队的引

领下，中国航天人正在建设航天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道路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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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支持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

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在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黄的麻花不仅是村民喜爱的特色食品，还发展成推动当地脱

贫致富的特色产业。小小的麻花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愿

景？小作坊如何变为脱贫致富的大产业？近日，记者走进麻花

庄村，探寻当地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编 者

上图：麻花庄村民在制作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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