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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俊豫 文/图

“通过带领父老乡亲生产、销售核桃文玩，大家走上
了致富路，让我有满满的成就感。”11 月 16 日，在淮阳区
葛店乡回龙集村，王博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今年 28 岁的王博， 是一名返乡创业的 90 后大学
生。 受其父亲影响，他 10 多岁就接触了核桃文玩。 大学
毕业后，他到北京和父亲一起打拼，生产核桃文玩手串，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致富不忘乡邻，2021 年，他和父亲将
核桃手串加工厂迁回老家淮阳区葛店乡回龙集村，带动
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11 月 16 日，在核桃文玩加工厂生产车间里，机器
隆隆， 三四十名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订单， 一派繁忙景
象。 一颗颗如同玻璃珠大小的核桃在厂里经过工人穿
孔、雕刻，再经过打磨、穿线等一系列工序，一条手串就
完成了。

在数控雕刻车间， 60 台智能数控雕刻机不停地运
转。 王博说，一名技术工人可以管理 10 台机器，10 分钟
就可以雕刻出一颗核桃文玩 ，60 台机器一天能雕刻
8400 颗不同款式的核桃文玩。

做核桃文玩选用的是最小直径 4 毫米、 最大直径
18 毫米的猴头核桃。 直径小的核桃用来做脖挂，10 毫
米以上的主要做手串 。 为了降低原料成本和保证质
量，王博在洛阳、新乡等地流转山地，种植了 1100 余亩
猴头核桃树 。 “自春季核桃树泛青后的几个月内 ，保
花、保果、除草……每一项工作都马虎不得。 ”看起来
文质彬彬的王博， 谈到猴头核桃树的种植与管理便打
开了话匣子。

由于有了自产原材料的优势，核桃文玩成品价格较
低，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在王博加入父亲的生产、销售
核桃文玩团队前，他家生产的核桃文玩产品主要是批发
销售。 王博说，在他的建议和主导下，他们组建了 6 人的
直播带货团队，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如今货品卖到广州、
香港等地。

在王博的带动下，葛店乡回龙集村以及附近村子越
来越多的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文玩穿线车间，崔亚楠和其他 8 位女工正娴熟地
将工作台前一颗颗加工好的核桃穿针引线， 串出一串
串核桃手串。 “串一串手串手工费是 1 元，一天下来能
串 150 串左右。 ”崔亚楠说，在这里打工，一个月能挣四
五千元，更重要是离家近，可以照顾家中两个孩子。 “你
丈夫现在做啥？ ”听到记者问话，崔亚楠微笑着说：“俺
在这里串手串，丈夫王明伟在家开直播卖手串。 他一个
月少则挣六七千元，多则上万元。 算一算，比外出打工
还强呢！ ”

王博的父亲说，经过几年的历练，王博不仅生产技
术娴熟，市场销售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扛起了公司发展
的大梁，这一点让他特别欣慰。

3 年来，王家核桃文玩加工从 1 个厂发展到 3 个厂，
带动村民 300 多人就业。 其中，直播带货每天稳定在近
2000 单。 目前，当地形成了一条“工厂+电商销售”核桃
文玩产业链，正编织起村民们的致富路。

□记者 徐启峰

11 月 16 日，寒风阵阵，走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许湾街道石庄行政村， 记者却能感受到乡村
产业振兴的火热势头。 村里今年刚搭建起的 4 个
大棚里，果蔬长势良好，一片碧绿；光伏发电板排
列有序，源源不断产生电能；村办电子厂内温暖如
春，七八名工人正在组装芯片线板，产品将通过上
级工厂出口到国外……

“今年，石庄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 20万
元，达到申报‘五星’支部的要求。 ”石庄驻村第一书
记时彦龙高兴地说，当年他向村民承诺的“石庄产
业振兴计划”，正逐步得到兑现。

3 年前，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工作的时彦龙主动请缨， 来到偏僻的石庄行
政村担任第一书记。 时彦龙敏锐地感受到城市向
东发展的强劲动力， 在深入了解到石庄行政村资
源禀赋后，精心编制出一本 100 多页的《石庄行政
村概念规划设计方案》，提出把石庄行政村建设成
为全市乃至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乡村产业振
兴示范村”。

该村村民认可这名年轻人的热情和干劲儿，
但也有人认为这个 《石庄行政村概念规划设计方
案》写得“不知轻重”。 多少年了，石庄行政村的发
展一直按部就班，短时间内想有大的发展，难！

在村民将信将疑的目光中， 时彦龙开始了不
知疲倦的工作。3 年多来，在他多方奔走、积极组织
下， 该村党群服务中心从简陋的平房变成两层小
楼，焕然一新；村里整修三条路 、两座桥 、两个广
场、三个坑塘，村容村貌大变样，美丽宜居，令人心
旷神怡。

时彦龙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
关键要有产业支撑。 在他的带领下，石庄行政村积

极探索经济种植产业， 种植大蒜、 山药、 红薯共
1500 亩，助力村民石荣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到 45
亩，同时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环境，吸引了 4 个规模
化企业入驻，包括一个树脂瓦厂、一个建材厂、两
个家具厂， 这些企业带动 200 余名村民和脱贫户
就业。 养殖业也蓬勃发展，7 个养殖场实现 100 余
人长期就业。

村集体经济曾较薄弱，仅有 8 万余元。 时彦龙
投入第一书记经费 10 万元入股宏德电子厂并设
立代工点， 还用第一书记经费建起 4 座塑料大棚
以增加村集体收入。 此外，他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协
商， 将撤销后的石庄小学土地及楼房出租给宏德
电子厂，村内坑塘、办公用房等也得到合理利用，
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 多个项目齐头并进，不仅带
动了村民就业，还给村集体经济“补血”，今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已突破 20 万元。

城市发展东移，石庄行政村区位优势凸显，土
地价值越来越高。 时彦龙正积极谋划发展设施农
业，充分运用设施农业用地，合理规划布局，村里
将利用现代化温室种植高价值作物，如有机蔬菜、
名贵花卉等，利用养殖圈舍发展特色畜禽养殖。 同
时，完善附属设施，做好仓储、灌溉等规划，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增效。

在时彦龙与村两委班子成员的通力合作下，
如今的石庄行政村人心齐、风气正、村容美、产业
兴，正在申报“五星”支部。 因为工作出色，时彦龙
被授予河南省优秀驻村工作队员称号。

3 年多来扎根基层 ，时彦龙对于石庄行政村
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近水楼台先得月 ，
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接住城市发展的红利 。 下一
步我们要搞好产业规划 ， 在这里打造中心城区
的‘菜篮子’‘后花园’，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 ”
时彦龙对石庄行政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王博：将文玩“玩”成乡亲致富的“金钥匙”

时彦龙：巧借城建东风 吹旺一村产业

王博在调试智能数控雕刻机。

王博（中）在挑选核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