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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现 代 农 业 强 市样本

本报讯 为推进农村劳动力提升就业技
能，弘扬工匠精神，争当“三晋工匠”“大国工
匠”，7 月 14 日，稷山县与运城市鑫育职业培
训学校联合在清河镇清河村举办从事建筑行
业农民工“砌筑工”职业技能培训，扎实推进
技能培训提升民生工程，为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此次培训，运城市鑫育职业培训学校紧
密结合当前实际，讲解了房屋基本构造、常用
块料、砌筑砂浆、砖墙的砌筑、混凝土空心切
块砌筑、毛石墙砌筑及化粪池砌筑石基础等
内容。培训注重实际操作技术和技能的讲解，
并专门安排现场示范，以贴近实际、学以致用
的方式，使学员实实在在感受到培训的实效
性。

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文仁杰开心地说：“以
前只懂得些皮毛，这次参加技能培训，让我掌
握了建房砌筑工的基本操作要领，以后能用
到工作中去，非常实用！”

今年以来，稷山县以“人人持证、技能
社会”和“技能运城”为抓手，紧紧围绕

“培 训 一 人 、 就 业 一 人 、 巩 固 一 户 ” 的 目
标，优化培训资源，精准衔接各项工作环
节，充分发挥技能提升培训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中的作用，让农民工掌握一技之
长，增加劳动收入，并进一步将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南崇俊）

为“三晋工匠”传技赋能

本报讯 近日，闻喜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一行到江苏省昆山市，召开闻喜籍在昆山创业务
工人员座谈会，对该县获得省级外出务工人员服
务工作站的昆山服务站进行授牌挂牌，并与昆山
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

昆山服务站站长、龙鑫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鲁康喜汇报了昆山服务站工作开展
情况，对建设、运营好省级外出务工人员服务
站提出了初步规划。他表示，荣获省级外出务
工人员服务站是荣誉，更是责任，今后将按照
省、市、县的工作要求，团结带领昆山服务站
一班人和广大务工人员，克服困难，扎实工
作，努力把昆山服务站建设好，把在昆山的闻
喜人、运城人团结好、服务好。

来自昆山 8 个企业近 30 名务工人员代表
参加了会议。大家纷纷表示，感谢县人社局领
导不远千里冒着酷暑前来慰问，也感谢昆山服
务站成立以来给予的关心关爱，今后将立足岗
位，勤奋工作，树立闻喜人在外的良好形象，一
定要学技能、增本领、多赚钱，早日回报家乡。

闻喜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对昆山
市人社局长期以来对闻喜籍在昆山务工人员
关心、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以签订两地
劳务合作协议为契机，加强在劳务输出、维权
服务、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促进两地
发展。他说，昆山服务站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按照省级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站建设的要求，
做好办公场所升级、务工人员统计、工作制度
建设等各项工作，争做全市乃至全省一流工
作服务站。同时，要大力宣传闻喜、推介闻喜，
让更多的项目、资金、人才向闻喜聚集，为闻
喜建设注入活力和动能。 （康笃臣）

召开在外人员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朱 姝）近日，芮城县政
府第五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芮城县支持
科技创新若干政策》，芮城县政府每年投入财
政资金 300 万元以上，奖励各市场主体科技
创新活动。会议表示，要全面规整各单位相
关奖励性事项，合理匹配，统一口径，从整体
上提高全县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此次制定的《芮城县支持科技创新若干
政策》是对创新生态政策体系的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奖励政策包含科技型企业认定、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研发投
入、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等 10 个方面内容，单
个项目奖励额度最高达到 200万元。

芮城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以产业创新为重点，以人才制度创新和环
境优化为保障，以体系建设为支撑，全力打造
一流创新生态，为推进芮城高质量转型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该县坚持党委对科
技创新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巩固扩大改革
成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强化政
策协同，形成目标一致、职责明确、协调配合
的政策合力。

芮城以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制改革为切
入点，率先在全市划转科技管理职能，设立县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全市深化科技管理服
务体制改革蹚出了新路。今年 6 月初，芮城
县委、县政府印发了《关于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的实施方案》《芮城县推动“111”创新工程支
撑 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行动计划》，紧密
结合芮城“两园四区”建设和打造六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经济工作总体布局，部署了 16 项具
体明确的部门职责和重点任务。同时，芮城
县委、县政府还成立了创新生态建设领导小
组，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切实加强对全
县创新生态建设工作的研究谋划、制度设计、
工作部署和推进落实，不断为政策转化为生
产力提供制度性保障。

持续打造创新生态

稷 山

闻 喜

芮 城

民以食为天。“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
题，因为只有满足了吃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需
求，人们才有精力去想、去做其他的事情。

最近，在抖音上，就有一个名叫“老陈淘
麦记”的用户，发布了许多关于割麦、粮食、
农家饭的视频，受到粉丝的热捧。该用户的
作品 ，能够勾起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的乡
愁，也能给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打开了解
乡村的全新视角。

老陈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淘麦”？他
是如何“淘麦”的？在“淘麦”之路上他又有
何打算？7 月 14 日，记者见到了老陈，听他讲
述一个山里娃的“淘麦”故事。

家人一句话

走上“淘麦”路

老陈，本名陈鹏，1973 年出生于万荣县
汉薛镇一个小山村。步入社会后，他先后从
事直销、卖抽油烟机、办辅导部、卖酒等工
作，还给老板开过车、倒腾过二手车。2019
年，他出众的能力受到一大型国有企业的青
睐，被招入麾下，开始与“三农”打交道。

为何要“淘麦”？陈鹏笑言，是因为老母
亲无意间说的一句话。

因为工作的缘故，陈鹏在家陪老母亲的
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有一天，老妈在家蒸
馒头，掀锅盖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现在的馍
馍怎么没有馍味了。”陈鹏仔细思考后告诉
母亲，那是因为现在买的面，没有原来在山
里头的小麦磨的面粉的那种味道了。

老母亲无意的一句话，被孝顺的陈鹏记
在了心上。

在国有企业上班时有很多下乡的机会，
有时还要进山。山里没有饭店，陈鹏和同事
就在老百姓家吃饭。2020 年年初的一天，他
们推开平陆山区一户院门的时候，这户人家
的女主人刚好用柴火灶蒸了一锅馍，锅盖掀
开，一股馍香味扑面而来。

闻到那个味，陈鹏无比激动：“这就是我
小时候很熟悉的馍味啊！”那天吃饭时，他一
口气吃掉了两个半馒头，然后缠着那家人要
买粮食。

后来，陈鹏在那个山村“淘”到了 500 多
公斤小麦，磨成了面粉，给老妈送了回去。
面粉没用任何添加剂，他怕老妈一个人吃不
了，面粉变质，就又给亲戚朋友都送了些。

谁知大家吃了这种面粉蒸的馍馍后都
回味无穷，说：“老陈，你不妨把这个事好好
做做。我们有这个需求，但我们没时间、也
没渠道去做。”

亲朋的一番话，让陈鹏萌发了去“淘”旱
地麦的想法。

说干就干，陈鹏利用工作间隙，设计了
小包装，把“淘”到的旱地麦磨成面粉，以每
袋 2.5公斤的包装在朋友圈里试卖，深受朋友
欢迎，仅去年中秋节就卖出去几万公斤的面
粉。

用旱地麦磨的面粉为啥好吃，陈鹏总结
道：“那是因为旱地麦有两个特点，一是生长
期比较长，播种早，收获迟，基本上需要八九
个月。二是旱地麦生长在山区 ，昼夜温差
大，糖分、蛋白质的积累量比较多。”

旱地麦的特点使得磨出来的面粉有馍
味，但老百姓却都是按照普通价格出售，这
让陈鹏深感惋惜。

在酝酿了一年多后，陈鹏决定辞职，全
力以赴去“淘”纯旱麦，卖能蒸出馍味的面
粉。

销路待拓宽
宣传正发力

陈鹏选择了加盟山西省荣伯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伯公司”），来完成自
己的“淘麦”事业。

从去年开始筹备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陈鹏和他的团队跑了 100 多个山头，足迹遍
布芮城、平陆、垣曲、闻喜、万荣、夏县。

定包装，定商标，之后陈鹏在微信朋友圈
宣传他们的劳动成果——荣伯旱麦面粉，同时
开通微信公众号销售面粉。

在运城安家的东北人李女士在微信朋友
圈看到后，联系陈鹏买了一袋面粉。李女士觉
得口味不错，就主动在公众号买了一张年卡，
给她远在东北的母亲买了一年的运城面粉。

“荣伯公司每个月 25 号磨面粉，第二个月 5
号前会把一袋 10 斤装的面粉快递到东北，1 个
月 10 斤，一年 120 斤，才 500 多块钱。”李女士
说，在运城定居后，她很少回老家，只能通过这
种方式寄托自己对老母亲的思念。

从万荣大山里走出去的牛先生在北京创
业多年，他在朋友圈看到荣伯旱麦面粉后，马
上就买了一袋。十几天后，他直接在公众号给
自己买了一张年卡。

“这些面粉就是儿时的味道。离家这么多
年我就想吃这一口，但是买不到家乡的这些东
西。这下好了，找到‘组织’了。”牛先生高兴地
说。

荣伯旱麦面粉不但勾起了北方人对馍味
的回忆，也收获了不少南方客户。

云南经营茶业生意的王女士经常往返于
云南、运城和北京。云南是她的家乡，运城有
她的商店，母亲跟儿孙生活在北京。尝了荣伯
旱麦面粉后，她央求陈鹏在运城找个人给她做
一点馒头，她要去北京探望亲人。

“给长辈送的馒头已经吃完，很好吃，长辈
喜欢，宝宝也很喜欢。”王女士给陈鹏发来信
息，问手工酵面馒头需要提前几天预定，她下
次去北京时还要再带一袋，觉得什么东西都没
有这个好。

现在，荣伯旱麦面粉已经销往全国各地，
在北京、宁夏、广东、海南等地都有客户。山西
省内如太原、临汾等的客户就更多了。

针对北方和南方不同的环境，陈鹏在包装
设计上十分用心。“因为咱这面粉没有添加剂，
保质期短，也怕南方的高温和潮湿，所以销往
南方的包装比较小，都是两斤装的，销往北方
的都是五斤装的。”陈鹏说。

除了这些散户，还有一些车队、房地产企
业、医院等，选择把荣伯旱麦面粉作为逢年过
节发放给员工的福利。

现在，消费者不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下
单购买荣伯旱麦面粉，还可以在淘宝购买。

6 月中旬，陈鹏又开通了抖音账号，发布他
们在山村淘麦的所见所闻短视频。短短一个

月时间，他的抖音账号已经拥有了近 6000 名粉
丝，发布了 12个作品。

陈鹏说，现在抖音还在准备阶段，没有开
通抖音商城。有很多粉丝发私信问面粉怎么
卖。“我觉得等我们的作品累积到三百多个的
时候再说吧，到时候我们已经跑遍运城三百个
山村，宣传效果就差不多了。”

淘宝、抖音、公众号，有人咨询，有人购买，
看起来热热闹闹，但陈鹏坦言，荣伯旱麦面粉
的销售情况并不太乐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
在亏损。“在刚开始这很正常，我认为，做企业
做品牌，都有一个过程，都要经过投资阶段、平
衡阶段，最后才会有收益。目前我们就属于投
资阶段。”陈鹏说。

一步一脚印
稳步做品牌

做荣伯旱麦面粉，不是陈鹏一时头脑发热
的选择，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有
一个长期计划，准备期是两年。

“我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老百姓和消
费者。在市场和老百姓中间，我只是个纽带，
让上下游客户相信我，这需要一个过程。”陈鹏
说，在这条供应链上，消费者是下游客户。像
抖音短视频，就是说服他们的一种途径，告诉
他们面粉的原料从哪里来。他会和消费者会
互动，通过这些作品，让他们从半信半疑，到深
信不疑，再到成为荣伯旱麦面粉的忠实粉丝。

而对于上游客户，即农户，陈鹏提高收购
价，提高农户在粮食上的收入。“信任关系达成
后，后期农户会把村里所有的相关农产品交给
我们去销售。咱们也可以教会农户怎么包装，
怎么销售，增加他们的收入。”陈鹏说。

陈鹏说，他“淘麦”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
是告诉消费者他们的原料从哪儿来。第二是
与在外人员取得联系，让一部分在外务工人员
也参与进来，助力家乡发展。第三是将来有了
一定的粉丝量后，好好发展一下烘焙类专用面
粉，把这个空白给填上。

陈鹏在“淘麦”的时候，发现这样一种令人
心寒的情况，因为旱地产的粮食少，往往是农
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一亩地才挣 100 块钱，很
多山里的农户干脆都不种了，把地荒着。陈鹏
说，这种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粮食的附加值
太小，下一步，他就要在这些附加值上做文章。

他认为，目前市场上烘焙类的面粉，就进

口和国产的一些品牌，一公斤面粉可以卖到 35
元—50 元，咱们普通的面粉一公斤才能卖 3.4
元。咱们的面粉也是好面粉，只是没有人去细
作和发展。

陈鹏正在根据市场调配，研究各种包装，
包括烘焙类面粉的包装。

“现代人有两个特点，要么是忙得没空做，
要么是压根不会做。我们要把用烘焙类面粉
制成的食品，做的跟快餐一样，包装上写明制
作步骤，放多少面粉，打几个鸡蛋，佐料放多
少，一步一步教消费者烘焙。”陈鹏说，粉丝达
到一定量之后，他们就要进入推广期了，那个
时候推广起来效果会更好。

运城是农业大市，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
“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菜”三大区域
公用品牌，打造现代农业强市。“‘运城面粉’大
有可为，我们不但讲究面粉制作工艺，更讲究
制作面粉的原料。相信在‘运城面粉’领域，我
们一定会有一番作为。”陈鹏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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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 娜

买菜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有机蔬菜；
买馒头的时候，相对于颜色更白的，更愿意
选择颜色稍暗的；买水果时，仔细检查上面
农药残留多不多……相信这些购物时的小习
惯，总有一些“命中”你的。这些看似不起
眼的小习惯、小变化，其实代表了当下我们
老百姓对于绿色、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增长。

新需求增长的另一面，尤其是这两年受
疫情影响，部分农产品销售遭遇“寒流”，
陷入困境。

如何在生产和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减
少市场剧烈波动影响？“淘麦”的陈鹏给了
笔者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加快推动现代农产
品流通业的角度去看供需的平衡。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也需
宣传好。陈鹏或带货直播，或短视频线上推
广，或依托微信小程序、抖音等网络平台，
发布实时货源信息，不断扩大销售覆盖面和
市场知晓率，在他的旱地小麦面粉营销上使
出“十八般武艺”，实现农产品“最初一公
里”到“最后一公里”的直接联通。

解决“卖难”问题，陈鹏正是抓住消费
新变化、新特点，把握电商运作规律，开辟
网上销售战场，在打通消费、流通、生产各
环节痛点和堵点上下功夫，促进农产品既

“卖得了”更“卖得好”。
从农产品流通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加快

农产品流通可以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加大市场信息发布力度，瞄准市场
需求安排生产，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
品。陈鹏瞄准了市场上对于一口“馍馍香”的
需求，准确发展出旱地小麦面粉的营销定位，
后期需求量不断加大后，可由此需求安排相关
生产。生产者以消费者的满意尺度来配置生产
资源，规划生产进度和调整种养结构。良种良
法、清洁生产、绿色生产，随后提升农业产业
规模化程度以实现高效生产，在此基础上加强
品牌创建，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品牌农产品。

比如，强化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产
地市场建设，特别是田头市场建设，提升农产
品流通能力与效率，提升产地市场农产品商品
化处理能力。放在陈鹏这里，应不断加强面粉

产品的仓储管理能力，蔬菜、水果产业发展中
则应不断加强产地冷链设施建设，推广适度规
模的产地贮藏保鲜设施等。

再比如，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推动农产
品电子商务发展，鼓励发展订单农业，探索拍
卖 交 易 模 式 。 积 极 推 进 农 社 、 农 企 、 农 校 对
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产区和销区、基地和市
场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

当 然 ， 在 加 强 农 产 品 流 通 体 系 建 设 的 同
时，我们还需对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多一点点
的耐心和定力，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产业优势，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浅
尝辄止，只能适得其反。

最 后 ， 笔 者 衷 心 地 希 望 “ 淘 麦 ” 的 “ 陈
鹏”更多一点，实现农田到餐桌的沟通桥更通
畅一点。

适应新需求 架好沟通桥
□朱 姝

手捧“淘”到的旱地麦，陈鹏如获至宝。（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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