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粉条厂试水到酿出精啤 那叫吃得开

李宝龙，一个从朝阳穷山沟走出来，辗转
到盘锦发展的基层科级干部。

从2018年4月起，担任盘锦市大洼区新
立镇杨家村第一书记，这位“80后”第一书记
带领全村745户村民，建粉条厂、大酱厂，打
造特色农特产品品牌，彻底实现了杨家村三
次产业联动发展；通过自己多年的招商引资
经验，先后引进多个项目入驻当地产业园，年
创产值达 1.5 亿元；号召村民参与“认养菜
园”增收，同时带动特色旅游，每年为村民增
收5000元以上。

在两年的时间里，李宝龙脚踏实地，甘心
情愿，以干求成，以干求胜，带领杨家村走上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致富路。

2018年4月，北京世纪夏鹏集团投资1500万

元的年产8000吨哈喽鲜仔精酿啤酒正式入驻盘

锦（新立）小微企业创业园，实现园区与村办企业

联动发展。

2018年 7月，经过多方的前期调研，杨家村

班子集体商议决定采用陕西省袁家村产业发展

模式，开办一个手工粉条加工厂，打响乡村集体

经济攻坚战。

2018年 11月，粉条厂正式开工生产，命名

“拍拍粉”。平均日产300斤，创产值4000余元，

吸引村民入股5人，带动就业7人。

2018年 12月，河北创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500万元的盘锦雄盛纸塑包装制品项目正式

入驻盘锦（新立）小微企业创业园，建立了杨家村

与创业园之间的产业互通互联。

2019年1月，盘锦哈喽鲜仔精酿啤酒正式上

市，春节期间，300多吨精酿啤酒被订购一空。

2019年1月，拍拍粉参加辽宁省委组织部举

办的第一书记“年货大集”活动，取得了日销百斤

的骄人成果，并成功跻身“辽宁省第一书记展销

平台”进行电商销售，实现了“买辽宁、卖辽宁”阶

段性目标。

2019年 6月，村班子共同商议，决定依托杨

家村认养农业总部，开展“我在杨家认养一分菜

园”活动，掀起精准扶贫、致富增收认养高潮。

杨家村
脱贫攻坚大事记

第一书记手记

2018年
11月
来到杨家村的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

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做什么、如何做”能让
百姓实现增收。经过多方的前期调研，并
与镇主要领导和村两委班子集体商议后，
我们最终决定采用陕西省袁家村产业发展
模式，开办一个手工粉条加工厂。之所以
选择粉条加工厂，一是因为盘锦当地没有
一家土法治粉的企业，存在较大的地域市
场；二是手工粉条与机制粉比起来口感更
好、更健康；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投资少，
村民参股没有压力，纯手工制作，参与性更
强。这样的模式村民既能参股又能就业，
一举两得。

9 月，我跟原村支部书记、会计及村民
代表一行四人去了阜新市大板镇的路上，

此行是为了考察原材料市场，并到一家手
工粉厂参观工艺流程，做经验交流。我们
了解了合作社的基本情况，考察了村手工
粉条厂生产设备，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相
关设备的介绍，最终确定这里为红薯淀粉
原材料基地。原材料问题解决了，我们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秦皇岛市卢龙县考察生产
设备，签订购买合同。

11 月，拍拍粉正式生产运营了。在开
工前不到半个月时间里，我们先后分别 4
次到葫芦岛万屯镇、锦州市北镇市、鞍山市
千山区同行业企业学习考察。终于功夫不
负有心人，迎来了开工的日子。

回想起从今年 4月份我来到杨家村的
第一天到现在，在筹备的 5个多月时间里，

我和村民们一起出门考察，学习技术，经历
了多少次设备的调试更换、经历了多少次
工序上的调整优化、又经历了多少次原材
料配比失败而产品功亏一篑后才有了今天
来之不易的成功……

由于刚刚掌握基本的生产技术，真正
运用到实践中来还是会产生与理论不同的
效果。例如，勾芡比例、粉条入锅火候、冷
却时间都会对产品质量产生极大影响，只
能亲自动手实验。光是解决冻干粉条易
断、柔韧度差这一项质量问题，我们就不知
道尝试了多少回，失败了多少回，吃了不知
道多少不良品粉条。粉条厂开工了，我也
吃够了，我这辈子就再也不想吃粉条了！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大酱厂的事儿了。

粉条厂开工了 粉条也吃够了

第一书记说：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担任第一书记之前，我就是大洼区招

商管理服务中心招商四局局长。多年的招

商引资经历让我积累了多方面的人脉资源

和招商经验。身为第一书记，我更应该充

分运用好自己的资源，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新立镇招商引资，实现园区与村办企

业联动发展。

在做第一书记的这段时间里，我考虑

的绝不是引进一个两个项目，我的想法是

建立杨家村与创业园之间的产业互通互

联。

到那时，受益的不仅仅是杨家村，甚至

会提振镇、区整体经济和社会水平。

2019年
6月
去年 4月份，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北京

世纪夏鹏集团总经理施海涛。在北京闯荡
多年、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施海涛一心想要回
到家乡盘锦创业，造福百姓。当时他就表示
希望鲜仔精酿啤酒这个项目能够落在产业
园内，并能在短时间内出产品、见效益，我当
然要尽全力留住这个好项目。为了让项目
尽快落地，我全程协助他办理了相关审批手
续。我和公司工作人员多次找到市食药监
局、区环保局等部门，协调解决相关资质。
终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食品生产许可证、
环评手续等要件全部办理完毕，为企业赶在
2019年春节前产品上市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旦接触到招商资源，我就赶紧电话沟
通、登门拜访，先后引进了北京世纪夏鹏集
团投资1500万元的年产8000吨哈喽鲜仔精

酿啤酒、河北创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500万元的盘锦雄盛纸塑包装制品及北京富
莱斯布艺家居生产等 4个项目成功入驻产
业园。项目投产后，年创产值1.5亿元，实现
税收 230 万元，解决新立镇当地就业 30 余
人。

很快，我又在村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很
多村民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种的蔬菜，大部
分人家都吃不了，有的老一点的就喂牲口，
还有不少就烂在地里了，这是一种浪费啊！

于是，我想到了我们新立镇农业赖以发
展的模式——“认养”。今天，通过村两委班
子共同商议，集体讨论，我们决定依托杨家
村认养农业总部，以村民自家房前屋后菜园
为认养标的物，开展“我在杨家认养一分菜
园”活动，掀起精准扶贫、致富增收新一轮认

养高潮。
其实，要说这菜园子几乎到处都有，果

蔬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孰好孰坏谁也说不清
楚。我觉得，要让客户认可，首先要创新经
营方式，采用认养客户自助与托管经营两种
方式。农时，认养人可以在节假日走进田间
地头来个亲子农事活动，既教育了孩子又增
进了家人感情，其乐融融，也可以全部托管
由村民种植。

其次要优化种植方式，坚决杜绝化肥、
农药，一律施农家肥，保证果蔬绿色无农
残。三是改变营销方式，对于周边客户由认
养总部采用“每天、每3天、每周”等不同时间
段配送到家服务，或者按照客户要求，盈余
的无公害蔬菜统一包装，批发到农贸市场、
超市。

全力留住好项目 转变思路寻找新机会

村里老乡说：
“书记帮我们走向富裕”

4月3日，初春的阳光从杨家村村民隋新

家房外搭的阳光棚里透过来，屋里暖暖的。

今年60岁的隋新声音洪亮，热情地招呼记者

进屋“唠嗑”，手里还端着自家菜园里种的西

红柿、草莓等水果。

自从2018年4月，李宝龙担任盘锦市大

洼区新立镇东部杨家村的第一书记，隋新就

开始跟着这位第一书记一起走向“富裕”之

路。在村里成立粉条厂的时候，隋新第一个

冲上去参与，成为最初的6位入股村民中的一

员。

忙的时候，隋新每天都去粉条厂里工作

做粉条，一天能拿到80元的“工资”，平均一年

下来，每个月都能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如

果不是李书记，我们除了在地里干活就是在

家呆着，有了粉条厂，我们就像有了个‘工作’

一样，一年下来能有1万多的收入呢！”

每年仲夏时节，隋新家的后园子里都是

一片生机勃勃，黄瓜、西红柿、豆角、紫茄子

……这些都是城里人“认养”的菜园子。每

天，隋新都要负责“照顾”这些果蔬生长，还会

根据“菜园主人”的要求，送菜上门，每分菜地

隋新能得到1200元的收入。

“李书记来之前，我们自家的菜园子都是

自己种自己吃，差不多半亩地的蔬菜也吃不

了，很多都烂在地里了，”隋新回忆道，“现在

书记带着我们搞认养，我家一共6分地，每年

都多了7200元收入！” 辽沈晚报记者 李娜

杨家村80后第一书记李宝龙。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盘锦市杨家村村民隋新正在村里的大酱厂忙碌。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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