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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养蚕是门技术活，养殖过程中，蚕
对温度、湿度、光照等都有很高要求。
为提高村民的养殖技术，那哈乡邀请专
家、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讲理论、讲病
虫害防治，手把手教技术、教标准，每
年集中开展 2 期以上培训。

各项帮扶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
了村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随后，基博、
基埔、大益的、小益的 4 个蚕桑基地也
建立起来，并形成大户带小户，“农户 +
基地+专业合作社+公司”的发展模式。

    

订单收购   产品销路不愁
    
为解决蚕茧销售问题，公司与农户

签订了长期供销合同。农户负责生产、
装箱，公司负责收购、运输，再销往省外，
解除了养蚕户的后顾之忧。

“我家从 2007 年开始养蚕，在党
和政府的关心下，获得扶贫小额信贷政
策扶持，现有蚕房 1 间、蚕床 3 张，每
张蚕床每次可产鲜蚕茧 45 公斤。”那苏
村基博村民小组养蚕户白勇志说，今年
的蚕茧收购价是每公斤 55 元，目前他家

已出售第一批蚕茧 135 公斤，收入达
7000 多元，今年内还可以产出 4 批蚕
茧，年收入预计有 3.7 万元。

在那苏村，笔者见到普洱优品供
应链管理公司负责人带领同事驱车 90
公里来村里收购蚕丝。“那苏村养蚕
时间长，这里出产的蚕丝品质好，销
路不成问题，我们与村里的合作社已
签约 10 多年了。最近，我们收购了今
年的第一批产品，年内还要来三四次。”
该公司负责人说。

“我家从 2008 年开始种桑养蚕，
目前有蚕床 4 张，今年第一批蚕茧销
售收入有 6000 多元。由于我们与公司
合作多年，他们会把钱直接打到我的
卡上，我很放心。”养蚕户白忠强介
绍说，下一步，他打算扩大种桑养蚕
规模。

截至目前，全村共有 51 户农户种
桑养蚕，建有专业蚕房 20 余间，每间
蚕房年产量可达 400 公斤，每年可产
蚕茧2～4批，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计算，
年产值超过 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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