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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箔是一种用于农村平房、蔬菜大棚建设的环保建
材。苇箔制作是一门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传统手工艺，
在寿光市台头镇南洋头村，60岁的邢发友和他37岁的儿子
邢永强一直坚守着这门老手艺，并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
富，赋能乡村振兴。日前，记者来到该村，感受村内的独
特“音响”。
　　南洋头村的加工场内一派繁忙景象，邢发友和儿子邢永
强正在忙碌着，他们用叉车将已经制作好的苇箔、苇板装
车，准备发货。“自建房屋，有人喜欢用苇箔，有人喜欢用
苇板，苇板是芦苇经过压缩后编织成板状的建材，与苇箔相
比，密度要高一些。”邢永强说，这段时间订单很多，他们
经常加班加点赶工。加工场内，多名工人正在操作机械打苇
板，还有一些工人正用传统手艺制作苇箔。在机器的轰鸣声
和工人们的忙碌中，很快，一堆堆芦苇变成了板板正正的苇
板、苇箔。
　　上世纪80年代，南洋头村里苇箔业盛行，邢发友在家
里打苇箔，还要抽空挨村推销苇箔，每天起早贪黑。那时
候村民自建房家家户户使用苇箔，市场需求量大，销量很
不错。
　　从2000年开始，苇箔的需求量逐渐降低，村民纷纷放弃
打苇箔转行，但邢发友坚持了下来。他注意到，机械化生产
越来越普及，在多次前往外地考察后，他引进了苇板加工机
械，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苇板密度高，稳定性及隔热、保
温、防水和防风等性能远超苇箔，很受市场欢迎。
　　近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农村自建房、蔬菜大棚
所需的苇箔、苇板多了起来，邢发友的苇箔生意越做越红
火。2023年，邢永强辞掉工作，回到老家帮助父亲经营苇
箔、苇板加工场。“我小时候就帮父母打苇箔，说实话这活
又脏又累，但是这门老手艺不能丢，应该好好传承下去。”
邢永强说，尽管苇箔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少，但他们还是在加
工场西南侧开辟了专门的手工打苇箔区域，在满足市场需求
的同时传承打箔手艺。今后，他打算开展培训活动，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和掌握这门手艺。
　　邢永强一边改进工艺，一边发展业务，从人员管理水平
到产品销量都有了很大提升。20多名工人有时一天能生产
2600平方米苇板、苇箔，产品除在潍坊销售外，还销往日
照、烟台等地，年营业额近300万元。20多名工人多是南洋头
村及附近村的村民，有不少人已经在加工场工作十多年，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政表示，南洋头村苇箔制作技艺在
2017年入选第五批潍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邢发友、邢永强父子俩的坚守和传承，让这门老手艺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下一步，他们村将以苇箔、苇板产业
为依托，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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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种植的‘町绮冰糖子’西瓜近几天已经被预订一
空，接下来就是采收甜瓜了。”日前，在经济区北城街道辛
正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里，33岁的李学梓对记者说。
　　“现在我种植的西瓜每公斤能卖10元钱。”李学梓说，
他种植的西瓜皮薄、脆甜、口感好，这两年积累了不少老客
户，根本不愁卖。近段时间，他每天凌晨4时便起床采摘西瓜
并包装，赶在7时前给顾客发走。
　　谈及西瓜畅销的秘诀，李学梓打开了话匣子。从进军
农业那一天开始，他就深知品质的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
保证品质呢？他坚持有机种植，以发酵大豆作为底肥，再
采用鲫鱼肥，这样种出的西瓜不仅品质好，而且产量高。
　　“我现在种植了四个高温大棚，一个大棚里种着西瓜，
有两个大棚里种植着甜瓜，另外一个准备种植口感西红
柿。”李学梓说。
　　之前，李学梓一直在青州从事花卉生意，2020年决定返
乡创业。在选择赛道时，李学梓将目光瞄准了农业果蔬种
植。创业之初，李学梓和所有创业者一样，遇到了很多棘手
的难题。
　　“刚开始的时候，怎样选择种植品种、怎样管理及销路
等问题接踵而至。面对这些问题，我没有丧气，而是走出
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新品种，通过各种渠道学
习，提升自己的农业种植技术水平。”李学梓说，经过几年
的不断学习和摸索，他逐渐掌握了农业科学管理技术，通过
不断创新种植新品种，提升果蔬品质，借助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开拓市场，用品质和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从而打开了
市场。
　　科学管理是李学梓发展特色种植的制胜法宝。为让果
蔬茁壮成长、结果，保证品质，李学梓通过水肥一体化、
生物防控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对大棚进行科学管理。
“用上物联网技术，可以精准管控大棚和土壤的温度、湿
度及二氧化碳浓度。”李学梓说，使用新技术，不仅省时
省力省水省肥，而且能让果蔬提前上市、提高产量，提高
收益。
　　作为一名返乡创业青年，李学梓头脑灵活，目光敏锐，
能够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加上他对农业的执着，深耕农业一
隅，逐渐将他的果蔬销往了全国各地。“前段时间，我去济
南参加展会，不仅推介了自己的农产品，还接到了很多订
单。”李学梓说，近几年，他通过“互联网+”，在抖音平
台直播销售特色果蔬，效果非常好。随着销路不断拓展，如
今他更专注于用心种好产品、悉心为顾客服务。下一步，他
打算扩大种植规模，不断丰富种植品类，通过有机种植，让
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飞向千家万户，带动更多村民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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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梓展示他种植的甜瓜。

邢发友和邢永强将加工好的苇板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