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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手工的方式，将农村
盛产的麦秸、蒲草、柳条等编织
成草鞋、花瓶、储物箱、蒲团等
多种草编制品，不仅卖到了新
西兰、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
家，还整合了分散的土地资源，
实现了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生
产，辐射带动了周边20个村庄
近1200名妇女就业。村集体
经济收入更是在3年内实现了
从4600元到50余万元的指数
型裂变，这一切，都源于高青县
高城镇姚套村创新开展的“互
联网+合作社+农户”草编经营
模式。

“草柳编织是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传统手艺，村子里基
本人人都会，但一个草编制品
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还找不
到销路。如今，很多国家对草
编制品都有很大的需求，如何
让草编手艺变成‘摇钱树’，让

村里人通过草编制作鼓起钱袋
子，我们费了很大脑筋。”姚家
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希滨说，拥有4000亩耕地、
1600余口人的姚套村，因远离
城镇，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落
后，打粮卖粮和外出务工成为
村民长期以来的主要谋生手
段，草柳编织技艺虽未淡化，却
渐渐沦为村民茶余饭后的消遣
方式。

随着物价的上涨和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粮食生
产远远无法满足村民幸福生活
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大量剩
余劳动力无法发挥作用，也成
为老百姓的愁事。

“要让村里的老弱妇孺
‘动’起来。”2021年，姚套村从
最擅长的草柳编织领域开刀，
改变传统的单打独斗模式，成
立了草编合作社，开始“抱团取

暖”，并以山东蓝迪草编工艺品
有限公司为龙头，对散户的草
编制品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经
营、统一销售。

同时，姚套村紧抓电商直
播的风口，探索出“互联网+合
作社+农户”的销售新模式。

集约化的生产销售模式，
充分聚拢了姚套村土地和人力
资源优势，实现了收入的指数
型裂变。2021年，在合作社的
带动下，姚套村草编制品已经
卖到了新西兰、美国、日本以及
东南亚国家，年业务收入达200
余万元。间接带动村集体实现
了增收，实现村集体收入50余
万元，较2018年底4600元的村
集体收入增长超100倍，村民人
均增收超15000元。

提及这一模式的优势，山
东蓝迪草编工艺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任春花显得异常激动：“它

改变了村民自己联系贸易公司
的分散销售模式，通过村里成
立的山东蓝迪草编工艺品有限
公司，便可对接阿里巴巴国际
站，实现抱团出海。”

如任春花所说，“互联网+
合作社+农户”的生产销售模式
让姚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也为姚套村带来了更多的
发展机遇。

如今，再次走进姚套村，
“漫无边际”的村口已被高大
的进村牌坊所取代，曾经坑洼
不平的道路也变成了宽阔平
整的柏油路，杂乱破旧的瓦房
有了整齐划一的视感。姚套
村不仅成了高城镇美丽乡村
的代表，更是成为了十里八乡
村民收入的“火车头”。在姚
套村草柳编产业的辐射带动
下，周边20个村庄近1200名妇
女实现了再就业，更是创造并

养活了50余个经营个体物流
运输的家庭。

谈及未来，张希滨信心满
满，他说：“高青县大力发展农
业合作社的政策给了我们进
一步发展的信心，下一步，我
们将打造‘鲁供集团+合作社+
农户’的新模式，将农村分散
的土地逐步流转，规模化种植
小麦、玉米，每亩地保底给农
户800元，年底收益三方分红，
平时大家还可以来合作社打
工，再领一份工资。土地流转
计划从今年秋收后开始，先期
流转一千多亩，之后不断扩大
项目规模体量，塑造品牌优
势，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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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编“织出”乡村振兴大梦想

姚套村村民聚
在一起编草编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