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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黑猪肉价格上涨了
一些，这下好了，可以赚一笔
了！”得知黑猪肉每公斤能卖60
多元，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十
组脱贫户毛加慧喜笑颜开，她
准备趁着高价格，卖掉自己养
的3头黑猪。

毛加慧今年42岁，她的丈夫
患尘肺病多年，长期吃药检查花掉
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因医治无效在
2016年去世。毛加慧有 3个孩
子，都在上学；其母亲陈祥莲85
岁，患有高血压，长年需吃药。
2015年3月，毛加慧家被列为贫
困户。令她自豪的是，目前已通
过自食其力，依靠养殖黑猪、种
植药材，成功摘掉了穷帽子。

在毛加慧自强自立的同
时，当地政府送来及时雨。镇、
村干部帮她修缮了房屋，解决
了屋顶漏水难题；帮扶部门帮
她发展产业，让她有了增收致
富的产业……

如今，毛加慧一家住进了安
全的新家，再也不用为刮风下雨
的日子担惊受怕。现在，国家政
策好了，她母亲去药房买降压
药，只需要花很少的钱，这为家
里节省了一大笔硬性开支；两个
孩子上中学、一个上大学，不用
花啥费用，学校还补贴生活费；
界河村给毛加慧安排了一个清
扫马路的公益岗位，每月有
1800元固定工资。

“国家政策真是好啊，我们
自己不努力咋能行！”毛加慧感
慨地说。

政府的大力帮扶让毛加
慧没有了后顾之忧，多了干活
劲头，她一门心思想着靠劳动
多挣点钱。干点什么好呢？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帮扶干
部分析了她家的情况后支招：
发展养殖业，养殖土鸡、土鸭，
正对城里人胃口；养殖黑猪，
不用愁销路。

经过慎重思考，毛加慧觉得
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凭着不服
输的坚强意志，她东走西跑，跟左
邻右舍商量土地租赁协议，把周
边撂荒的土地租来种植粮食、发
展养殖业。

不久，帮扶干部给毛加慧送
去了鸡苗、猪仔、羊羔，并派技术
人员传授养殖技术。毛加慧慢慢
学会了养殖技术，并把养殖规模
逐渐扩大。今年，她养殖了30只
土鸡、3头黑猪、2只羊，种植苍术
3亩、黄姜2亩、白及2亩。养殖
家禽家畜占用不了太多时间，毛

加慧想逐年扩大药材种植面积。
“现在，我们对生活感到很

乐观。只要不怕累不怕苦，勤
劳肯干，我家的收入一年比一
年多，日子越过越红火。”脱贫
后的毛加慧心情愉快，脸上不
时挂满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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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麻麻亮，便被一阵阵“哒哒
哒”声所惊醒，侧耳倾听，那准是老徐
在用旋耕机为村民耕地。

老徐是商州区牧护关镇泉源村
五组的一位普通村民，名叫徐建锋，
是泉源村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他
虽年近花甲，但却有一股子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的勇气。这几年，许多年轻
人都外出务工，村里多是老弱病残的

留守人员，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干不了重体力活，就把土地流转给老徐。
因为流转了几十亩地，老徐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有清闲过。为了分散劳动，他

就种植了好几种农作物，因为每一种农作物的收获时间不同，所以就可以把种植
时间错开。

前几年，村民都种植地膜洋芋，老徐就种植了10多亩地膜洋芋，就此一项就
可以卖两三万元，加上小麦、玉米和豆子，老徐每年收入少说也在五六万元。

老徐有3个孩子。前几年，3个孩子读书，老徐的负担非常大，夫妇俩就养了
10多头猪，每天除了种庄稼还要喂猪，所以就比其他村民付出的更多。话说人会
亏人，土地不会亏人，只要付出了，就会有所回报。每年不待玉米苗子蹿高，老徐
就早早地把猪粪用架子车拉到地里，精心和妻子为庄家施肥。

老徐读过高中，懂得科学种田，别人种庄稼都喜欢茂密，而老徐却追求株距和
行距。经他种的庄稼，横是样样，竖是行行，大老远望去，总是一字儿排开，不说收
成咋样，光是看了就让人心情舒畅。他时常提醒大家，稀了是庄稼，稠了是草，如
果逢上一场连阴雨，庄稼倒一地的话，那一季子庄稼就白忙活了。所以同样都是
种地，一样的亩数，他种植的玉米棒子都是个顶个，每年采挖的洋芋也比别人的个
头大产量高。

正是通过种地，徐建锋供养了两个大学生。这几年，他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

也相继成了家。按说老徐也到了享福的年龄，可是老徐还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农
具，每年依然在辛劳着。

“娃都有娃的日子，这几年给两个娃子娶了媳妇买了房，娃的经济也紧张，趁
着我还能干几年，也能给娃减轻一些负担。不说添斤也能添两哩！”老徐边抽着烟
边说，“不论到啥时候，人只要活着，就要依靠劳动来创造生活，所谓力气钱万万
年，人可千万不能懒，只要有一口气，还能动弹，就要劳动，只有忙忙碌碌的，那才
叫生活……”

有道是“要在人前显贵，人后必定受罪”。每逢过年过节，老徐的孩子们开着
轿车不远千里回来陪伴二老团聚。每次走时，老徐再给孩子们带一些自家种植的
核桃、板栗、白菜、洋芋和糁子等土特产。

用老徐的话说，人既要会享受幸福，也更要能热爱劳动。常年四季里，除过下
雨天歇息几天，平日里老徐可从没在家里闲着。这几年，政府号召大家种植菊芋，
老徐就将自己流转的田地种上了菊芋。

老徐说：“一块田地种植的农作物要不断变化，如果同一块地年年种植同样
一种农作物，就像生病的人长期吃一种药而产生抗药性，即使肥料再充足，也不
会有让人满意的收获，这种现象在我们农村被称为‘翻茬’。只有年年倒茬，庄
稼才肯长。这几年种植菊芋，也算是给地倒茬，我的菊芋年年都涨势良好。目
前，我的菊芋已经卖了1万多元了，今年冬天如果挖不完，开春后我再继续挖，
估计能卖两万多块钱。”

老徐是村子里公认的勤快人，他热爱种地，也总是见缝插针，每年除了种庄稼
卖钱，还种了各种蔬菜和中药材。即使冬日的闲暇时间，他也要用自己购买的旋
耕机来为村民耕地，因为自己种的地多，用旋耕机不仅可以减轻负担，也能赚一笔
可观的收入。

“我们农民虽然地位卑微，但却是靠劳动换取来的报酬，挣的是最硬气的钱。
我始终坚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
是好汉。”说到这里，老徐嘿嘿地笑了。

只有忙忙碌碌的，那才叫生活
文/陈 亮 图/王晓宁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围绕“六稳”“六保”工作任务落
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前三季度数据显示，随着多种提振经
济举措的走实，全市经济持续回暖、稳定恢复，经济运行
呈现新亮点。

——经济恢复节奏加快，总体趋势不断回暖
前三季度GDP下降13.1%，降幅较上半年收窄6.7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收窄11.7个百分点，收窄幅度在全
省各地市最快。其中，第一产业增长1.7%，第二产业下
降24.0%，第三产业下降4.1%，一二三产增速分别比上
半年提升0.8、11和2.1个百分点。

——农业经济稳定增长，畜牧业发展持续向好
1-9月，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136.13亿元，增长

1.5%，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74.89亿元，增长2.1%，分
别比上半年提升2.1和0.9个百分点。

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稳定。各县区聚焦脱贫攻坚，
各项惠农政策措施落实有力，预计全市秋粮和经济作物
产量同比略增。

畜牧业持续恢复。得力于去年至今可观的养殖
利润驱动和市、县区政策资金扶持，生猪产能持续恢
复。调查显示，截至9月底，全市猪牛羊存出栏量同
比都有所增长。其中：主产品生猪存栏增长23%，能
繁母猪增长12%。

——工业降幅不断收窄，月度产值首次转正
1-9月，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749.92亿元，同比下

降24.9%，比1-8月收窄4.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收窄
10.2个百分点，增加值同比下降22.8%，比上半年收窄
10.4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首次转正。9月份，规上
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3.2%，比8月份提升8.8个百分
点，比上半年提升20.6个百分点，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首次转正。

大中型企业拉动有力。9月份，我市大中型企业产
值增长16.6%，比8月上涨27.4个百分点，拉动总产值增
长6个百分点。

支柱产业支撑作用明显。1-9月，全市三大支柱
产业完成总产值 620.31 亿元，占规上总产值的
82.7%，其中：新材料、现代医药、绿色食品9月同比分
别增长-2.6%、52.9%、28.7%，这是我市工业经济恢复
的顶梁柱。

重点工业产品产量同比增长。1-9月，全市统计的
工业产品中28%的产品产量保持增长，下降的产品与上
半年相比，降幅也快速收窄。如10种有色金属同比下
降22%，收窄6.8个百分点，水泥增长0.1%，太阳能电池
(光伏电池)增长38.6%。

企业效益逐步好转。1-9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632.7亿元、利润36.3亿元、税金19.7亿元，
同比分别下降21.6%、23.4%、25.7
%，较上半年分别收窄10.6、6.8、3个百分点。成本费用
利润率6.5%，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投资逐月快速恢复，工业投资持续加快
1-9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降幅继续收窄，同比下

降11.2%，比1-8月收窄0.4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收窄
10.8个百分点，比2月份收窄47.3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首次转正。1-9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4.9%)，比上半年提升
9.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高于国有
投资19个百分点，市场主体信心提振。

工业项目落地加速。1-9月，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0.2%，高于固定资产投资21.4个百分点。截至9月
底，工业施工项目360个，同比增长16.5%，其中，新开
工项目168个，同比增长24.4%，有力支撑了工业投资
快速增长。

房地产投资持续走高。1-9 月，房地产开发投

资延续 6月份以来的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25%。山
阳“中村镇移民新区集中安置点”“商洛碧桂园翡翠
湾”等项目进度加快，直接带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
长。1-9 月，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 61.9%，比上半年
提高 38.8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回暖，企业投资信
心逐步恢复。

新开工项目个数大幅增加。1-9月，全市新开工项
目502个，同比增长41.4%，比上半年提高了30.8个百
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32.9%，为后期
投资回升奠定了基础。

——社会活力逐渐复苏，市场消费持续恢复
1-9月，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22.42亿元，

同比下降20.8%，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7个百分点。其
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完成35.97亿元，同比下降
20.1%，降幅比1-8月收窄了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收窄
5.1个百分点。

从经营地域看，乡村消费提升快于城镇。全市
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 90.89 亿元，同比下降
23.4%，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31.53亿元，同比下
降12.2%，城镇和乡村分别比上半年提高了4和 11.3
个百分点。

从消费形态看，餐饮和商品零售回升明显。全市实
现餐饮收入13.26亿元，同比下降22.9%；商品零售实现
109.16亿元，同比下降20.5%，餐饮收入和商品零售与
上半年比分别提高8.5和5.4个百分点。

从商品类别看，占比靠前的主要商品提升加快。粮
油食品、烟酒、服装、书报杂志、家用电器、中西药品、建
筑装潢材料、汽车及其他商品均呈不同程度的收窄，分
别比上半年收窄了8.4、12.7、0.6、0.2、5.8、32.5、9.6、8.7、
30.1个百分点。

从流通领域看，批零住餐4个行业降幅持续收窄。
批发业销售额完成73.03亿元，同比下降18.8%；零售业

销售额完成92.38亿元，同比下降16.1%；住宿业实现营
业额2.90亿元，同比下降41.1%；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15.81亿元，同比下降25.9%，比上半年分别收窄了2.4、
3、9.9和13.6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不断增加，非公经济占比稳步提升
1-9月份，全市新增市场主体11136户，其中企业

3000户、个体工商户787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63户，
与去年同期相比新增市场主体增长3.44%、个体工商
户下降2.59%，企业增长19.05%，农民专业合作社增长
60.37%。一套表统计调查单位数新增入库加快，新增
入库数154个，其中“五上”企业76个。全市新增城镇
就业12976人，失业人员再就业4580人。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占比53.2%，比上半年、一季度分别提高0.4、
0.7个百分点。占比在各地市排名第二。市场发展后
劲逐步增强。

——财政运行基本平稳，金融服务保障有力
1-9月，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25.74亿元，同比下降

16.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03亿元，同比下
降1.32%。财政支出224.99亿元，较上年增长0.36%。
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91.22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4.99%。

1-9 月，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288.91亿元，增长10.93%；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647.56亿元，增速18.22%。

——县区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工业依旧是我市GDP
快速恢复的“压舱石”

当前，我市各县区经济尚处于恢复期，恢复快
慢不均。最快的柞水县超镇安县 19.5 个百分点。
分产业来看，各县区一产三产主要指标表现差距不
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力度有所减弱，规模以上工
业恢复程度如何直接决定了县区GDP增速，二者高
度相关。

前三季度全市经济持续回暖
赵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