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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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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深处寺耳的夜，如同被幕布紧紧
包裹了一般。

早上 6 点钟，幕布微微翘起一角，一
丝白光从山垴的缝隙挤了进来。

小镇醒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向同一
个方向涌动。

半小时之后，幕布被猛然掀掉，整个
小镇哗啦亮了。

120 多亩、100 多栋大棚，如一片白色
的汪洋匍匐于沟沟岔岔的黑土之上。

这里一直贴着贫穷的标签，如今全镇
的村民却富了起来。谁又能想到，这是一
个“铁娘子”扎根这里，带领乡亲们克服重
重磨难，创造出的“奇迹”。

这个“铁娘子”叫罗婵。
1985 年，罗婵出生在洛南县寺耳镇

东庄村一户家境贫寒的农户家中。2008
年 7 月，罗婵从榆林学院毕业。毕业后，
她 曾 把 当 教 师 作 为 自 己 追 求 的 人 生 理
想，在陕北任教两年，在这期间，她通过
与当地干部群众悉心交流座谈，勾起了
对 家 乡 的 无 比 眷 恋 和 遐 想 。 2010 年 6
月，她毅然放弃陕北的铁饭碗，回乡参加
大学生村官考试，当年 9 月担任寺耳镇东

庄村支部书记助理，踏上了带领乡亲致
富增收的追梦之路。

上任伊始，罗婵就马不停蹄地在山梁
沟壑间奔波，挨家挨户与农户交谈，悉心
了 解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和 家 庭 收 入 等 情
况。在走访调研中，罗婵了解到家乡群众
有种植猪苓、茯苓、木耳等食用菌的历史，
加之当地具有高海拔、低气温的特殊气候
条件，使生长出来的这类药用菌品质上
乘、药用价值高。但只因地处大山深处，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销售渠道较窄，栽植
技术落后，无优质菌种，必然导致产量低，
群众没有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面
对这些难题，她便上网查阅相关信息资
料，经常一个人远赴河南西峡和汉中西
乡、留坝、洋县等药用菌发展规模较大较
好的地区参观学习，并用自己每月仅有的
1700元工资购回菌种进行试种。

2012 年独自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
有人手，罗婵一个人没日没夜地找资金，
忙得焦头烂额，那段时间罗婵一下子瘦了
20多斤。罗婵的丈夫很担心，他偷偷从陕
北来到寺耳，看到她的样子，丈夫最终做
出决定：卖掉延安市的纯净水公司，来这
里和她一起创业。

2013 年，罗婵的丈夫回来了，不仅带
来了难得的资金，而且与她一起创立种植
基地，看到这些，罗婵的父母兄弟也加入
进来，罗婵信心大增。于是，他们一边建

厂、考察、学技术、找市场。
2014 年 11 月，罗婵从河南的一家养

殖基地买回来少量菌种进行培育，虽然前
期已经做足了功课，但是一家人还是过得
提心吊胆，生怕失败或者出现什么问题，
罗婵按照之前学到的知识按部就班，没想
到试种非常成功，长成的猪苓菌不但数量
多而且品质好，将第一次试种的一小部分
菌种试投入市场之后，几天就一抢而空，
这一下给罗婵和家人很大的信心和鼓励。

2015 年 5 月下旬，罗婵赴四川九寨沟
参加了由中组部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农村
带头人创业基础知识培训班，这次培训让
她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扩充了知识，
也大大增强了坚定创业的信心和勇气。

在国家鼓励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政
策的感召和引领下，罗婵有了建设产业基
地、创办食用菌公司的强烈愿望，希望有
意向的乡亲可以加入进来，但是乡亲们还
是有些顾虑，除了一些亲戚加入，很多人
还是处在观望状态，而罗婵一直为乡亲
说：“只要你们有意向随时欢迎你们来。”

2015 年春天，罗婵的菌种厂建成了，
投 入 正 式 养 殖 的 菌 种 需 要 大 量 的 花 梨
木。本以为养殖菌种的木材会供大于求，
但是让她没想到是卖木头的商贩故意抬
高价钱，罗婵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工人去
自家的林山里砍取花梨木的枝条。经过
悉心培养菌种，当年收获了 100吨菌种。

罗婵和丈夫开着车走街串巷，每天早
上四五点开车出门送货，深夜才返回，天
天如此。产品除了送到洛南保安、洛源、
三要、巡检、石坡等地外，还要送到蓝田、
汉中等地。

在罗婵和丈夫的辛勤努力下，阳光菌
场的效益很不错。很多乡亲就上门来咨
询罗婵，罗婵也大方的为乡亲们答疑解
惑，更是为乡亲们承诺种植猪苓菌免费培
训，免费做技术指导，义务为乡亲们找销
路，从她这里买菌种的，有钱的给钱，没钱
可以先赊着，等有收益之后再结算。

2016 年，罗婵又扩大规模种植灵芝、
羊肚菌、猪苓、天麻、茯苓等药用菌，还在
耳街社区建立一期香菇木耳基地。2017
年初建立二期羊肚菌基地，又在东庄村、
伍仙村和高村建立了三个香菇基地。

罗婵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各
项工作谋划要快，落地要快，推进更要
快。奇怪的是，这种紧张的节奏没让她感
到一丝疲惫，反而是方向更明确，内心更
踏实，干劲儿更足了。

“在创业的路上，几乎每天都是同苦
和累相伴，各种风险和挑战无处不在。
好就好在有乡亲们的充分信任和紧紧相
随，即便吃再大的苦、受再多的累，但总
感觉快乐还是多，生活更加充实向上，前
行的每一步也更加坚定有力！”罗婵面带
微笑地说。

带 领 乡 亲 奔 富 路
本报通讯员 南 星

条条村道开阔平坦，农舍
庭院干净美观，特色产业蓬勃
发展……地处鄂陕两省三县接
合部的镇安县茅坪回族镇茅坪
社区，是一个个镶嵌在绿水青
山间的小村庄。在这里，回汉
族群众共同谱写着乡村振兴的
生动赞歌。

近年来，茅坪回族镇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总要求，持续推进民族
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走出
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深冬时节，行走在茅坪社
区 ，目 之 所 及 ，山 水 相 依 ，皆
是美景。

茅坪社区是一个回汉杂居
的村庄，以牛羊等传统畜牧养
殖为主导产业。这几年，茅坪
社区抢抓发展机遇，深挖优势
潜力，坚持以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梳理探索发展新思路，大力
发展木耳种植、牧草加工、劳务
输出、畜牧养殖、“安业清真”五大产业，先后发展畜牧养
殖户 120 多户，存栏牛 500 多头，羊 450 多只。2021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5 万元，村人均收入达 12374 元，群
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茅坪社区的发展变化仅是该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缩影。为全面加快回汉民族地区发展，该镇紧盯脱贫
成果巩固和民族团结进步两个重点，通过抓党建、谋项
目、兴产业、优环境，助推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
扣“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积极主动谋
划项目、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全力以赴建设项目，2022 年
共谋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类项目 18 个。其中，藤编工
艺品加工厂、峰景村养猪场、峰景村养牛场、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 4 个项目被列入县级重点项目建设。同时争取省
水利厅投资 2600 万元，启动茅坪集镇供水保障提升项
目。巩固畜牧养殖产业，培育养殖大户 45 户，养家畜
5000 多头、家禽 1 万多只，种植中药材 1.6 万亩、高山脱
毒马铃薯 5000 多亩，建设北阳山牛肉加工厂 1处。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发展代料木耳 50 万棒、烤烟 300 亩、红仁
核桃 400多亩，产业成为赋能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重要
引擎。用好用活“安业清真”产业品牌，鼓励引导茅坪籍
人员在西安开办“安业清真”餐饮门店 300 多家，带动就
业 1000 多人。坚持“多花心思少花钱”的思路，围绕“六
清、六治、六无”三个重点，常态化开展“五乱”治理工作，
全力建设秦岭山水乡村，使乡村更美丽、洁净、宜居。

如今的茅坪回族镇，有生态、有颜值、有产业，在乡村
“美、富、新”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
然环境相得益彰，生活在这里的回汉族群众生活水平逐
步改善，幸福指数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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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俊棋）今年以来，柞水县红岩
寺镇在推进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遵循市场和木
耳产业发展规律，通过盯管理、拓渠道、强担当、抓增收，
为木耳上市销售做足功夫，经过不懈努力，今年出产木耳
全部售完，实现收入 577 万元、利润 117 万元，带动脱贫
户 273户 406人。

管理措施持续完善。全镇先后召开 4 次木耳产业发
展工作推进会，接续出台《红岩寺镇 2022 年木耳产业发
展扶持办法》《木耳产业管理办法》《木耳产业发展考核点
评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大力鼓励群众和企业积极参与木
耳产业发展。给发展木耳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基地购买商
业保险，建立快速理赔机制，为种植户吃上“定心丸”。从
高校毕业生中招聘 2 名木耳技术专干，选聘 1 名基地木
耳公益岗管理员，承担木耳栽培指导和基地日常管护工
作，为木耳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保障。

营销举措持续健全。红岩寺镇积极构建多元化营销
体系，加速拓展木耳销售渠道。县、镇相关部门积极对接
太平洋保险公司，联系山东、东北销售商，逐村进行售卖
谈判，顺利达成购销协议；发放“消费帮扶助兴农、乡村振
兴携手行”倡议书，动员帮扶单位优先采购木耳；与商洛
阳光农场、宝鸡文理学院等企业和客商积极联系，成功达
成合作协议；通过西安木耳专营店、陕西供销柞水木耳等

实体门店加大销售力度。
责任担当持续增强。红岩寺镇坚持把木耳销售作为

一把手工程，亲自拿在手上、扛在肩上，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夯实日督查、周研判、月通报机制，建立联村领导包抓
责任制，党委书记、镇长轮番深入各村跟进木耳销售工
作，分管领导时刻谨记肩头重任，每日坚守现场，抓紧抓
实抓细销售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担当精神，全方位推进
木耳产业规模化、精细化、信息化发展。

富农增收持续加快。红岩寺镇坚持把木耳富农作为
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全力推行“借袋还耳”“借棚还耳”发
展模式。今年出产的木耳全部售完，实现收入 577万元、
利润 117 万元，带动脱贫户 273 户 406 人。通过

“借袋还耳”种植地栽木耳 52 万袋，户
均实现增收 2万元；“借棚还耳”种
植吊袋木耳 189 万袋，户均
增收 5 万元。农民群众
的辛勤付出换回了真
金白银，黑木耳成
了名副其实的

“金耳朵”。

红岩寺镇红岩寺镇

黑木耳成了致富“金耳朵”

本报讯 （通 讯
员 刘水平）近年来，
丹凤县土门镇不断优
化人才“引、育、留、用”
机制，充分发挥人才优
势，积极搭建创新创业
平台，全面推进人才队
伍建设，不断强化人才
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
保障作用。

统 筹 谋 划 引 人
才。土门镇坚持将人
才 队 伍 建 设 纳 入 年 度
工 作 要 点 ，聚 焦“ 畜 、
药、果、劳”四大产业，
建立 71 名在外创业成
功 人 士 及 本 土 产 业 大
户 和 带 富 能 人 数 据 信
息库，成立 4 个人才工
作 驿 站 。 聘 请 陕 果 集
团、英武农业有限公司
等专业技术人员 14 名，
诚 邀 产 业 大 户 和 经 济
能人担任“荣誉书记”

“荣誉主任”16 名，动员
高校毕业生回村任职 7
名，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工作局面进一步形成。

加 强 培 训 育 人
才 。 土 门 镇 组 织 村 级
主 要 负 责 人 到 外 地 学
习考察，采用“党支部+
集体经济+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猕猴
桃 378 亩、冬枣 5.4 亩。
邀 请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教授、大荔县农业协
会、新雨丹中药材技术

骨干等来镇指导中药材产业发展，建立中药材产业
园 1个，栽种滇银花、连翘 200多亩。邀请县农业、林
业、畜牧等专家培训实用技术人员 240 人次、双带型
党员 18名。

搭建平台用人才。该镇党委统筹农、林、水、牧、
科、教、文、卫方面资源，组建产业发展指导员服务队
2 支，分别与各村及产业项目建立包抓帮扶结对，进
行跟踪指导服务。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积极参
加各级业务培训 30 人次，培养“土专家”“田秀才”8
名。镇农综站立足中药材、水杂果及畜禽养殖三大
产业发展需求，组建 3 支服务队，开展培训 10 多期、
提供技术服务 40 多次。镇社保站充分发挥劳务输
出工作站作用，组织转移就业 3900 多人次，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助力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优化保障留人才。积极营造尊才爱才的良好工
作环境，加强人才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引领，将 21 名
优秀人才吸收进村“两委”或后备干部及党员队伍，
引导乡土人才在送技术、送项目、送温暖中争当新时
代的奉献标兵。强化人才工作保障，认真落实科技
人才相关政策，建立关心关爱机制，让各类人才在工
作上有干头，政治上有奔头。积极提供人才入驻便
利条件，引进昆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技术人才，投
资 200 多万元，盘活 49 个日光大棚，建立 70 亩中药
材育苗基地，带动全镇中药材种植 1100 多亩；及时
帮助业主化解用工难等问题，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
地务工，增收致富。

土
门
镇

土
门
镇
聚
力
人
才
优
势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家门前这一片园子，平
日里种上茄子、辣椒等蔬菜，不仅自己吃得方便，吃不完的
拿出去卖，一年还能赚个1000多块钱。”寒冬时节，走进山
阳县城关街办伍竹园社区居民贾爱民家中，他正在门前的
菜园中忙着整理刚刚采摘的蔬菜，脸上挂满了笑。

今年以来，山阳县城关街办立足实际，在社区“两委”
成员和驻社区工作队的帮扶下，以小院示范户为带动点，
有效整合房前屋后空余土地，将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紧
密联系在一起，发展果蔬等农产品种植以及家禽饲养，盘
活院内闲置资源，提升庭院资源利用率，对居民庭院种植
养殖资源进行新规划，使农家“方寸闲地”转变为“增收宝
地”，让小小院落成为群众新的增收途径。

“以前这里居民的房前屋后大多是柴草堆、空闲地，
脏乱不堪，现在都变成了有特色、有亮点的美丽庭院。”省
水务集团驻伍竹园社区第一书记陈海峰说。

据了解，城关街办采取“文明实践+庭院”的模式，利
用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果蔬种植，彻底改善环境，打
造最美庭院，争创文明村镇。实现“一村一景，一路一
色”，真正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提高生产生态效益，实
现农民增收，增加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城关街办将因地制宜，按照“一村一品”的要
求，积极探索庭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切实让农家小院的

“菜篮子”“果园子”变成增收致富的“钱袋子”，助力乡村
大振兴。

山阳县城关街办山阳县城关街办

将“方寸闲地”变为“增收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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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柞水县红岩寺镇红安村实验种植的地栽木耳喜获丰收。据悉，今年该村共试栽种木耳菌包6400袋，收获木
耳380公斤。大棚地栽木耳的实验成功，为红安村明年发展木耳产业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图为工人们正在采摘木耳。 （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