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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维丹）近年来，柞水县强化中医药
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健康医药产业，推动中医药事业健
康高质量发展。

柞水县持续加强以县中医医院为龙头、县级公立医院和
镇卫生院中医科为骨干、村卫生室为网底的县、镇、村三级中
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县中医医院顺利通过了二甲复审，建设
市级、省级中医特色专科各 2个。县人民医院建成中医药文
化氛围浓郁的中医病区，凤凰、下梁 2 个镇（街道）卫生院的
中医馆被评为省级示范中医馆，建成小岭、红岩寺中心卫生
院和石瓮分院 3 个市级示范中医馆。完善基层中医人员就

业服务激励政策，扩大中医医师有效供给，增加农村订单定
向、全科医生特设岗位、助理全科医生等招收比例。不断提
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加强市、县两
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建设，完善人员和设备设施配备，
建立健全适宜技术推广网络和长效机制。加强考核管理，大
力开展推广培训，切实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
力，充分发挥中医适宜技术简、便、验、廉的优势特色。在县
中医医院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以医共体和对口支
援为抓手，对基层开展临床带教、技术指导等帮扶。扎实开
展中医药科普教育，不断提高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

柞水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盛夏至，万物秀。连日来，地处秦岭深处的商南县十
里坪镇抢抓“黄金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7 月 20 日，在十里坪镇龙潭沟冷水鱼养殖（二期）项目
建设现场，挖机、搅拌机轰鸣，来回穿梭。工人们有的在和
水泥，有的在运石块，有的在砌砖……大家挥汗如雨，分工
明确，十分忙碌。

“这个项目是在原龙潭沟冷水鱼养殖建设基础上进
行的扩建（二期）项目，增加投资 500 万元，整合土地 4.5
亩，将建成标准化鱼池 4256 平方米，建设鱼池 31 个（其
中圆形池 19 个、方形池 12 个）。同时，将修建沿河河堤、
供水渠、排污渠、养殖厂房、观光步道、垂钓园等配套基
础设施，投放三类鱼苗 26 万尾（其中，鲟鱼鱼苗 9 万尾、
虹鳟鱼苗 8 万尾、鲈鱼鱼苗 7 万尾），预计年出鱼 70 多
吨，年产值达 700 万元。我们着力打造集养殖、产品供
销、旅游观光、民宿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现代渔业新
模式。”商南县晓宇伊园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赵国贵说。
近年来，十里坪镇围绕“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产

品多样化、供销一体化、发展融合化”的“五化”理念，以龙
潭沟旅游综合体建设为依托，以开发利用滔河上游优质
冷水资源为重点，以培育壮大发展本土企业为导向，以打
造全流域冷水鱼养殖金字招牌为目标，对滔河十里坪河
段进行统一规划，整合镇域 6 家养殖企业，加快启动龙潭
沟二、三期工程。全力推广“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
户”联动养殖模式，努力在滔河流域打造一批集高端养
殖、精品观光、特色旅游于一体的现代渔业园区，竭力使
商洛冷水鱼品牌在国内叫得响、国外销售畅，努力走出一
条“发展一个产业、带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群众”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十里坪镇地处两省三县接合部，南与湖北省郧西县接
壤，西北与山阳县王阎镇交界，是渔业大镇，也是蔬菜大
镇。去年以来，镇上还围绕农业现代化建设目标，推动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目前已形成以高山蔬菜——土豆、秋
甘蓝、萝卜种植为主导，以茶叶、中药材、香菇等产业为重
点的“3+X”特色农业体系。

“只有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稳步扩大种植面积、提
升蔬菜品质、拓展海外市场、形成产业链条，共同打造绿
色、生态、独特的高山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才能为绿色农

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进一步促进农民增
收、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高山蔬菜
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十里坪镇党委书记王斌说，“我们
将不断加快延链、补链、强链步伐，推动现代农产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到‘十四五’末，竭力形成万亩级高山蔬菜
产业集群。”

抢抓抢抓““新赛道新赛道”” 跑出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本报通讯员 张 英

龙潭沟冷水鱼养殖项目龙潭沟冷水鱼养殖项目（（二期二期))建设现场建设现场

青山如屏，溪流蜿蜒。盛夏时节，走进镇安县庙沟镇，一
片片密植桑园中，人们正忙着采摘桑叶；小蚕智能共育室里，
密密麻麻的蚕布满了蚕箔；蚕丝加工车间，经过剥茧打棉、煮
棉、洗棉、甩干、烘干等，一筐筐雪白的蚕茧变成一床床柔滑的
蚕丝被……

种桑养蚕是庙沟镇的一个传统产业。20世纪40年代，当
地农户就开始栽桑养蚕，一度成为主导产业。然而，到 20世
纪90年代，由于受市场等因素影响，蚕茧蚕丝的价格下滑，造
成当地蚕桑产业日渐萎缩。

近年来，镇安县强化组织振兴引擎作用，在庙沟镇积极培
育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了涵盖种植、养殖、深加工、线上电商等
环节的全产业链条，形成了从农场到工厂再到市场的全方位
发展格局，使桑蚕这一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联村为盟强产业 抱团发展促增收

7月11日，走进庙沟镇蒿坪村，通村道路两旁一行行矮化
桑树长势喜人，每一片园子都竖立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有
桑树的品名及其介绍，还有联系支委、包抓党员、“联营专家”
的姓名及其职责。

“过去，种桑的联系不到养蚕的，把桑叶喂了猪；养蚕的寻
不到桑叶，看着满架待哺的蚕虫干着急。那时候，种养户就像
撒出去的一把豆子，散乱无序，串不起来聚不成团。”庙沟镇党
委书记储德宝说，“去年，镇党委、镇政府立足实际，统筹镇域
资源，对全镇产业进行总体规划布局，成立了庙沟镇产业链功
能性党总支，实行抱团发展、资源共享。”

庙沟镇有蚕桑产业的蒿坪、五四、五一、中坪 4个村成立
了蚕桑产业党总支，蒿坪村党支部书记杨召卿任党总支书记。

在联合党总支的带领下，各村不仅明确了发展方向和目
标，而且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五一、五四村采取将部分

撂荒、闲置土地收回，打造密植化桑园的方式；中坪村采取小
蚕共育、大蚕饲养的方式；镇上则整合各村桑、蚕资源，依托
蒿坪村合作社，建厂加工蚕丝产品。

“没有了村与村之间的行政壁垒，几个村成为‘一家人’，
每个村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又相互影响，形成‘握指成拳’
效应，既避免了重复投资、减少了运行成本，又增强了抵抗
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家抱团发展，才能真正把产业做起来。”
储德宝说。

“产业优势的‘上游’村党支部负责规划、指导、信息传递，
参与的‘中下游’村党支部负责提供人力、物力、资金。各村之
间沟通交流大大增多，种桑的只管考虑如何管理好桑园，养蚕
的就踏踏实实务蚕，资源、人力、资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联
合党总支来协调，解决了种养户的后顾之忧，也把产业链理顺
了。”杨召卿说。

如今，庙沟镇按照“产业链党总支+村党支部+产业链党
小组+党员致富带头人+农户”的模式发展蚕桑产业，已建成
占地百余亩的标准化密植桑园（观光园）、1700平方米的养蚕
工厂、400平方米的蚕丝品深加工工厂，逐步形成了栽桑建园、
桑园返包、小蚕共育、技术培训、农资供应、蚕茧回收、蚕丝被
加工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第一批我养了15张，产茧500多公斤，卖了两万多块钱。
这是我今年养的第二批蚕，又养了15张，只要经营得好，肯定
又能结出又大又白的茧子，争取再卖个好价钱。多亏了村党
支部及时给调来的桑叶，我家门前屋后的桑树叶子只够喂两
天。”蒿坪村村民徐启云高兴地说。

“现在不管是种桑还是养蚕，都能赚钱。我栽了十来亩桑
树，农闲时候要么在蚕厂协助喂养大蚕，要么去蚕丝工厂做零
工，每天工资130元，收入比出门打工有保障。”村民詹靖接过
话茬说。

党员带头作示范 串起产业发展“链”

走进蒿坪村小蚕集中共育室，一排排蚕架摆放有序，墙
壁上挂着一支蓝色温度计，地上一台温湿自动控制器亮灯工
作着，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不绝于耳。旁边的操作间里，一片
片新鲜翠绿的桑叶随着机器的嗡嗡声在转动，顷刻间就变成
了蚕食。

“现在已经是三眠（两厘米左右的幼虫）了，再过两天就
可以通知大伙儿来领蚕了。”阴生芝一手移动蚕架，一手把切

碎 的 桑 叶
铺 撒 到 蚕 床
上。不一会儿，她
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
的汗珠。

阴生芝养了几十年的蚕，是
一名养蚕能手，也是一名党员，负责小蚕
共育室的技术指导。

“基地养蚕方式与传统养育不同，喂食高峰期，每天都
得200公斤新鲜桑叶。最主要的是控温控湿、消毒和喂食。
温度偏低、偏高，都会影响蚕宝宝正常生长发育，出现龄期
延长、抗病率下降等状况，影响后期的结茧率。”阴生芝说。

像阴生芝这样的党员带头人，在庙沟镇屡见不鲜。桑园
基地里，方孝红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作剪枝示范；合作社蚕丝
加工厂里，刘华隆仔细地对蚕茧进行分拣；蚕桑文化展示中心
的直播间里，主播曾博佩戴党员徽章热情地推销蚕丝被……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围绕桑蚕产业发展，庙沟镇突
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他们率先流转土地、学习技术、承包
经营，成为种桑示范户、养蚕大户。同时，以“三亮”作表率，让
有技术、有知识、有能力的党员在岗位上亮身份、亮承诺、亮服
务。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田”“党员责任区”，积极吸
收技术人才入党，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推动党组织力转化为
产业发展动力。

目前，庙沟镇产业链党总支从浙江、云南等地引入了15个
高产良桑品种和 2个果桑品种，将桑树种植园按地块划分了
17个党员责任区，负责日常管理；从联营人才库中精选了 17
名“乡土专家”，负责养蚕技术指导。养蚕工厂年养蚕3季300
张，可产蚕茧1.2万公斤，蚕丝品加工厂以制作纯天然、无公害
的蚕丝被为主，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去年产值10多万元，实现
了从蚕卵选种孵化、幼虫养殖，到蚕茧产出、蚕丝加工的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推动了当地产业振兴、良性发展。

农旅融合创品牌 走出产业振兴路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桑蚕文化展示馆。这里
主要展示从古代栽
桑 、养 蚕 、出 茧 、织
绸 等 工 艺 流 程 ，到
现代栽桑养蚕模式
的嬗变及蚕文化的
积淀过程……”7 月
12 日，正值暑期，庙
沟镇桑蚕文化展示
中心的解说员向前
来开展研学活动的
学生详细讲解。

近年来，庙沟镇
依托全县蚕桑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的
资源优势，着力打好
产 品 、文 化“ 两 张
牌”，加快推动蚕桑

产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以蒿坪村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开办

蚕丝加工厂，打造“百神山”牌蚕丝制品，既解决了蚕茧销
售的市场问题，又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保障了农户养蚕
的积极性。同时，镇上还通过招商引进企业，将园区桑树
科管产生的大量废弃桑枝进行切片加工，作为中药材进
行销售，实现变废为宝。另一方面，打造桑蚕文化展示
馆，让游客更加直观地了解桑蚕文化，用桑蚕文化为特色
产业注入精神之魂。组建“头雁销售团队”，建立电商中
心和销售直播间，让文化、产业与电商有机融合，搭建起
消费者与农户沟通的“信任”桥梁，竭力快速地让当地的
特色农产品变成商品走出大山。

目前，全镇已完成桑园科管 1 万多亩，其中密植桑园
7000 亩、桑园改造提升 3400 亩；年发展养蚕 2200 张，建
成小蚕共育室 5 处、养蚕工厂 37 个；引进先进自动化蚕台
40 个，建成蚕丝被加工厂 1 处、蚕桑文化展示中心 1 处、蚕
桑产业研学基地 1 处；年产茧 22 吨，实现年经济效益 543
万元。同时，通过投工投劳、流转桑园、养蚕等方式，带动
周边 1023 户农户（其中脱贫户 374 户）通过养蚕户均年均
增收 3000 元。

“一棵桑树、一个蚕茧、一床蚕丝被，就是我们庙沟镇群
众致富的希望。下一步，重点仍然是围绕‘桑、蚕、丝、桑蚕
文旅’继续拉伸产业链条，争取再建一个集桑蚕田园文旅体
验、研学基地等于一体的桑蚕文化产业园，栽植果桑、叶桑，
保持一年四季不间断养蚕，让更多的人走进庙沟，了解蚕桑
知识，体验蚕桑文化，感受乡村振兴的魅力。同时，进行蚕
蛹、蚕沙加工，增加产品种类，加大销售力度，将桑蚕产业真
正打造成彰显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把更多群众嵌在蚕桑
产业的链条上，让村民致富的‘新丝路’越走越宽。”放眼未
来，储德宝信心满满。

镇安县庙沟镇蚕桑种养镇安县庙沟镇蚕桑种养蹚蹚出共富新路径出共富新路径————

传 统 产 业 焕 发 新 活 力传 统 产 业 焕 发 新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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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分拣蚕茧工人正在分拣蚕茧

养蚕能手阴生芝一手移动蚕架养蚕能手阴生芝一手移动蚕架，，一手把切碎的桑叶撒到蚕床上一手把切碎的桑叶撒到蚕床上。。

解说员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解说员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

储德宝储德宝（（左左））在合作社蚕丝加工厂查看蚕丝制品质量在合作社蚕丝加工厂查看蚕丝制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