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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你们了，帮我卖鸡，帮我杀鸡，还帮我送鸡。”近日，
在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驻村工作队帮助村民薛殿贵家卖
完所有的土鸡后，薛殿贵的儿媳妇阴长琴感激地说。

薛殿贵家住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六组马家山上，主要
依靠打工和养殖为生，由于交通、销售渠道等问题，本该早已
出栏的土鸡，已经养殖了近 16 个月，外加最近儿子薛富钰住
院做手术，家中急需用钱。

了解情况后，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驻村工作队立即
发布消息，号召省联社干部员工购买。消息一经发布，省联社
各部门积极响应，不到 2个小时，薛殿贵家的土鸡就被预订一
空。考虑到夏日气温较高，土鸡不宜储存，经过商议后，驻村
工作队制定了当天宰杀土鸡后装箱用冰袋保存，并于当天由
省联社工作队运送到同事手中的计划。截至 7 月 25 日下午，
薛殿贵家的 91 只土鸡以 50 元每公斤的价格被销售一空，并
全部运送给省联社的干部职工，共计销售金额 1.3万多元。

近两年来，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机关党委高度重视
驻村帮扶工作，通过“乡村振兴金融 e站”平台、手机银行“秦 e
购”等渠道推介各类农副产品，并邀请陕西电视台购物频道导
演、抖音达人、员工带货、赠送直播设备等模式，培训农户拓宽
延展销售渠道。截至目前，省联社累计购买镇安的农副产品
价值 60多万元。

助农销售解民忧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黄 涛

“牛肉营养价值高、脂肪含量低、市
场销路好，与养殖鸡、鸭相比，养牛的饲
料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牛粪经过处
理后，用到茶叶基地里，这也算是循环经
济吧!”近日，商南县过风楼镇双垣村祥垣
景明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良堂
笑着说。

盛夏时节，走进双垣村祥垣景明牲畜
养殖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负责人范良
堂将草料投放在一个个标准的牛栏外，一
头头牛就探出脑袋悠闲地吃起饲料。

范良堂说：“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铡
草配料，7 点之前要喂完牛，然后把它们
赶到牛棚后面山坡的平地上，让它们‘自
由活动’。这时，我们就开始清理牛棚，

保证牛棚干净，以减少肉牛生病风险。”
几年前，当过兵的范良堂退役后一

直在南方务工，积攒了一定资金后，经过
多方考察，他发现养牛行情不错，便和朋
友合伙在咸阳建起了养牛场。随着规模
不断扩大，范良堂萌发回家发展养殖的
想法。由于双垣村交通便利、山清水秀，
加之得天独厚的气温、水源，非常适合养
牛。2022 年 9 月，他从咸阳运回 100 多
头母牛，开始从事养殖业。

开始养殖的道路并不顺畅。运回来
的母牛，因为“水土不服”，不但不长膘，
还上吐下泻，这急坏了范良堂夫妇。为
了尽快解决难题，他们按照兽医开出的
处方拌料、打针、观察情况。同时，他们

先后多次去咸阳肉牛养殖基地请教，并
带回几袋泥土，用水和一下喂牛，让这些
母牛很快适应了双垣村的水土。

提起养牛，范良堂有辛酸也有开心。
“养牛是个精细活，每个环节都不能疏忽，
尤其是冬天母牛下犊的时候，特别要注
意，因为温差特别大，稍不注意，就会有损
失。所以，我特意建有‘预产房’。记得去
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母牛下犊，我整夜守
在牛棚里，生怕有闪失。当看到牛犊顺利
出生，之后健健康康地成长，感觉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范良堂说。

目前，该合作社养殖的优质肉牛存
栏量 120 多头，主要以母牛为主，属于自
繁自养稳定扩大种群模式。通过科学的

管理，预计到今年年底，合作社存栏量达
到 200 头。合作社以优良的品种、合理
的价格、良好的信誉，已与一公司达成协
议，作为其优质牛肉供应商。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借犊还牛’，
将小牛借给身边的村民养殖，等牛长大
后，我再出高价从村民手里把牛买回来，
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降低村民的养殖成
本，使村民既没有养殖风险，还能从中获
得利益。同时，我也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引进一批公牛养殖，从而打造公牛出售、
母牛繁殖的循环经济体系，带动更多村
民 参 与 发 展 养 殖 产 业 ，让 村 民 生 活 都

‘牛’起来，在振兴路上奔起来。”谈到未
来的规划时，范良堂说。

生活“牛”起来 日子有奔头
本报通讯员 崔海飞 李 潇 记者 胡 蝶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高效落实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相关政策，始终把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
进 ，各 项 经 济 指 标 逐 步 呈 现 回 暖 的 态
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上 半 年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04.58 亿
元，同比增长 0.9%。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长 3.4%，第二产业下降 8.1%，第三
产业增长 7.2%。

农业生产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87.30 亿元，增长 2.6%；实现增加值
48.4 亿元，增长 3.5%。其中，农业、林
业 、牧 业 、渔 业 分 别 增 长 3.8% 、5.6% 、
2.0%、7.0%。 全 市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99.4
万亩，增长 0.6%。面对局部持续阴雨
天 气 ，全 力 做 好 小 麦 抢 收 烘 干 晾 晒 工
作 ，夏 粮 生 产 再 获 丰 收 。 全 市 夏 粮 产
量 20.16 万吨，增长 1.6%。上半年，全
市 猪 牛 羊 禽 肉 产 量 4.48 万 吨 ，下 降
0.4%。其中，猪肉、牛肉、羊肉分别下
降 0.4% 、1.5% 、8.9% ，禽 肉 产 量 增 长
3.6% ，禽 蛋 产 量 增 长 0.6% 。 二 季 度
末 ，生 猪 存 栏 59.46 万 头 ，下 降 2.6% ；
生猪出栏 45.01 万头，下降 0.3%。

工业降幅有所收窄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下
降 10%，降幅较 1 月至 5 月收窄 1.2 个百
分点；工业增加值下降13.3%，降幅较1月
至 5月收窄 0.2个百分点。三大支柱产业
产值下降 3.5%。其中，现代材料增长
1.2%，现代医药下降 32.6%，绿色食品增
长5.4%。

分行业看，31 个大类行业中有 16 个
行业产值实现增长。占比较高的四大行
业中，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质
品业产值分别增长 4.4%、3.7%；有色金
属冶炼延压加工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产值分别下降 16.4%、4.3%。

分产量看，57 种工业产品产量中有
28 种同比增长。其中，铁矿石原矿 515
万吨，增长 1.2 倍；精锌 10.1 万吨，增长
10% ；钼 精 矿 折 合 量 1777.3 吨 ，增 长
46.7%。10 种有色金属增长 8.7%，太阳
能电池（光伏电池）增长 275.7%，商品混
凝土增长 14.2%，饲料下降 17.9%，中成
药下降 26.2%，饮料酒下降 85.4%。

建筑业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完
成总产值 69.61 亿元，同比增长 15.1%，
位居全省第一，比一季度加快 3.6 个百分
点。全市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 专 业 承 包 建 筑 企 业 共 签 订 合 同 额
130.39亿元，同比增长 11.6%。

服务业支撑有力

上 半 年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7.2%，比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拉动
GDP增长 3.7个百分点，有力地支撑了经
济增长。1 月至 5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 业 营 业 收 入 21.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增长 14.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增长 45.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增长 20.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增长 19.2%。商品房销售面积 44.23 万
平方米，增长 31.9%，位居全省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比
1月至 5月提升 0.6个百分点。

分 产 业 看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下 降
10.4%，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第三产业
投资增长 5.3%。

分主体看，国有及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7.5%，民间投资下降 3.6%，文化产业投资
下降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8.5%。

分 领 域 看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增 长
16.8%，工业投资下降 1.8%，制造业下降
6.8%，房地产业投资增长 49.2%。

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12 亿 元 ，增 长 9.8% ，位 居 全 省 第
四。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
售额 46.41亿元，增长 11%。限上单位通
过 网 络 实 现 的 零 售 额 0.86 亿 元 ，增 长
34.9%，高于限上增速 23.9个百分点。

按 经 营 地 看 ，城 镇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85.07 亿元，增长 9.6%；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26.05亿元，增长 10.7%。

按 消 费 形 态 看 ，全 市 商 品 零 售 额

98.80 亿元，增长 9.0%；餐饮收入 12.32
亿元，增长 17.1%

按商品类别看，全市限上单位 22 类
商品中 18类实现正增长。其中，饮料类、
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五金电料类、通信
器材类、煤炭及制品类、石油及制品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7.8%、26.0%、
38.3%、33.7%、28.6%、23.4%、22.5%。

财政金融继续上行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58
亿元，增长 1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4.67亿元，增长8.8%。全市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余额1724.05亿元，增长11.5%；
人民币贷款余额971.18亿元，增长17.4%。

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上半年，全市实有市场主体 13.86 万
户，增长 8.9%。其中，企业 2.92 万户，增
长 10.8%；个体工商户 10.30 万户，增长
4.3%；新登记市场主体 0.8 万户，增长
8.9% 。 截 至 6 月 底 ，全 市“ 五 上 ”企 业
1182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162 家，同比增
长 15.8%。新增“五上”企业（不含年报）
12 家，其中，建筑业 4 家、住宿业 1 家、房
地产业 6家、服务业 1家。

总的来看，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全
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政策持续显效，
全市经济承压前行、喜忧参半。各项主
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但也要看到，国际
环境复杂多变并没有随着疫情的结束而
缓解，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
同时，受市场需求不旺、价格走低等诸多
因素影响，全市部分领域恢复不及预期，
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仍需巩固。

稳 中 有 进 逐 步 回 暖
本报通讯员 赵敏鸿 李桃峰

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8 月
5 日，在商州区麻街镇仙湖生态
农业休闲园西瓜棚内，一排排藤
蔓 上 结 满 了 翠 绿 的“ 横 溪 小 西
瓜”，工人顶着烈日忙着采摘。不
一会儿，装满果篮的小西瓜就被
路过的游客抢购一空。

“小西瓜得轻拿轻放，这皮
薄，稍微不注意就碰烂了。”商洛
市润宇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泽耀说，“‘横溪小西瓜’与本
地西瓜大有不同，本地西瓜个大、
瓤红、皮较厚，‘横溪小西瓜’瓤黄
甘甜多汁、口感脆爽、皮更薄。”

说起种植“横溪小西瓜”，李
泽耀也是第一次尝试，这背后源
于苏陕协作的大力支持。

2020 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区对口帮扶洛南县联络组立足两
地资源优势，在洛南县试种“横溪
小西瓜”并大获成功。看到这喜
人的成绩，南京市栖霞区对口帮
扶商州区联络组组长、商州区委
常委、副区长吴丹在 2022年底策
划引进“横溪小西瓜”到商州区试
种，助力精品水果产业发展。

“横溪小西瓜”授粉较难，一
个瓜藤只结一个西瓜，如何有效
供水施肥？西瓜病虫害怎么防
治？面对这些问题，吴丹与江宁

区工作组积极联系对接洛南县技
术人员赶往种植现场进行指导。

“想要种好这个新品种，覆地
膜、起垄、施肥、授粉、吊蔓、打岔
等步骤都不能出错。”李泽耀说，
4 月 15 日，“横溪小西瓜”地里蚜
虫泛滥，多亏洛南县技术人员的
帮助，问题才得到有效解决。

6 月 28 日，仙湖生态农业休
闲园试种的“横溪小西瓜”陆续成
熟，李泽耀每天装载 1500公斤小
西瓜前往商州城区售卖，几小时
就销售一空。

“‘横溪小西瓜’采摘期在 6
月底至 8 月份，今年我们试种了
10 亩地，亩产达到 4000 公斤。
目前市场价每公斤 10 元，每亩收
益 4 万元左右，经济效益显著。”
李泽耀说。

麻街镇“横溪小西瓜”走俏市
场，也带动了麻街镇中流、自愿、湖
新、朝阳村村民增收。“我们村里听
说这边招人都过来了，帮忙除草、
采摘，一天能领 70 元工资。”家住
中流村的村民段晓莉因照顾老人
无法外出打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
挣钱，日子也有了盼头。

在商州·2023 全国沙滩排球
锦标赛比赛现场周边的沙排集市
上，商州区西瓜展销区 5天销售 5

万 公 斤 ，“ 横 溪 小 西 瓜 ”受 到 好
评。“今年我们还给腰市镇、杨斜
镇的水果种植基地提供了瓜苗，
销量也不错。”吴丹说，“我们将继
续在商州区发展精品水果，进一
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帮助
大家拓宽市场，为商洛高质量发
展持续赋能。”

商州引种成功“横溪小西瓜”
本报记者 方 方

盛夏时节，连翘进入采收期。
在洛南县灵口镇五家沟村，从房前
到屋后，从田间到路旁，从平地到山
坡，一片片连翘郁郁葱葱，一颗颗连
翘果挂满枝头，一片繁忙喜悦的采
收景象。

村民陈爱民说：“我种植了 10
亩连翘，今年连翘价格好，已经收入
了 10 万多元，比出去打工强多了，
明年我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天一亮，我们就出门了，一天
也能摘二三十斤。收购点就在村
口，不用发愁卖不上好价钱。目前，
我已卖了近 10 万元。”村民陈冬生
笑着说。

五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冯安民介
绍，全村有村民 548 户 2019 人，目
前发展连翘种植 2 万多亩。今年以
来，连翘结出的青果果已变为“金豆
豆”，收入 5 万元以上的就有 100 多
户 。 今 年 全 村 连 翘 产 业 总 收 入
1000 多 万 元 ，户 均 增 收 2 万 元 以
上，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 30万元。

“为了发展连翘，每年村‘两委’
都会免费发放连翘种苗，开展技术
培训，大力引导村民栽植连翘。今
年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我们
投资 100 万元，引进了一条杀青、烘
烤初加工生产线，实现集连翘种植、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集约化发展路
径，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冯
安民说。

今年 3 月份，灵口镇成功举办
了“金果连翘，盛世花开”首届连翘
花节，吸引了 8万多名游客汇聚在五家沟村连翘谷，观赏连翘
美景，提升了灵口连翘产业的知名度。

近年来，灵口镇结合秦岭山区自然资源优势，依托五家沟
鑫泰连翘产业合作社，打造了五家沟村万亩连翘示范基地，辐
射带动全镇发展连翘种植总面积 8 万多亩，在洛河沿岸形成
了一条金黄色的连翘产业长廊，年产量约 1000 吨，产值约
6000万元。

下一步，灵口镇将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连翘产业，提升连翘品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连翘产品
附加值，把“小”连翘做成富民增收的“大”产业，实现产旅融
合、农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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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在商州区杨峪河镇曹湾村的五味子种植基地，
一排排成熟的五味子映入眼帘，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饱
满，浓浓的药草香沁人心脾。村民在一人多高的藤蔓间穿梭，
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

“这个季节，五味子进入收获期，按照现在的价格每亩地
能赚 3000 元左右。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收成不错。”看着长
势喜人的五味子，曹湾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振笑着说。

曹湾村周围的山上有不少野生五味子，之前有村民上山
自行采摘野生五味子，销售后能收入 7000 元左右。后来，驻
村工作队请来农业专家进行实地踏勘，发现这里适合种植中
草药。为了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作为曹湾村党支部书记的赵
军振，就开始尝试种植五味子。

在杨峪河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曹湾村“两委”及
驻村工作队按照因地制宜、特色制胜的发展思路，将人工种植
五味子引入田间地头，依托优越的自然资源优势，引导群众发
展五味子产业，带动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增收。经过 3 年的尝
试，今年五味子第一次挂果，产量超出预期。

“下一步，我们曹湾村将扩大五味子种植基地规模，加强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促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商州区融媒
体中心驻曹湾村第一书记杨琰说。

五味子有“钱景”
本报通讯员 郭乾琪

采摘小西瓜采摘小西瓜

在西瓜展销区推广在西瓜展销区推广““横溪小西瓜横溪小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