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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业 ]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彦奎 张 璐）今年以来，丹凤县竹林关镇张塬村紧
抓乡村振兴机遇，利用自身土地林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大棚经济和林下散养。

今年，丹凤县惟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80万元用于发展食用菌种植产
业。张塬村利用本村优质土地资源，依托本村现有优质香菇资源及经验，发展新型
食用菌种植，现已建成种植大棚35个，生产滑子菇20万棒。

最近，张塬村的食用菌种植大棚热闹非凡，一排排的大棚整齐排列、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在大棚中随处可见的是乡亲们忙碌的身影，48 岁的脱
贫户崇瑞玲说道：“我从大棚建成就来干活了，像我以前，每天就是在家洗衣做
饭，现在每天过得很充实，而且还能挣到钱，年底还能参与集体经济分红，一年
下来能挣将近 2万块钱呢。”

据了解，该项目年度总产值可达到240万元。羊肚菌种植投资10万元，年总
产值可达到25万元。持地农民每年可获取地租收入每亩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
实现劳务人员就业90多人，每人平均年收入1.5万元到2万元。

在羊肚菌采收后可实现菌物轮作，带动本村农户种植，每户每年可
增收 2 万元以上，通过实现种植食用菌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构建农民
增收长效发展机制，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张塬村的产业振兴。

“我们村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能够丰富本村集体经济形式，带动本村村
民实现产业就业，致富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我们作为村干部最应
该自豪的事。”张塬村党支部书记王朋说道。

蘑 菇 拓 宽 增 收 路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永军）“我今年养了55箱
蜂，给我家带来了两万多元的收入！”连日来，丹凤县
武关镇梅庄村村民林茵贵早出晚归，忙着收割蜂蜜，
虽然劳累，但是掩不住收获的喜悦。

林茵贵家住武关镇梅庄村旱车沟组，原本是
当地一名勤劳朴实、头脑灵活的村民。2019 年却
因患心脏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负债 6万多
元。妻子董丽英常年体弱多病，还有 2个正在上学
的孩子，这使原本稳定的家庭发生了变故，基本生
活都成了问题。针对林茵贵家庭实际情况，按照
相关政策要求，经本人申请2019年10月他家被确
定为重点监测户。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政府对百姓
的庄严承诺。近年来，镇、村和帮扶单位认真落实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四个不
摘”政策，由帮扶单位县农技中心主任黄涛亲自包
扶，制定帮扶计划，引导发展产业，实施精准帮扶。

现在林茵贵在铁峪铺火车站工作，月收入 2000多
元。下班后林茵贵在家里开办摩托车修理铺，一
个月能挣 1000多元。妻子董丽英在家养蜂，年收
入 2万多元。另外享受政策性产业奖补、兜底帮扶
等政策性补助，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 1.5 万多元，
彻底改变了贫困面貌。

近年来，武关镇依托武关河流域天独厚的
生态资源和县农技中心技术支持的有利条件，
以促进群众增收为目标，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
鼓励农户发展蜜蜂养殖，既能照顾老人、孩子，
又能创业增收，实现社会稳定和创业就业有机
结 合 。 目 前 ，全 镇 14 个 村 280 户 群 众 发 展 养
蜂，年产值 80 多万元。

“今后，政府将继续为蜂农提供政策帮扶和技
术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养蜂规模，努力拓宽销售渠
道，把养蜂产业做大做强，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武
关镇党委书记杨丹军说。

乡 村 振 兴 有“ 蜜 ”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潇）碧水蓝天，绿树环绕。盛夏，走进商南县湘河
镇汪家店村宿杨林现代农业产业园，只见鱼塘边的钓台上钓鱼爱好者正享受
着垂钓的乐趣，在另一边的水上乐园，孩子们你追我赶，欢声笑语消除了夏日
的炎热，人们尽情享受水的清凉和快乐。

汪家店村党支部书记曹林介绍：“宿杨林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我们村的集体
产业之一，村上紧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合理利用资源因地制宜改造建设
400 平方米水上乐园、5000 多平方米的垂钓园，投放鲤鱼、草鱼、鲢鱼 8000
尾，可同时供 45 人垂钓。自 2023 年 7 月 7 日开园以来，前来垂钓、游玩、露营
的游客络绎不绝，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200 多人，截至 7 月底，营业额达 3 万元，
预计年收入 10多万元。接下来，我们继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垂钓园，正好赶上暑假，我们没事，带着孩子过来放松一
下，约了几个朋友钓鱼，顺便在岸边架起烧烤架，动手烤我们自己钓的鱼，怡然自得，
孩子们在水上乐园玩自己的，也很高兴……”正在垂钓的赵先生兴致勃勃地说。

汪家店农业产业园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为村民打造了一个整洁和
美的生态家园，让村民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让游客
感到舒畅和放松，火热的场景让村民深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新的发展希望。“引
一泓清泉，建一片乐园，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源泉。接下来，我们村将以产
业园乡村旅游项目为依托，根据村上的自然资源和优势条件，因地制宜，紧贴绿色
发展，以‘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新思路，以产业改善民生，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曹林如是说。

产 业 园 里 欢 乐 多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潇）
盛夏，走进商南县过风楼镇双
垣村青脆李种植基地里，一眼
望去，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
浓浓的果香和着泥土的芬芳扑
面而来。

游客张女士说：“早就听
说这儿的李子好吃，现在正好
孩子放暑假了，就带着孩子来
体验采摘的乐趣！”基地负责
人范良元介绍：“通过多次外
出考察，发现双垣村的地理环
境、气候、日照等方面适合种
植 青 脆 李 ，于 是 在 2018 年 从
村民手里流转了 6 亩撂荒地，
开始试种，今年是第 5 年，预
计产量在 5000 公斤以上，可
实现收入 5 万元左右。”

同样，在城关街道碾盘村
大树垭军峰黑布林农场的果园
内，一颗颗色泽诱人的黑布林、
红布林表面裹着薄薄的果霜，
饱满丰盈、晶莹剔透，淡淡的果
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令人垂
涎欲滴。游客们正穿梭在果
园，一边拍照，一边挑选果子。
游客刘女士说：“以前吃黑布林
都是在超市买的，没想到现在
在县城附近也有黑布林果园，
刚才随便尝了一个，口感比在
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果园负责人刘建峰顺手从树上摘下几个果子，“我们
果园里的果子，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生长，拒绝化学农药，
不添加催熟剂，物理防虫害，所以也吃得放心、吃得健
康。再加上这里日照时间长，果子个大皮薄、甜脆多汁，
口感好、味道纯正。”他继续介绍：“今年雨水好，果子长势
不错。目前，果园内的黑布林和红布林都已经成熟，预计
今年产量在 1.5万公斤以上，年收入有 10多万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找准长远发展的道路、增
强“自我造血”能力才是走好乡村振兴路的前提。乡村振
兴有“李”量，李子产业发展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还
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活力。同时，当地立足李子产业，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每年春天，李花
竞相盛开，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前往赏花、观光、休闲、
春游，带动当地农户吃上了“旅游饭”，当地以农旅融合发
展为主线，积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新型业
态，推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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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沟是镇安县西口回族镇的一个小村
庄，这里盛产大米，因其产出的大米以其色
呈肉红、颗粒饱满、气味馨香而远近闻名。

“岭沟米”曾为“贡米”。1900年，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陕西
布政司选“岭沟米”献慈禧为餐，因其奇特的香
味，久聚不散，当即被确定为进献清廷的“贡米”。

在岭沟村，有一个叫杨家沟口的地方，
属北阳山谷地，山势宽敞，呈喀斯特地貌，这
里有一眼碗口粗的泉水，常年水流不息，流

出的水呈淡红色、油质状，水温冬暖夏凉，大
自然用这种神奇的水浇灌着这片稻田，让从
这里产出的大米清香四溢。

新中国成立后，“岭沟米”仍闻名远扬，
1955 年，陕西省委选购“岭沟米”100 公斤，
献送外事交际处招待外宾。1961 年，镇安
县粮食局遵照上级指示，将“岭沟米”定为镇
安特产，加价收购。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因栽培技术不到位，
田间管理技术跟不上，产量上不去，导致岭沟

村大面积稻田改成了旱地或鱼塘，“岭沟米”达
到了绝迹的地步。2020年，“岭沟米”获得了
新生，陕西岭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注
册资金 600 万元，流转 200 亩旱田改栽植水
稻。公司拥有一支过硬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团
队，开展稻田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指导服务工
作，并注册了“岭沟米”商标，建起了“岭沟米”
生产厂房、购买了大型脱粒机等，基本实现了
产供销一体化生产线。

“岭沟米”生产基地建成后，年总产量

达到 3.2 万多公斤，年总收入 180 多万元，
既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增收，还使全村 50
户 80 多名剩余劳力在家门口实现了季节
性务工收入。

现如今，“岭沟米”一公斤上百元，已成
为镇安县西口回族镇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
品牌，虽然价格高出一般的米，但每到收获
季节，仍有八方客商争相购买，并出现在了
河北、河南、西安、镇安等省内外超市里、宾
馆和餐饮酒店的餐桌上。

稻 米 飘 香 看 岭 沟稻 米 飘 香 看 岭 沟稻 米 飘 香 看 岭 沟
本报通讯员 辛恒卫 赵克建

今年，镇安县富民麻核桃专业合作社法人黄全军在高峰镇长坡村种植的 60 多亩五味子喜获丰
收，预计采收鲜果10万多公斤，产值150多万元。图为黄全军在五味子园查看五味子长势。

（本报通讯员 杨建东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辛 妍）盛夏时节，走进丹凤县
商镇王塬村，只见党群服务中心红旗招展，丹江河畔的葡
萄采摘园里游人如织。

“我们是丹凤县城人，每年我们都来这里采摘葡萄。
王塬村的葡萄远近闻名，个头大、味道美、甜度高，来迟了
就买不到了。”游客王女士一边介绍着王塬村葡萄的品
质，一边不停地采摘着。

“我们定期会对葡萄进行修枝、疏果。葡萄挂果期
间，要修剪细弱枝、过密枝等，每个枝条要保持 12 片到
20 片叶子，这样能节省很多养分，还能增加透气性、通风
性。”技术员李建文边介绍边从枝条上剪下几片多余的叶
子。王塬村如今已经拥有一套科学的葡萄种植体系，还
会定期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葡
萄养护、种植等技术，为村里培育多名技术员。

王塬村党支部书记屈伟一谈到村里的集体产业，嗓音
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我们村毗邻312国道，15分钟车程就
可抵达县城，交通便利。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
境优越，适宜葡萄种植和运输。”据了解，2021年以来，王
塬村用乡村振兴示范村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发展集体
产业，种植阳光玫瑰、中国红、蓝宝石、夏黑、美人指等品种
葡萄 50 多亩，建设大棚 13 个，由王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统一管理，今年夏季预计可售出 2.5 万多公斤葡萄，实现
产值30多万元，带动周边群众40户142人增收。

王塬葡萄甜乡里

商洛日报社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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