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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近日，在洛南县高耀镇，很多
农户家门口竖起一个简易的灭菌
炉，搭起成排的香菇棚，四处飘散
着香菇棒的香味。据洛南县高耀
镇党委书记刘卫平介绍，高耀镇有
近千户农民种起了蘑菇，种植袋料
香菇接近 1000 万袋，户均年创收
近 4 万元。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这两年
现代化、工厂化种植香菇兴起，渐渐
地改变菇农的种植观念，也引领着
香菇的转型。

2019 年，脱贫攻坚正进入拔寨
攻坚的关键时期，洛南县高耀镇夹
滩移民搬迁搬来的 240 户贫困户，
没有挣钱门路，政府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李爱峰得知后，自告奋勇要
帮高耀乡亲们发展产业，成立商洛
煜晔高峰农业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食
用菌产业园，建起了 40 个标准大
棚。2021 年，公司依靠苏陕协作项
目将产业园升级为现代化香菇种植
基地，采用自动化制棒、规模化种
植。在产业园内，推土车将木屑铲
至搅拌机内，经加湿、搅拌，在出料
口由人工套上袋子，再由机械扎口，
一个香菇棒制成了。

李爱锋介绍，农户自己制 5000
棒香菇棒需要近十天，还要请乡亲
们帮忙，基地自动化制棒，一天可制
2 万棒，省时省工省成本，每棒香菇
可节约成本 0.5元。

制棒后，便是杀菌。产业园专
门购置了一台高温灭菌炉，一次可
灭菌 8000 棒，需 15 个小时。传统
灭菌法，农户需要花上四天四夜。
之后，热的香菇棒全部住进空调房
进行速冷，24 小时内温度降至 3—5
度，而传统降温需要近一个星期。

香 菇 种 植 ，最 重 要 的 是 接 菌
种，需要极其净化的环境。农户用
薄 膜 自 制 一 个 接 种 室 ，经 过 杀 菌
后，在薄膜上打两个孔，戴上手套伸进去接种。产业园有
专门的净化接种区，臭氧灭菌，采用全自动接种机，每天
可接种 1.2 万棒。“标准化的车间，保证了菌种接种的成活
率。”李爱锋说。

除接种外，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孵菌。接种后的香
菇棒需要菌丝成活，慢慢蚕食菌棒，这个温度需控制在 25
度左右。基地有专门的孵菌室，四五台空调工作着，接种后
的香菇棒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待菌丝长至 7公分左右，再
被移至香菇大棚。

“农户很难有这样的条件，一般多靠经验种植，菌丝成
活率较差。”李爱锋说：“自动化制棒可以克服传统种植中的
种种不利因素，提高菌丝的成活率，降低香菇棒受杂菌入侵
的感染率，提升香菇种植品质。”

产业园厂区、车间内摆满了香菇棒，40 个标准化食用
菌大棚里，一排排大棚鳞次栉比，一袋袋菌棒整齐排列，
一朵朵花菇升柄展伞，菇农们忙着采摘香菇……目前，该
基地已成功制棒 150 多万棒，后半年计划 50 万棒。据介
绍，基地还为周边菇农提供孵菌好的香菇棒，后半年已预
订近 30 万棒。“老百姓拿回去自己管理，直接出菇，保质保
量。”李爱锋说。

家住高耀镇王岭村的吴贵枝在产业园打工，自己还预
订了 4000 棒。她介绍，在基地打工一个月可有 2400 多元
的收入，4000 棒的香菇一年可收入 5 万多元。“有了自动化
制棒，减轻了我们菇农的负担，降低了种植的风险。”

产业园以每年15%的收益对夹滩移民搬迁点240户脱贫
户 843人采取保底分红；扶持 10个有种植能力的脱贫户，直
接参与大棚种植，按成本价提
供菌棒并垫付菌棒的生产成
本，以保护价收购产品，保证
每个菌棒有 1.5元的收入，实
现年人均收入8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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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日 里 的 山 阳 县 小 河 口 镇 杨 家 湾
村，白鸭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老人带着
孩子在广场悠闲玩耍，村道通畅整洁，农
民院落窗明几净……处处呈现出美丽
和谐的景象。近年来，杨家湾村在县民
政局的精心帮扶下，积极探索村民自治
路径，让村干部从“直接管理”到“主动服
务”、群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不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共同绘就
和美乡村新画卷。

“网格+志愿” 汇聚正能量

杨家湾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因地制宜把全村划分为
17 个网格单元，选派村民信得过、靠得住
的群众党员、退休干部、致富能人担任网
格员，围绕政策宣传、民意收集、产业发
展、村容整治、矛盾调处、隐患排查等方
面，通过入户走访、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全
面收集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
及时反馈给村党支部予以解决和采纳，有
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同时，村上
还补充热心村民作为志愿者为在村和在

外务工人员开展惠民服务，更好地方便村
民办理养老保险、高龄年检、农村医保收
缴等业务。

“多亏了家锁的帮忙，我们家的五味
子和连翘及时卖出去了，还卖上了好价
钱。”自家种的中药材有了可观的收入，
村民们个个喜出望外，他们口中的“家
锁”正是村里的志愿者张家锁。有段时
间阴雨连绵，村民采的五味子、连翘等中
药材没有药商来收购，有发霉的风险。
志愿者张家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及
时联系以前认识的几个外地中药材收购
商来村，并协商了合理价格，解决了大家
的燃眉之急。

“骨干+绿叶” 激发凝聚力

为 了 优 化 网 格 员 与 志 愿 者 联 动 机
制，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杨家湾村

“两委”经过摸索，探索出培养“骨干+绿
叶”队伍的路径。村上以网格员为村民
自治骨干，将志愿者按特长划分为一片
片动态的“绿叶”，组建起一支支能拿得
出、干得了的队伍，在服务村民过程中充
分发挥队伍特长，同时通过他们去团结
凝聚更多的村民。

年过六旬的程明有是一名网格员，
也是老党员。他充分利用“人熟、脸熟、
手熟”的优势，成立中药材产业志愿服
务队，发动村民投入到中药材种植中，

短 短 两 年 多 时 间 ，带 动 14 户 村 民 种 植
连翘 800 多亩，仅此一项带动户均年增
收 1 万多元。

杨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谢飞介绍，以中药材产业志愿服务队为
例，一方面将全村的中药材产业进行了
整合，由个人单打独斗变成集体互惠互
利，无论是种苗采购还是日常管理，到
最后的运输销售，每一环节都有村民发
挥自身优势、展现自身价值的地方，实
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预期。另一
方面，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在
致富增收、乡风文明培育、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等关乎村民日常
生活的各个领域，各“骨干+绿叶”队伍
相互比、相互学，极大地改变了杨家湾
村的精神风貌。

“公开+培训” 提升治理能力

“为了规范民主自治的运行机制，特
别是一些涉及村民普遍关心的共同的利
益问题和实事项目，村‘两委’把准村民
自治的‘方向盘’，公开行动‘路线图’，指
导村民做好自治工作。比如网格化管
理，我们要求将日常基本工作任务和职
责落实到每个家庭和具体人员，细化台
账，建立微信群，确保每个村民都牢牢嵌
在网格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谢飞说。

杨家湾村还充分借助专业机构的力
量，邀请县民政局对进行如何开展自治项
目的赋能培训，通过案例分析、头脑风暴
等形式讲解如何立项、如何申报、如何审
批、如何推进，经费如何预算、如何申领、
如何规范使用，引导村民提出问题，整合
资源，形成项目，解决问题。

对于培训会的作用大不大，青岩沟组
组长谢志均深有感触：“培训会召开后，听
说有人有意愿修建组内产业路，组上群众
立即现场勘察，对沿途所占其他组的地方
进行了统计，组与组之间就赔偿问题达成
了协议，以便修路队来的时候能立马开始
动工，原计划到年底才能完工的路，刚到
9 月份就修好了，以往需要徒步上山三四
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开车不到 20 分钟，这
在以前不敢想象。”

基于此，水毁河堤修复、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高标准五味子基地建设、
产业路、农家书屋、幸福院、污水处理、
垃圾清运等项目相继开展。“这些项目
内容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受益人
群覆盖老、中、青、少。以前，经常会有
群众因为各种原因进行阻挠，但在如今
和谐乡风的感染下，大家都能积极展示
奉献精神，结果就是大家都能共享美好
生活。”谢飞感慨道。

如今，杨家湾村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和
服务已蔚然成风，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策
马扬鞭、勇往直前。

杨家湾村杨家湾村 村民携手打造和美乡村村民携手打造和美乡村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彭希美彭希美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衍江 吴清丽）“金”果飘香季，
喜获丰收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商南县佳亿德
果业公司猕猴桃基地的猕猴桃喜获丰收，果农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近日，在商南县富水镇油坊岭村四组猕猴桃基地，一大
片枝繁叶茂的猕猴桃果园映入眼帘，一株株粗壮的猕猴桃
藤蔓上绿叶葱郁、硕果累累，一个个果型饱满、大小不一的
猕猴桃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果农忙碌
地穿梭在果林间，将一颗颗清香的猕猴桃果实采摘装筐，收
获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油坊岭村把培育富民产业作为加速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不断挖掘资源优势，持续做好产业文章，引导群众
因地制宜发展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激发乡村振兴发展
活力，富民产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据了解，油坊岭村现有挂果期猕猴桃果园800亩，年产猕
猴桃3000吨，可带动200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4000多元。

油坊岭村 “金”果飘香庆丰收

本报讯 （通 讯
员 辛妍 刘炀）在丹
凤县商镇桃园社区的
农家书屋里，一排排整
齐的书架上摆满了党

建党史、文学艺术、农业技术、幼儿教育等各类书籍。
“农家书屋免费开放，群众可以自行借阅书籍。”商镇
副镇长李书政说。

农家书屋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近
年来，商镇坚持党建引领，精心挑选适宜群众阅读的
图书资料，在书架上增设党史学习教育专区，以农家
书屋为载体，强化农村精神文化阵地建设，满足了新
时代农村群众对精神文化更高的追求，使之成为提升
农民文化素质的“精神食粮”。

“现在大家的思想进步了，邻里矛盾也减少了，这
日子是越过越有滋味！”谈起乡风的变化，村民周圣理
的脸上喜气洋洋。

为培育好家风、传播好风尚，商镇以评选表彰
“五美庭院”“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等
先进典型为抓手，利用身边人、身边事的影响力，深
化移风易俗，积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

比、厚葬薄养、墓地治理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提升村民素质，倡导文明新风
尚，营造了弘扬乡风文明、崇尚道德模范的浓厚氛
围。村民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激活了骨子里见贤
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基因。

此 外 ，商 镇 利 用 农 闲 时 间 定 期 召 开“ 乡 音 党
课 ”和 庭 院 会 ，把 村 民 聚 集 在 田 间 地 头 和 自 家 庭
院 ，用“ 乡 音 ”传 递“ 党 音 ”，让 村 民 在 闲 谈 中 增
进 彼 此 的 联 系 ，让 党 的 好 政 策“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引 导 村 民 群 众 形 成 积 极 向 上 、一 心 向 党 的
文 明 新 风 尚 。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和软件基
础。抓好乡风文明建设，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
键。”李书政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
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文明
乡风蔚然成风，吹到每个村，吹进每个群
众的心田。”

商 镇 文明浸润乡土 新风吹拂心田

本报讯 （通 讯 员 陈乾宝）
今年以来，镇安县木王镇紧紧围绕

“ 两 改 两 转 三 促 进 ”，持 续 抓 好 秦
岭山水乡村建设，不断擦亮生态康
养“ 名 片 ”，秀 美 亮 丽 的 画 境 正 在
徐徐展开。

改厕改房，让群众生活家园亮起
来。今年以来，木王镇实施土坯房改
造 157 户、户厕改造 743 户、新建公厕
8 座、旅游公厕 1 座，改造后的房屋、
户厕，白白的墙体、红色的屋顶，让乡
村“颜值”着实提升了不少。

“今年我们村以扩面、增量为目
标，实施户厕改造 221户，加快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弱项，经过改
造提升，旱厕不见了、空气清新了、蚊
蝇减少了，让方便更加方便了。看着
一座座改造的户厕，群众都乐呵呵
的，石灰白把村容村貌点缀得更加美
丽，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平安村党支
部书记马年平介绍道。

产业发展，让群众钱包口袋“鼓
起来”。木王镇聚焦产业兴旺，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加强乡村建设，
成为富民强村的重要抓手；立足各村
资源禀赋，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初
步形成了“朝阳蚕桑、长坪天麻、米粮
寺黄颡鱼养殖、栗扎桂林民宿、平安
黄精”的产业发展路径，基本实现了

“一村一品”。
“近年来，我们牢牢抓住产业发

展这个牛鼻子，各村结合村情发展特
色产业，做到既不扎堆，又结合市场
行情，实现有序发展。目前，朝阳村
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建设桑园 1530
亩，年养蚕 200 张，产值 65 万元；长坪
村着力发展天麻产业，建设蜜环菌加
工厂 1 座，年生产蜜环菌 6 万瓶左右，
培育优质天麻种子 500 多公斤，培养
技术人才 5 个，集体经济增收 2 万多
元；平安村狠抓黄精种植，80 多户种

植黄精 300 亩，有黄精育苗大棚 128 个，群众人均增收
3000 多元，黄精种植正在蓬勃发展；米粮寺村通过招商引
资，建设黄颡鱼产业园 100 亩，建设养殖大棚 6000 多平方
米，年产鱼量可达 5000吨，带动周边 20多名群众实现稳定
就业，户均增收 3 万多元。产业收入已经成为各村农户主
要收入来源，通过产业发展让群众的口袋都鼓起来。”木王
镇镇长周扬说。

环境整治，让村庄建设面貌“美起来”。近年来，木王镇
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为抓手，将村庄清洁行动与生活垃圾
治理、村庄绿化美化，文明乡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促
进“外在美”向“气质美”转变，不仅留得住乡愁，还看得见发
展，实现“气质”与“颜值”并重和双赢。

“每周村上都组织我们公益岗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我 们 村 都 已 经 持 续 开 展 两 年 多 ，刚 开 始 时 每 周 打 扫 卫
生，感觉累得不行，垃圾又多，现在就轻松多了，能在路
边、河边捡拾到垃圾都感觉很意外。”桂林村保洁员张远
莲笑呵呵地说。

“以前，村里到处是垃圾坑、臭水沟、柴火堆、破猪圈、
乱厕所，近年来，我们村常态化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对
G345 国道沿线、通组路、甘岔河沿线进行垃圾捡拾和清
扫，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尤其是今年我们村作为秦岭
山水乡村建设示范村，实施庭院整治 20 多户，建设小广场
3 处，大家有了休闲娱乐
的 地 方 ，可 以 跳 跳 广 场
舞、锻炼锻炼身体，生活
也丰富不少。”栗扎坪村
党支部书记艾贤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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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有 效治 理 有 效

10月16日，在丹凤县竹林关镇王塬村的香菇大棚内，村民正在采摘香菇，预计一共可采摘18万
袋、收益63万元，带动38户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本报通讯员 周舟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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