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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初冬时节，丹凤县商镇王塬村的草莓
基地里，却依旧一派生机盎然。一垄垄整
齐的草莓苗上挂满了鲜嫩多汁的草莓，游
客穿梭其间采摘草莓，享受轻松惬意的采
摘时光。

“这里的草莓外表晶莹剔透，吃起来
还甜滋滋的，味道特别好。今天趁着周
末和家里人来摘上两三筐，回去和朋友
一起分享。”从丹凤县城赶来采摘草莓的
周女士说。

草莓采摘园的负责人张志坤谈起自家
的草莓，话立刻多了起来：“我们这个地方
离县城近，很多人都喜欢周末带孩子来这
里转转，体验采摘乐趣和田园生活，所以每
年的草莓都是供不应求。今年我们种了 9
棚草莓，约 20 亩。有红颜、红玉、章姬 3 个
品种，都是口感极好的热门品种。我们还
在草莓园里养了蜜蜂为草莓授粉，以提高

草莓的质量和产量。”
近年来，商镇王塬村积极发展“五小经

济”，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张志坤租到了
村口的 15 亩土地种植草莓。村里还安排
了党员为种植园作宣传和技术指导。两年
下来，收入颇丰，于是他又将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 20亩。

“志坤家的草莓采摘园是‘五小经济’
之一，他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致富路。
从平整土地到装修棚膜，还有种植过程中
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全用的是村上
人，一来是放心，二来是能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把钱挣了。今年预计收入 40 万元，带动
周边村民 25 人增收。”王塬村党支部书记
屈伟说，“接下来，我们将依托本地优势，推
广现代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模
式，打响乡村休闲游这一品牌，不断增强群
众幸福感，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王塬村王塬村 大棚草莓抢“鲜”上市
本报通讯员 辛 妍

连 日 来 ，商 南 县 金 丝 峡 镇 姚 楼 村 种 植 的
红薯喜获丰收。在红薯种植基地，一垄垄红
薯在镢头的挖动下翻滚而出，个个体态匀称、
色彩鲜亮，去泥、分拣、装袋……务工村民忙
得不亦乐乎。

“我种红薯 5 年了，今年种植了 20 多亩，
亩产在 3500 公斤左右，预计收入 7 万元。”种
植户刘海峰算起今年的丰收账，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刘海峰介绍，他种的这种红薯
吃起来干、面、粉、糯，无丝无筋、香甜可口，还
有淡淡的板栗香，所以当地人都称之为“板栗
红薯”。刘海峰说，在姚楼村，红薯根本不愁
卖，采收后直接拉到村上粉条合作社加工厂
就变成现金了。

姚楼村是远近闻名的“红薯粉条村”，纯手工
红薯粉条在当地历史悠久，产品畅销省内外，粉
条加工是当地农民冬闲增收的支柱产业。近年
来，为做大“一村一品”红薯粉条产业，姚楼村把

红薯种植和深加工作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重
要工作来抓，成立红薯产业合作社，累计投入 4
万元建成 30 亩红薯基地，带动 15 户脱贫户就近
务工，户均增收 1000 元，带动全村红薯种植达
200亩。

“为加快粉条产业发展步伐，村上积极开发
红薯产品深加工，强化村集体经济与村民的利益
连接，今年，我们还引进了‘烟薯 25’和‘商薯
19’来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和产量。”姚楼村党支
部书记刘登明说，仅去年一年，村红薯粉条合作
社就“吃掉”45 万公斤红薯，解决了姚楼村附近
多个村红薯销售难的问题。目前，村上正谋划引
进红薯系列食品加工企业入驻。

据了解，近年来金丝峡镇不断整合力度，加
大“一村一品”特色优质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目前，建成乡村振兴社区工厂 3 家，带动周边
群众扩大红薯、蔬菜、魔芋、菇类等种植面积，确
保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步伐加快。

姚楼村姚楼村 蜜薯迎丰收 奏响“甜”园曲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冀治军

近年来，商南县湘河镇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富镇、旅游兴镇、赶
超发展“四大战略”，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
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
培育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发展
方式转变，激活经济“强引擎”，促进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

千亩茶园绘就生态“新钱景”

湘河镇位于商南县东南部，地处陕豫鄂 3
省交界处，全镇总面积 225.5 平方公里，辖 11
个村 2 个社区，总人口 20158 人。初冬时节，
在湘河镇湘河社区的茶叶产业园区里，技术
顾问朱先魁正在忙着指导茶农栽植茶苗。

近年来，湘河镇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
优势，实施茶叶产业园区建设，全力打造茶
旅经济链，推动全镇茶叶规模化、规范化、市
场化发展。此外，还启动规划开发茶旅、康
养、精品农业为一体的融合发展项目，多种
渠道发展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增加群众收

入的好路子。县总工会驻湘河社区第一书
记黄开水介绍，湘河社区计划建设茶园 3300
亩，目前已栽植 1200 亩，带动当地 100 多人
稳定就业。

木耳丰收采摘忙 群众增收多保障

连日来，走进湘河镇三官庙村黑木耳种
植基地，一排排菌包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朵朵
黑木耳如雨后春笋般破棒而出，黑木耳长势
喜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采摘木耳。

“这里的空气湿润，土壤肥沃，是种植木
耳的天然宝地。这里的木耳不仅长势又黑又
厚品相好，口感也是一流好，现在一斤木耳价
格在 40 元左右，预计年收入在 400 万元左
右。”基地的负责人李大龙乐呵呵地介绍，“目
前，公司正按照‘壮大主体产业，拓展相关产
业，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思路，本着‘至
诚至信、双效双赢’的经营宗旨，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营销方法，对自产农产品进行分
级、整理、初加工、包装等，以增加销售额，带
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湘河镇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资源禀赋，通过产业奖补、政策扶持、技
术指导等方式，扶持商洛壮禾农业有限公
司等一批特色产业。今年 6 月以来，公司新
建 木 耳 养 菌 大 棚 22 个 ，种 植 黑 木 耳 70 万
袋，年带动劳动力务工 2000 人次，土地流
转 130 亩。

“药葡萄”串起群众致富梦

走进湘河镇两岔河村尹家凸组柴家沟的
两岔河村五味子基地，一排排灰色水泥桩一
字排开，错落有致，10来名工人正忙着给五味
子幼苗除草、施肥。原来只有两片叶子的五
味子幼苗，在工人们的呵护下，像攒足了劲
儿，噌噌地向外冒，一天一个样儿。

五味子俗称“药葡萄”，药用价值高，果
实、茎、根均可入药，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
津、补肾宁心等功效，是体虚失眠人群的福
音，被誉为“21 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近几
年，五味子价格一路攀升，市场紧俏，前景十

分广阔。湘河镇两岔河村拥有得天独厚的气
候条件和水源条件，因此村民们大力种植五
味子。目前，两岔河村在尹家凸组柴家沟栽
种五味子种苗 2 万棵，新栽水泥桩 5000 根，
建起了 200 多亩的五味子种苗基地，采用科
学的方法对基地种苗进行管护。

基地采取“支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方式，带动两岔河
村 30 户 110 名群众，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
上，吸纳周边 30 多户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解决了群众务工难的问题。“自五味子基地建
设以来，平地、打窝、栽桩、种苗、施肥每一项
环节，我都在这务工，一天能挣百十来块钱，
没想到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真心希望这个项目能发展壮大。”两岔河村柴
家沟村民杜广才说。

油橄榄变身致富“金果果”

深秋时节，正值油橄榄采收时节。位于
“ 一 脚 踏 三 省 ”的 白 浪 社 区 油 橄 榄 产 业 基
地，只见郁郁葱葱的橄榄树上，一颗颗圆润
饱满的油橄榄果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射

下 ，闪 耀 着 透 亮 的 光 芒 ，整 个 基 地 绿 树 如
海、橄榄飘香。不远处 10 多名村民正穿梭
在油橄榄林里采摘橄榄果，只见他们双手
快速掠过枝头，一颗颗青、绿、黑、紫等不同
颜色的油橄榄果纷纷落入筐中，一派热火
朝天的丰收景象。

白浪社区党支部书记齐建林介绍，社区
在 2014年投资建设油橄榄基地，2016年开始
挂果，今年估计产果 3000多公斤，实现收入 3
万多元。

“这片基地原来是村民的荒地，流转给社
区栽种油橄榄后，村民不仅每年有土地租金
和收益分红领，还可以在基地务工赚取工
钱。我在基地采摘果子一天能挣 100 块钱，
一年下来在基地挣的钱也够家里日常开销
了！”白浪社区天花沟组的村民何胜荣满心欢
喜地说。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 ，白 浪 社 区 的 油 橄 榄
树 构 成 了 当 地 一 道 独 特 的 绿 色 生 态 风 景
线，油橄榄特色产业带动了当地 60 多农户
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增收。目前，整个社
区 发 展 油 橄 榄 60 多 亩 ，全 年 估 算 能 收 益
40 多万元。

湘河镇湘河镇 推动产业多元化 走出富民“兴旺路”
本报通讯员 朱泉 何昕 王悦

木耳基地采摘忙木耳基地采摘忙

村民采摘油橄榄村民采摘油橄榄

游客采摘草莓游客采摘草莓

“我们家养飞鼠有些
年 了 ，效 益 还 不 错 ，一 年
仅 此 一 项 就 可 以 增 加 收
入 5 万 元 呢 。 想 扩 大 养
殖规模，但苦于没有养殖
技术。这下好了，商山林
场 给 我 们 请 来 了 专 家 进
行 指 导 ，可 以 放 心 大 胆
地 扩 大 规 模 了 ……”日
前 ，丹 凤 县 国 有 商 山 林
场 聘 请 陕 西 省 经 济 动 物
保 护 与 开 发 利 用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刘 文 华 ，到
蔡 川 镇 庵 底 村 对 飞 鼠 养
殖 户 进 行 养 殖 技 术 培 训
后 ，63 岁 的 村 民 黄 忠 文
感激地说道。

飞鼠是鼯鼠的俗称，
是秦岭山区特有物种，它
因前后肢间有宽而多毛的
飞 膜 ，能 长 距 离 空 中 滑
翔 。 飞 鼠 的 粪 和 尿 可 入
药，中药称为五灵脂。

庵底村素有“飞鼠养
殖第一村”之称，早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就 有 群 众
依 托 本 地 柏 树 资 源 开 始
养殖飞鼠，依靠出售飞鼠
粪 便 走 上 致 富 之 路 。 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截至目
前 ，该 村 有 60 多 户 群 众
养殖飞鼠 1.5 万多只，年
产 值 达 300 多 万 元 。 这
一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饲
料收购、养殖、贩运等 80
多 人 就 业 ，人 均 年 增 收
2000 元以上。

今年 8 月，商山国有林场帮扶该村后，紧扣蔡
川镇建设“道地药材强镇”目标，经过驻村工作队
走访研判，了解到该村群众对发展飞鼠产业很有
积极性，但就是苦于没有科学养殖技术和养殖资
源。针对这些问题，他们邀请了陕西省经济动物
保护与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文华到庵底
村，对飞鼠养殖户进行飞鼠养殖注意事项、疾病防
治、养殖场地维护等进行科学培训，现场为群众释
疑解惑，并发放科学养殖飞鼠宣传彩页 40 多份。
同时，商山林场紧扣保护秦岭生态总目标，依托林
业秦岭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调运侧柏树苗木 10 万
多株，组织群众在林中空地及退化林修复区栽植，
既能恢复生态，又能为飞鼠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稳固饲料资源，妥善解决了群众发展致富产业与
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必将助力庵底村飞鼠产
业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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