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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11 月 23 日，在镇安县达仁镇象园村
高标准示范茶园内，朵朵洁白的茶花迎风
而开，沁人心脾的茶花香气惹人陶醉，几
个茶农正弯着腰忙碌地给茶树施肥，为来
年茶园丰收做足准备，现场一派热闹繁忙
景象。

“我们立足本土产业现状，将茶产业
确立为全镇‘首位’产业，通过政府搭台，
将政策、资源向茶产业集中，推动‘小绿
叶’发展为‘大产业’。”达仁镇党委书记马
泽博说，“在茶产业发展上，我们始终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土’字
做文章，突出‘特’字立品牌，围绕‘产’字
延链条，将茶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的‘绿
色银行’。”

镇安县达仁镇地处秦岭腹地，有着悠
久的种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顺治元年

（公元 1644 年），从刘氏家族迁种第一棵
茶树，距今已有近 400 年历史，是中国最
北方的茶区之一。近年来，达仁镇始终把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依托，深入
实施“制定一套标准、成立十支队伍、培训
百名骨干、打造千亩示范”的“一十百千”
茶产业提质增效发展工程，精心做好绿
茶、红茶、白茶、黑茶、黄茶“五朵金花”茶
产品，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将茶产业打造
成为群众增收、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的重
要引擎。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茶园 7.1 万亩，茶
叶企业 5 家、初制加工厂 27 家，培育茶叶
产业合作社 86 家，年产干茶 280 吨，产值
1.5 亿元。

在茶叶产业发展过程中，达仁镇践
行“建设生态家园、开发绿色产业”发展
战 略 ，成 立 茶 叶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落 实 各
级干部分片包抓责任和奖惩办法，并邀
请 县 农 广 校 及 相 关 技 术 人 员 做 指 导 和
业务培训，从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上促
进 了 茶 叶 产 业 的 正 常 发 展 。 先 后 出 台

《关于茶叶快速发展决定》《茶叶收购加

工管理办法》《茶叶发展大户扶持政策》
等一系列促进茶叶发展的政策文件，每
季 度 召 开 3 至 5 次 茶 叶 发 展 专 题 会 议 ，
积 极 推 广 以 节 水 、节 肥 、节 能 为 重 点 的
现 代 农 业 生 产 模 式 ，有 效 减 少 农 药 、化
肥的使用量，使生态绿色成为达仁镇茶
产品最鲜明标识。

打造品牌是茶产业化的必经之路。
达仁镇积极参加国内茶博会、茶交会、茶
文化节、茶产品展销等活动，成功举办采
茶节等系列活动，注册有“栗乡·缘”“岭南
绿源”“象园”等商标，开发了“象园雾芽”
等产品，推动茶叶走向更大市场。达仁镇
象园雾芽、象园碧螺春、象园白云等茶产
品在国家和省级产销会、品鉴会上多次获
得奖励，茶叶品牌效应宣传延伸到东南沿
海等全国各地，销售遍及全国各地及海外
其他国家。达仁镇与象园村先后荣获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荣誉称号，达仁茶产品被省茶叶协会

推荐为优质产品，并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镇安象园茶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象园雾芽”荣获中国茶叶学会国
家五星名茶。

达仁镇始终坚持“科技兴茶”战略，通
过“一十百千”茶产业提质增效发展工程，
用科技指导生产，累计改造老茶园 2 万余
亩，发展无性系茶园 3000 亩，引进黄金
芽、乌牛早、中茶 108 等高品质茶和早产
茶，极大提升了茶产业质效。同时，还将
茶文化、茶体验、茶之味融为一体，编写民
俗茶歌两首，建成观光体验茶园 4000 亩，
新建“象园·印象”1 处，打造休闲茶社 10
处，构建出登茶山、游茶园、住茶社、听茶
歌、品茶饭、赏茶艺、购茶叶“七茶迎宾”会
客厅，实现茶叶种植、茶叶加工和茶事体
验、休闲、旅游融合发展。

如今，“因茶致富、因茶兴业”的美好
愿景正在达仁镇成为生动实践，群众的日
子也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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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明金 陈可鑫）今
年以来，商南县依托当地特色，融合多种经营
模式，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切实把农家庭院

“方寸地”建成农民“增收园”，让庭院“小经
济”变成农民增收致富“大产业”，拓宽乡村振
兴发展新路径。

商南县先后制定出台了《商南县庭院经
济示范村实施方案》《商南县支持发展庭院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实施方案》，全力支持发展庭
院经济，引导农民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
及闲置房等资源，发挥城边、河边、路边优势，
以户为单元，以小庭院为载体，依托当地特色
种植、养殖和加工，将小菜园、小药圃、小花
园、小果园、小盆景、小作坊、小农庄集中发展
为特色产业。在对口帮扶工作中，咸阳市秦
都区农业农村局免费为10个庭院经济示范村
赠送树苗、栽培技术要点彩页，并派专业技术
人员实地技术指导，带动全县 20 个村 3000
余户群众发展庭院经济，呈现出一派充满活
力的创新增收新图景。

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推行“庭院经
济+农旅”发展模式，打造乡村集市、酒坊、高端
民宿、农业科技园、冷水鱼养殖观光园等，将

“山、水、田、园、路、房”六位一体深度融合，利用
农户自家院落，建设“七大农庄”农家乐集群。
清油河镇涧场村以“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为
抓手，对农房、庭院进行改造提升，种植果蔬花
卉，建设家庭农场，发展新型电商。过风楼镇
柳树湾村、白玉沟村积极健全村内公共基础设
施，整合利用闲置农房，精心布置形成别致景观，推动庭院农家乐
发展。目前，商南县共发展农家乐297户，手工作坊263家，建成各类
民宿26家，创建庭院经济示范村10个、示范户4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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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冬季连翘管理一定要做好枝条修剪，温
度不够不用上肥料……”近日，商州区北宽坪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林业分站
开展连翘管理技术培训，并将修剪方法录制成视频，在全镇广泛宣传。

培训现场，林业分站高级工程师庞治华对中药材发展方向、水肥管理，
连翘主枝、侧枝、枝组的修剪，短截、回缩、疏枝、嫁接育苗等修剪技术进行耐
心讲解、细致演示，互动环节中，群众踊跃提问，专家一一解答，群众学习的热
情很高，现场气氛热烈，纷纷表示：“现在正是连翘冬季修剪的关键时期，专家
给我们送来了技术，真是及时雨呀！”林业分站还为村民发放了《连翘栽培技
术》《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读本》等宣传手册和修枝剪。

全脉村村民姚永军说：“我种有13亩连翘，卖了4万多元，听了今天这个
培训，我收获很大，以后在管理上尤其是施肥修剪还要狠下功夫，争取一亩地
能卖到1万元左右。”

北宽坪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负责人说：“北宽坪镇有连翘 1 万多亩，连
翘作为我们北宽坪镇主导产业之一，镇党委、政府比较重视，多次聘请农
技员在连翘日常田间管理、施肥、修剪等方面对群众进行专题培训，群众
反响较好。”

据悉，今年以来，北宽坪镇先后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10期，培训人
数达到 540人次，发放各类宣传培训资料 800多份，各项强基础、惠民生、
促振兴、增福祉的举措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驶入

“快车道”。

连翘培训进田间

11月29日，在丹凤县棣花镇万湾村的利民蔬菜合作社基地内，工人正给新品种圣女果苗打芽，预
计半个月后上市出售。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贾永学）近日，山阳县高坝店镇君子
涧村的天麻开始采挖，客户在地旁等着收购，合作社带头人
孙俊富忙得不可开交，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君子涧村地处偏远，气候寒冷，长出来的天麻药性好。
村上经济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孙俊富租赁空闲地，利用海
拔、环境等自然条件发展天麻，闲时全家上，忙时雇工。一
到采挖期，外地商贩知道君子涧村天麻品质好，纷纷预定购
买，有的等在地头，有的帮忙采挖、搬运、分拣。

“你看，这个天麻虽然个头小，但品质好、药性高。”天麻商
贩用手刨出一堆天麻。孙俊富说：“高品质的天麻对于生长环
境要求比较高，君子涧村的海拔、环境等自然条件，是天麻适
生区。今年我发展了 1.8 亩天麻，每亩可产天麻 1500 公斤，目
前采挖 1 亩，收入 3 万多元。”

天麻被誉为“定风神箭”“定风草”，有“头晕神药”之称，为兰
科植物天麻的干燥块茎，外形呈长椭圆形，略扁，皱缩或稍弯曲，
是一种常用名贵中药材。孙俊富从开始试验，到现在成为天麻
发展大户，不仅自己掌握了菌种培育、种子繁育、天麻栽种技术，
还教会周围群众种植天麻，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天麻成为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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