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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丹鹤绿洲预售商铺拍卖会”将于 2024 年 4 月
30日举办，欢迎广大业主参加，敬请关注。

委托人：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拍卖人：西安唯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时间：2024年 4月 30日上午 10时
拍卖地点：商州区商鞅大道丹鹤绿洲售楼部一

层大厅
拍卖标的：丹鹤绿洲 S3（5套）、S5（11套）商铺，

共计16套，目前均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竞买手续办理：意向购买者请于 2024 年 4 月

28日 16时前缴纳保证金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
需备注用途），并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 16 时前携带
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缴款凭证前往丹鹤绿
洲售楼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保证金账号：637176041
户名：西安唯识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
区支行

户型展示与现场咨询时间：公告之日起至拍卖
日前止

报名咨询电话：0914-8080080
0914-8080081

西安唯识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商洛城投丹鹤绿洲预售商铺拍卖公告

●山阳县丰阳画廊的银行预留印鉴法人
私章（封文珺）丢失，无防伪码，声明作废。

●商洛市山水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1000MA70T04R41，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高峰镇高衍懿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R610241319，
声明作废。

●陕西商南县东岗真如寺的开户许可证
丢失，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商南东岗支行，
核准号为 J8034000127601，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
处屈梦妍的毕业证书丢失，于2014年9月至
2017年 7月在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护理专
业 三 年 制 专 科 学 习 ，证 书 编 号 为
142221201706002313，声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 胡 蝶）
4 月 21 日 ，记 者 从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了 解 到 ，2023 年 我 市 拉 开 了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建 设 序 幕 ，商 洛
蔬 菜 端 上 了 香 港 市 民 的 餐 桌 。
2024 年 4 月 以 来 ，商 南 、商 州 、
洛南正以供港蔬菜基地建设为
重 点 ，加 快 标 准 化 基 地 打 造 ，
并逐步把供港蔬菜基地建设成
为 全 市 高 规 格 、标 准 化 蔬 菜 生
产基地。

2023 年 4 月 30 日 ，商 南 县
与香港长乐集团就供港蔬菜项
目 实 现 战 略 合 作 ，开 启 了 我 市
供港蔬菜基地建设序幕。2023
年 全 市 建 成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14162 亩，其中商南县十里坪镇
建 设 1 个 露 地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2700 亩 、试 马 镇 红 庙 村 建 设 1
个 设 施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288 亩 ，
包括设施大棚 51 个，计划分期
种植蔬菜品种 20 余个；商州区
牧护关镇、杨斜镇、黑山镇建设
3 个 露 地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11174
亩 。 2024 年 计 划 建 设 供 港 蔬
菜基地 6000 亩，其中丹凤县庾
岭镇 1000 亩、洛南县保安镇和
洛 源 镇 5000 亩 。 计 划 到 2024
年 年 底 ，全 市 建 成 供 港 蔬 菜 基
地 20162 亩。

商南县供港蔬菜基地采用
“党支部+公司+集体经济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享受一
定 的 财 政 补 助 ，由 企 业 统 一 育
苗供种、供应物资，提供种植标
准 、技 术 指 导 、产 品 收 购 服 务 ，
有效发挥企业在生产端技术优
势和销售端市场优势。目前的
龙头企业为陕西好璟佳原实业有限公司、商於田园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并 已 注 册“ 商 於 田 园 秦 岭 高 山 蔬
菜”品牌。

2023 年商南、商州供港蔬菜种植基地 50 吨马铃
薯、6 吨萝卜直销香港；加工预制菜 220 余吨，远销马
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我市还研发果蔬脆
和香菇两个产品，建成集生活超市、生态餐厅、蔬菜深
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的“秦时里·商於田园生态餐厅
及供港蔬菜窗口·商洛特产生活超市”，总建筑面积
2700平方米。

我市正积极引导菜农转变传统种植观念，大力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生态栽培技术，严格按照供港蔬菜
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做优蔬菜品质。坚持“走出去”与

“请进来”相结合，组织技术人员、种植大户赴深圳、山
东等地观摩学习，聘请蔬菜专家来商开展技术指导，举
办供港蔬菜生产技术培训班，做深技术指导，逐步提高
菜农种植水平。以供港蔬菜基地建设为重点，加快标
准化基地打造，逐步将供港蔬菜基地建设成为全市高
规格、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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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老师来新区做电商培训，教大家开网店，
我就从西安赶回来。”4 月 18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商
培训在山阳县中村镇中村新区社区举行，参加培训的
38岁的碾沟村村民周玉青说。

周玉青 2018年搬迁到新区社区后一直尝试创业，
最近又有做电商的想法，但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次培
训让她学到了拍摄视频、选取角度等电子商务方面的
知识，接下来就准备试着在这一行发展。

范 春 艳 也 是 碾 沟 村 的 搬 迁 户 ，暂 时 待 业 在
家 。 她 对 剪 辑 视 频 很 感 兴 趣 ，想 好 好 学 个 技 能 。
她 说 ：“ 孩 子 大 了 ，我 也 不 用 操 心 了 ，现 在 多 学 习
一 些 技 能 ，也 多 一 个 挣 钱 的 门 路 。”和 她 们 一 样 来
参加培训的有 50 名学员，他们都是新区社区的住
户，课堂上大家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希望通过
培训学个技能。

此次培训由南京市六合区和山阳两地人社局搭
建宁商扶贫协作平台，选派 3 名专业讲师赴中村镇开
展，为期 5 天。培训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讲师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讲解电子
商务理论、淘宝开店流程、抖音短视频制作、室外拍
摄技巧等内容，现场手把手演示操作，为他们答疑解
惑，并帮助学员开通网店，免费为他们提供货源渠
道，指导如何通过平台销售当地农特产品，让他们真
正学到致富本领，拓展就业渠道。

今年以来，中村镇根据辖区内劳动力的培训需
求和就业意愿，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积极宣传就业政策、发布岗位信息，全方位拓宽群
众就业增收渠道。

“目前，镇上已组织专场招聘 2 次，全年计划共开
展 5 期培训 200 余人，力争为五洲、秦鼎、秦金和中村
新区产业园等重点企业输送当地劳动力 1000 余人。”
中村镇党委副书记郑彩华说。

电商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本报记者 张 英 通讯员 齐 苗

阳春三月，丹凤县竹林关镇竹林关村
群山翠绿、茶树葱郁，坐落在银花河南岸
的千亩生态茶园迎来春茶采摘好时节。4
月 18日，放眼望去，茶芽茵绿的茶园里，茶
农们三三两两散布垄间，忙着采摘今年的
第一茬翠绿新芽。

“你们看，采茶的时候不要用指甲掐，
要用两根手指的指腹向上轻轻提进行采
摘，采的是最上面这个芽尖，也就是常说
的一芽一叶。”茶企负责人刘传宏给村民
讲解采摘要领。大家穿梭于茶园中，一双
双巧手飞舞于翠绿间，精挑细选，将鲜嫩
的茶叶收入袋中。

刚采摘下来的新芽有专人负责收集，
收茶后迅速运送到茶山上的茶叶生产车
间制茶，一条茶产业链有条不紊进行。近
年来，竹林关村实行村企联营，引进了丹
凤福青山茶文化有限公司，以千亩茶园为
依托，打造三产融合示范园，发展农文旅

产业，青翠的茶山成为茶农们增收致富的金山。
春茶满山香，枝叶总关情。为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竹林关镇

坚持实施生态种养模式，将现代种植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科学管
理茶园，为群众开辟了一条生态、优质、高效的良性循环致富之路。

“前些年，村里多数村民都选择外出务工了，土地逐渐撂荒。
2017 年年底，村集体决定带领大家种茶，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
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工作，号召村民入股，牵头成立茶叶专业合作
社，发展茶产业。”竹林关村党总支部书记徐海林说。

去年开始，村上不仅成功引进了新品种，扩大了茶园面积，还
对原有茶园做了升级改造，配套修建了产业车间、产业路。今年在
原有的 900 亩茶园基础上，补栽了 40 亩绿茶，新栽种了 60 亩龙井
茶，间作套种了 600 亩油茶；同时，新开垦了 1000 亩荒地，全部种
上了油茶。

村上整合土地资源，扩大茶叶种植规模，增加茶叶品种栽种，
日常科学管护，完善种产销产业链，做精做优茶叶品质，经过 7 年
精心培育，让昔日荒山变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山。竹林关村现
有茶园近千亩，有白茶、龙井等优质茶叶品种。目前，春茶采摘带
动群众务工 300多人次，带动 20多人稳定就业。

“采茶一天能赚 60 至 80 块，时间也比较自由，周末还能带家
里孙女来体验采茶，既能补贴家用，还能锻炼身体。”竹林关村 51
岁的邢大姐乐呵呵地采摘茶叶，脸上洋溢着笑容。

建茶园、修厂房、拓销路，将茶园与桃花谷旅游景区有机结合，统
筹茶叶种植、精细加工、冷链物流、产品销售、文创推广等要素配套，
积极创建茶叶品牌商标，竹林关村目前累计投资500多万元发展茶
产业。已建成集茶叶种植、管护、采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茶叶加工
厂1个、绿茶系列生产线两条、油茶生产线1条，其中，所产白茶是难
得一求的高端茶，年产值 200万元左右，带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带动群众人均增收1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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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茶叶产业发展迅猛，全市
有茶叶品牌 60 多个。为了有效推动全市
茶叶产业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
发展，我市整合绿茶、白茶、红茶、黑茶、青
茶五大品系所有品牌，全力打造推广区域
公用品牌“秦岭泉茗”。

清明前后，正是春茶采摘的好时机，也
是茶农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商南县富
水镇茶海公园，茶农穿梭在茶垄间，娴熟地
采摘新芽，一派繁忙景象。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商南已成为中国
西部最北端的新兴产茶区，全县建有茶园
28 万亩，年产茶叶 8700 吨、产值达 16.5 亿
元。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经理刘保柱说：

“茶产业是非常好的一个脱贫产业，我们基
地建到这儿以后，当地群众每户每年都有
三四万元的纯收入。”

在海拔 1100多米的山阳县黄花岭上，
莲花茶厂的茶园顺着坡势延伸，3 万多亩

的茶园满目苍翠。如今，这里的莲花茶已
培育发展了绿茶、红茶、白茶 3 个系列，并
依托茶厂建立了茶创小镇。目前，山阳县
累计发展茶叶基地 19 万多亩，建成万亩有
机茶园 3 个，8000 多户群众牢牢镶嵌在茶
产业链上。

山阳县金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红
飞说：“这里的连片茶园是 3.15 万亩，公司
现在的茶园是 1.2 万亩。我们金桥茶业有
限公司的茶叶在山阳是唯一一个出口中亚
的企业。”

今年 3 月，“镇安象园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成为
商洛市首件茶叶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镇
安象园茶”是高山茶，产自达仁镇，海拔在
800 米—1500 米之间，茶叶具有耐冲泡、
香气高、富含硒的特征。目前，镇安县茶园
种植面积 11.75 万亩，年产茶叶 1280 吨、
综合产值 2.8亿元。

镇安县达仁镇象园村茶农方英琦说：
“我家有 45 亩茶园，去年毛收入大概就是
22万多块钱，预计今年收入比去年要高。”

茶叶，富了百姓，带动了三产融合，成
了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的“小金叶”。为了加速形成品牌集聚效
应，我市将原定的绿茶区域公用品牌“秦岭
泉茗”扩展为商洛名优茶统一品牌，按照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模
式，扩大商洛茶品牌影响力，助推商洛茶叶
产业高质量发展。商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
限公司也以开店补贴的形式，面向全国推
出百店千点营销计划。

商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章荣瑞说：“采用‘你开店我补贴’的形式，
面向全国市场进行百店千点的营销布局。
目前，我们已经在西安、石家庄，包括省内
的地市，开设了 13 家秦岭泉茗专营店，有
240多家我们的经销商客户。”

许红飞说：“5 年前，我们就在用‘秦岭
泉茗’，社会上反响也比较好。通过秦岭泉
茗，我们更好地推广了山阳的茶叶、莲花茶
厂的茶叶。”

目前，商洛茶叶种植面积 61.8万亩、年
产值 24.76亿元，有茶叶生产企业 65家、茶
叶加工厂209个、茶叶合作社144个，茶叶品
种由单一绿茶发展到绿茶、白茶、红茶、黑
茶、青茶五大品系名优茶产品，建成了一批
茶旅融合示范项目，“茶旅一体化、富美两相
宜”目标正在加速实现，茶产业已成为打造
特色农业强市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抓手。

市供销社副主任宋军表示：“我们将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会授权、企业运
作的思路和‘五统一’原则，强化授权管理、
市场监管、品牌运营、宣传推广等，力争使

‘秦岭泉茗’区域公用品牌成为商洛名优茶
叶的统一品牌，使‘秦岭泉茗’品牌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秦岭泉茗”品牌越来越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浩 宋杨杨 李 军

4月是茶农忙碌的时节，商南县的茶山上逐渐热
闹起来。在一行行茶树间，茶农抓紧时间采摘春茶，争
取有个好收成。

茶产业是商南县农业首位产业，试马镇百家岗村
是该县今年新发展的重点茶园村之一。

4月10日，百家岗村党支部书记吴兴锋说：“今年，
百家岗村引进陕西金丝润品茶业有限公司在我们村
流转坡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新建茶园
1500 亩。”

着眼做大做强茶产业，商南县提出规模、品质、品
牌“三提升”目标，稳扎稳打，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模逐年扩规模逐年扩

2023年是商南县新建茶园面积显著增加的一年。
“去年，我们按照集中连片发展的思路，着重在城

关、富水、试马3个片区建设茶产业园区。”商南县茶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陈耀介绍，其中，城关街道新建无性系
茶园 1万亩，富水镇新建 3000亩标准化茶园，试马镇
建设智慧茶园2000亩。3个片区东西相连，成为商南
县一条亮丽的茶叶产业带。

“三提升”首先是茶园规模的扩大。为了将茶叶适
生区域全部发展成生态茶园，商南县新建一批高标准
茶叶基地。

“今年，我们规划新建改造茶园1万亩。茶园主要
分布在城关街道碾盘村、十里铺村以及试马镇百家岗
村等地。”陈耀说，基地建设由商南县茶产业发展中心
牵头，负责茶园的规划设计；以相关镇（街道）、村（社区）
为主体，引进茶叶企业，或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进行建
设。目前，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商南县整合苏陕协作、巩固衔接等资金，通过为新
建茶园给予一定补贴的办法，吸纳、撬动茶企和社会力
量投入资金新建茶叶基地。

品质持续优品质持续优

3月 27日，2024年“春满茶乡·相约商南”第三届
“秦岭泉茗”开茶节斗茶（名优绿茶）大赛在商南县举办。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茶叶芽头壮实，口感也很
好。”斗茶现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余有本指着盘

中的茶样介绍，“今年的茶叶质量相较于往年有了很大
的提升。这得益于当地对茶产业的重视以及技术人员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近年来，商南县聚焦高品质建园、科学管理、鲜叶
采摘、茶叶加工等关键环节，系统化、全过程保障茶
叶品质。

“一杯好茶，需要多个环节的把控。”商洛市茶叶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朱磊说，“在品种方面，应选择优质且
适应性强的茶叶品种；在管理上，应推广科学管理，使
用有机肥，确保鲜叶的质量和成分达到标准；在采摘时，
讲究要采‘一芽一叶’，就都采‘一芽一叶’，不能出现老
嫩不均、大小不一的情况。此外，技术人员的经验也至
关重要……”

朱磊提到的这些，正是商南县在提升茶叶品质上
的具体举措。

“近年来新建的茶园，我们全部采用无性系栽植
技术，并引进国家推广的、优质适生的茶苗。用这些
茶苗建起的茶园，茶叶质量好，能快速进入丰产期。”
陈耀介绍。

在茶园的日常管理与保护方面，商南县用茶叶专
用有机肥取代了化肥，采取绿色环保的措施防治病虫
害，摒弃农药的使用，确保茶叶无任何农药残留。

品牌更加响品牌更加响

近日，海南燊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来到商南，与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达成合作
意向，计划将商南茶叶销往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等地。

商南县积极引导重点茶企“走出去”，每年参加中
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杨凌农高会、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
会等大型展销活动，提升商南茶的知名度。

除了参加展销活动，商南县还鼓励县内重点茶企、
茶叶合作社，借助苏陕协作、长安大学定点帮扶等机遇，
在西安、南京、石家庄等地开办商南茶连锁店、专卖店
20余家，支持茶企、茶叶合作社开展电商营销、网络直
销等活动，扩大商南茶的市场占有率。

目前，商南县已推出“双山”“沁园春”“丹水韵”“金
丝”“雨山”等茶叶品牌，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
多的群众通过茶产业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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