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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凌晨 2 点，柞水县乾佑街道马房子村木
耳基地里，一个黑影在地头来回走着，那是陈文——
他正打着手电筒给木耳浇水，一阵夜风吹来，凉飕飕
的，他不禁打了个冷噤，这才发觉裤脚和鞋子全是湿
哒哒的。

陈文是马房子村三组组长，也是村木耳基地的管理
员。马房子村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依托大自然馈赠的
独特资源，2017 年，马房子村开始以村集体经济的形式
发展地栽木耳，这么大个产业该由谁领办呢？大伙儿
一致推选热心实诚的陈文，他也不负众望地接手了这
个棘手的活。

黑 木 耳 种 植 属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从 发 展 初 期
的 地 块 整 修 、拉 运 菌 棒 、洒 水 看 护 到 后 续 采 摘 、晾 晒
等，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11 亩地 10 万袋地栽
木 耳 ，从 拉 菌 包 开 始 ，陈 文 就 天 天 守 在 木 耳 基 地 ，为
了 给 村 上 节 省 开 支 ，他 还 主 动 揽 下 装 卸 菌 包 、浇 水
等杂活。

“最近太阳大，早晚都得给木耳浇水，晚上得浇 3
遍，结束就到半夜两三点了，回去打个盹儿又得往基地
走。”陈文说，木耳靠水养着，浇水这个事马虎不得，可
是，浇水费时间，衣服、鞋子一浇水就湿了，穿在身上别
提有多难受，因而浇水的工人不好找，他就主动担了这
个苦活。

暴雨天气同样也让陈文操心，他说：“以前水泵在河
里放着，一看天气不对，下再大的雨，都要赶去河里把水
泵捞出来，防止被水冲走。”只有一年，当时雨下得太大
了，河道涨水，陈文想下河捞泵，被村党支部书记拦住了，
唯独那一次，泵被冲走了。

后来，马房子村又发展起了大棚蔬菜，由于有了管事
经验，从前期规划建设到土地协调，陈文都全程参与，“只
要支书一发话，就往大棚走。”陈文说，头几年，大棚没收
益，村干部干活都是义务的，可没一个人埋怨，“毕竟是村
集体的产业，办好了，大家一起富！”

为解决村组基础设施薄弱、村民生活不便等问题，陈
文和村干部一道，带领大家修复了 2000 米的自来水管
道，还从县财政局争取了 15万元，修复通往木耳基地的 3
公里产业路。

有人笑他：“你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一天还干
得那么起劲。”他总说：“村上的集体资产，不能糊弄，既
然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自
己的良心。”

木耳基地的好管家
本报记者 肖 云

“我这是连续 3 年专门开车过来买樱
桃了，去年给在深圳的朋友寄了些，朋友
一直惦记着这里的樱桃，前一阵子一直问
樱桃啥时成熟，让再给她寄些。”5 月 12 日

清晨，市民刘青女士专门开车到
商州区沙河子镇任家后村买樱
桃，她在樱桃摊前连连赞叹任
家后村樱桃的品质。

早上 9时许，在任家后村口
的广场上，已经有很多村民在售
卖 大 樱 桃 ，一 笼 笼 新 鲜 的 大 樱

桃，晶莹剔透，娇艳欲滴。不时有
顾客开着轿车进村，争相选购。“这

两天，大樱桃刚开始进入成熟期，我们
这儿客流量还没起来，到了采摘最佳时

期，我们村天天车来车往，都是上门来买
樱桃的。”村委会副主任杨超说，村上种植
樱桃已有 20 多年历史，随着大樱桃的经
济效益日益显现，村里的种植户越来越
多，目前全村种植面积 1000 多亩，基本上
家家户户都种了樱桃树。“现在群众的房

前屋后都是樱桃树，算是实打实的‘樱桃
村’了。”杨超笑着说。

“我家种了两亩多地的樱桃树，大概
有 100 多棵树，平时我在西安打工，最近
樱桃熟了，专门请假回来卖樱桃。”杨栓刚
笑呵呵地说，樱桃树好经管，也比较省事，
不影响出去务工，刚好一举两得。

任家后村樱桃品质好，名气越传越
广，除了上门来直接买的，这两年游客直
接入园采摘樱桃也越来越红火。

“我就喜欢自己在樱桃园里采摘，既
能摘到自己满意的樱桃，还能感受到劳
动的快乐。”市民张永利说，自己每年都
会和家人一起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虽然
价格稍微贵点，但这种愉悦的心情是什
么也比不了的。

“这樱桃吃起来口感真好！摘一个吃

一个根本停不下来。”游客王超说。
采摘园里顾客喜笑颜开忙采摘，园

外还有专门为种植户服务的快递公司，
他们直接驻扎在村里，方便果农发货。
快递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这两年任家后
村的樱桃名声很响，为了及时将新鲜大
樱桃发送给顾客，公司提供泡沫箱和冰
袋，全程冷链运输，确保樱桃按时保质发
往省内外。

任家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卫东说，目
前，樱桃产业发展稳定，涉及品种有早
中晚不同成熟期的早大果、红灯、一线
红 等 ，每 年 从 5 月 初 到 月 底 陆 续 成 熟 ，

“近两年，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
技术的提高，种植户户均增收不低于 1
万元，红樱桃变成了‘红票子’，村民的
日子愈加红火。”

樱 桃 红 了 日 子 甜 了
本报记者 米子扬 南 玺

4 月 23 日，走进山阳县高坝店镇石头
梁村村民程金霞的平菇种植大棚，清新的
菌香扑鼻而来，一袋袋菌棒有序地堆叠在
一起，一朵朵平菇从菌棒两端的袋口“钻”
了出来，有的刚刚冒头，有的已经长成，看
上去鲜嫩肥硕。

“平菇不喜热，我们会借助遮光帘来
控制温度。到六七月份气温高了，就该清
棚了。”50岁的程金霞一边指导工人采摘，
一边介绍，“平菇种植要想高品质、高产
量，关键在温度、湿度、光照控制上。”

2011 年，程金霞考虑到家里老人年
纪大、孩子上学需要照顾，便想在家发展
一项产业，能够既有收入又兼顾家庭。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隔壁金山村村民
陈开选，了解到香菇种植的收益后，便开
始着手种植香菇，一种就是 6 年。2018
年，又由种植香菇转为平菇。“与香菇比起
来，种植平菇稍微轻松些，主要是装袋、灭
菌、接种、上架这几个环节。”程金霞告诉
记者，刚开始是边摸索边种植，起步只种
植了 5000袋，目前已经发展到 1万袋。

“种菇的经验都是靠自己一点点积累
起来的，比如黄菇病主要表现为根软，形
成原因是高温高湿。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加大通风、减少喷水。”程金霞说，遇到最
大困难就是没有彻底掌握灭菌技术，因此
她不断参加技术培训，一有机会就外出学
习。今年，她先后去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和浙江大学学习理论和实践操作，长见

识、求发展，自己也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学
会了抱团取暖、合作共赢。除此之外，程
金霞还自费学习，借助抖音平台注册“山
阳香菇姐”账号，宣传自家产品的同时，与
全国各地的食用菌种植大户交流种植经
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大棚离不了人，因为一天要喷淋两三
遍，并且要随时调整温度、通风及光照，悉心
照料。虽然辛苦操心多，但好在连续多年平
菇价格稳定，平均一年能收入十几万元。”如
今，凭借平菇种植驶上了致富“快车道”的程
金霞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她还表示，如果
有村民愿意种平菇，她也会无偿传授技术，
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平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见习记者 杨若阳

初夏时节，万木葱茏，群山叠翠。在丹
凤县武关镇街道旁边的一户农家小院里，几
个农家妇女在坐着闲聊，一位妇女说：“老嫂
子，你孙子今年到中保拉面馆打工去了没？”

“去了，去了！年还没过完中保就打电话说
今年拉面馆生意火爆，人手不够，催娃快点
过去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在南
京开拉面馆的武关镇乡党。

这几位妇女所说的中保，其实是在南京
开办“西北桥头清真牛肉拉面大王”餐饮店
的武关镇惠家坪村村民惠中保。惠中保从
20多岁到南京餐馆打工开始，到创业开办拉
面馆，发展成现在拥有 46 名丹凤武关籍员
工、日营业额超 7 万元的南京“网红店”，他
在自己依靠创业走上致富路的同时，带动了
一大批丹凤籍乡党通过创业或者务工就业
改变了家庭面貌。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后 期 ，在 市 场 经 济
大潮的涌动下，武关镇众多追梦青年怀揣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憧 憬 ，走 出 秦 岭 大
山，来到秦淮河畔的古都南京创业。他们
以能吃苦、勤奋好学、有闯劲的精神风貌，
从洗碗刷盘起步，栉风沐雨，艰苦创业，在
南 京 这 片 创 业 热 土 上 开 枝 散 叶 ，发 展 壮
大，涌现出了像惠中保这样一大批优秀创
业成功人士。在这些优秀创业人士的引
领下，逐渐形成以丹凤武关人为主体的南
京“西北拉面一条街”，成了古都南京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李锋就是在南京创业的丹凤武关人中
的一员。1995 年，他怀揣创业梦想，只身来
到南京，从洗碗端盘起步，几经拼搏，逐渐发
展到自己创办拉面馆、规模小吃店，再到经
营高校团餐。当年的小面馆如今变成了大

公司，他创办的南京丰久鸿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已成为投资规模达 1000 万元的南京餐饮
行业知名企业，为南京十几家高校提供团餐
服务，吸纳 500 多名乡亲在公司务工。他创
建的南京苏陕人力资源劳务派遣公司，先后
组织家乡 3000 多名务工人员在南京实现稳
定就业或定居。

在南京的武关务工人员，经李锋指导
和协助开办的拉面馆就有 15 个。创业成
功 后 ，他 带 头 返 乡 创 业 ，2021 年 投 资
2000 万 成 立 陕 西 鸿 泰 宁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
组建丹凤中学和丹凤县医院餐饮服务团
队，首次将团餐引入丹凤，带动本地就业
180 多 人 。 动 员 丹 凤 在 南 京 创 业 成 功 人
士 返 乡 创 业 11 人 ，牵 线 搭 桥 促 成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12 个 ，总 投 资 25 亿 元 ，为 家 乡 办
实事 7 件。“丹凤厨工”也逐渐在南京成为
一个响亮的劳务品牌。李锋也先后被授
予“全国优秀农民工”“陕西省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无独有偶，耿明生是陕商宁餐饮管理
公司总经理、南京丹凤商会常务会长，他
1998 年 前 往 南 京 市 创 业 开 办 陕 南 拉 面
馆。2008 年成立南京陕商宁餐饮管理公
司，带动丹凤 420 多人赴南京就业。2019
年 4 月，他与丹凤县供销社牵头成立了江
苏省南京市苏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
办江苏省南京市东西部协作扶贫产品展
销中心、南京秦岭农产品展销丹凤馆线下
体验店。累计帮助家乡群众实现稳定就
业 1000 多 人 ，指 导 帮 助 创 业 开 店 150 多
人 。 2022 年 ，他 返 乡 投 资 8000 万 元 ，在
武关镇成立丹凤县聚源圣景科技仿真植
物有限公司仿真植物社区工厂，带动就业
60 多人。

近 年 来 ，作 为 西 北 劳 务 输 出 大 县 的
丹 凤 县 ，为 做 精 做 细 做 优 南 京 劳 务 输 出
这 一 产 业 ，早 在 2004 年 便 开 始 在 南 京 设

立 劳 务 输 出 工 作 站 ，同 时 积 极 加 强 与 南
京 市 和 雨 花 台 区 相 关 部 门 联 系 对 接 ，采
取 强 化 部 门 联 动 、资 金 保 障 、用 工 招 聘 、
定点输出、品牌带动等“五强化”措施，全
面 深 化 拓 展 雨 丹 劳 务 协 作 领 域 ，紧 盯 重
点群体，发动两地人社、就业、工商联、青
年 企 业 家 协 会 等 协 作 参 与 ，劳 务 经 纪 人
带 动 、线 上 线 下 招 聘 、示 范 企 业 吸 纳 、劳
务 品 牌 培 训 等 措 施 ，全 方 位 帮 助 丹 凤 群
众到南京创业就业。

据了解，目前丹凤籍人在南京开的拉
面馆达 200 多家，县上每年组织向南京“点
对点”劳务输出 2000 人以上。今年，县就
业服务中心已开展线上招聘 28 场次，线下
举办专场招聘会 50 多次，提供就业岗位 10
万多个。

同时，丹凤县和南京雨花台区以合力打
造“丹凤厨工”劳务品牌为目标，成立“丹凤
厨工”劳务品牌工作专班、举办“丹凤厨工”
劳务品牌培训会、认定“丹凤厨工”示范企
业、建立驻外劳务输出工作站。“目前，我们
在南京、温岭等地建立驻外劳务输出工作站
11家。‘丹凤厨工’劳务品牌每年集中为南京
输送餐饮务工人员 4500 人，年实现劳务收
入达 3 亿多元，带动丹凤籍人在江苏创业
310 多人、从事餐饮服务 4200 多人、从事餐
饮配套产业链工作 580 多人。”丹凤县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丹凤厨工”劳务
品牌热效应的助推下，丹凤在南京实现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8000 多人，人均月收入 1.5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丹凤厨工”劳务
品牌输送的务工人员达 1.2 万多人，就业
人 群 实 现 年 收 入 5 万 元 至 20 万 元 ，占 全
县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全 年 总 收 入 的
30%以上，成为推动丹凤县域经济发展的
一条“主动脉”，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
扎实基础。

丹凤厨工在南京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贺 甜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晓锋）
5 月 18 日下午，初夏的太阳已经施
展出它的威力，炙烤着大地，但高
温却没有阻挡住群众劳动的热情
——近 100 名务工人员在洛南县
保安镇仓圣社区的现代化科技创
新种业示范基地内，对夏季甜草莓
苗进行修根。

“ 我 们 要 把 草 莓 苗 的 一 部 分
须 根 和 黄 叶 剪 掉 ，修 剪 后 才 可 以
移栽。不修的话，根太多了，移栽
后 根 部 沾 不 到 泥 土 ，苗 子 生 长 就
比较慢。”务工人员武新月一边熟
练 地 干 活 一 边 说 。 基 地 大 棚 里 ，
工人在给头一天晚上刚刚移栽的
草 莓 苗 进 行 叶 面 喷 水 ，喝 饱 了 水
分的草莓苗生机勃勃。

常见的草莓一般在春节前后
上市，夏季高温前就结束了采收，
而 最 近 气 温 逐 渐 升 高 ，并 不 适 合
草 莓 生 长 ，缘 何 基 地 却 要 在 此 时
移栽草莓？

“ 我 们 引 进 的 是 新 加 坡 的 种
苗 和 技 术 ，能 保 证 草 莓 在 7 月 初
成 熟 ，7 月 底 可 大 量 上 市 。”洛 南
蔚 涞 农 光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人 员 王 金 亮 说 。 为 了 给 当 地
群 众 寻 找 一 条 致 富 增 收 之 路 ，一
年 前 ，洛 南 蔚 涞 农 光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吕 玮 前 期 经 过 多
次 考 察 和 对 接 ，选 择 发 展 新 加 坡
的夏季甜草莓，2023 年他在洛南
县 石 坡 镇 试 种 获 得 成 功 后 ，决 定
将 新 加 坡 的 夏 季 甜 草 莓 种 苗 和
先进技术引进到洛南。

今 年 4 月 初 ，吕 玮 与 洛 南 城
投公司共同成立洛南蔚涞农光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并 将 保 安 镇 仓
圣湖农业产业园改造成为现代化
科技创新种业示范基地，5 月初，从新加坡购回首批
夏季草莓苗 20 万株，进行第一轮示范种植。“洛南夏
季平均气温 22℃，只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夏季甜草莓
口感将优于冬季草莓。”王金亮说，“另外，我们的草
莓 种 植 是 订 单 农 业 ，成 熟 后 ，将 全 部 销 往 新 加 坡 ，经
济效益相对可观。”

“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团队和甜草莓种苗，目前这
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我们是想通过这些先进的农业
技 术 ，为 农 民 增 收 寻 找 一 条 新 的 致 富 道 路 ，下 一 步 ，
我 们 将 进 行 大 田 种 植 推 广 ，带 动 当 地 村 民 共 同 致
富。”吕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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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走进商南县赵川镇店坊河
村的香菇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排排菌棒错
落有致，空气中散发着菌棒发酵的气味，
放眼望去，木屑、麸皮等制种材料堆砌如
山，工人正忙着将香菇菌种进行装袋转
运、灭菌上架，各作业环节井然有序，一派
繁忙景象。

“这个基地种植香菇大约 10 万袋，这
一批香菇从菌棒上架到出菇预计需要 4
个月，产值在 70 元万左右。”种植大户周

万峰介绍。
近年来，店坊河村立足资源优势，充

分利用香菇种植“短、平、快”的产业特点，
厚植发展村集体经济增收沃土，按照“一
村一品”的原则，聚焦乡村产业结构调整，
在香菇产业发展上凝心聚力，坚持“以产
业发展为核心、以基础配套为先导、以文
化打造为亮点”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先后投资 170 万
元，征地 15 亩，建设钢构结构大棚 30 个，

带动 80 多户村民，年种植香菇 200 万袋，
辐射带动全村 170 多户发展食用菌种植
产业，形成了集中连片的百万袋食用菌种
植产业带。

发展一项产业，带富一方群众。香菇
种植、采摘等环节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通
过规模化种植，可吸纳更多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村民方小玲就是香菇
基地的受益者，“我家里有小孩子，出不了

远门，香菇大棚离家近，在照顾孩子的同时
还能干活赚钱贴补家用，不仅有了收入，我
还学会了香菇种植技术。”她说。

“食用菌产业既是我村的传统产业也
是优势产业，香菇基地不仅带动村民就近
务工，还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目前，已
形成了集菌棒生产、香菇种植、废棒加工
于一体的产业发展链，为强村富民、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店坊河村党支
部书记党金耀说。

小 香 菇 ，钱 袋 子
本报通讯员 王悦 何霜

种植户在摘樱桃种植户在摘樱桃

务工群众正在给新移栽的草莓苗喷水务工群众正在给新移栽的草莓苗喷水

武关镇江平村的杨萍在惠中保的拉面馆务工近武关镇江平村的杨萍在惠中保的拉面馆务工近1010年年，，年收入约年收入约66万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