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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秦岭南麓遍野都是秋收的忙
碌。商南县金丝峡镇江西沟村猕猴桃产业基
地里，硕果累累，一片丰收的景象：阳光下，翠
绿的猕猴桃树熠熠生辉；枝头上，绿中泛黄的
果子散发着甜香；藤架下，游客和工人们有说
有笑地采摘猕猴桃。

从昔日的传统农业到如今的特色产业，
江西沟村的猕猴桃产业，见证了乡村振兴路
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易。

小小猕猴桃的蜕变之路

江西沟村位于商南县东南部，依山傍水，
森林植被良好，气候湿润，昼夜温差大，水资
源丰富，山上野生猕猴桃遍布。一到秋季，村
民就成群结队到山上采摘猕猴桃，或卖鲜果
或酿成果酒、果醋，自己食用。

十几年前，地处大山深处、以传统耕作为
主的江西沟村大石关组和小石关组上百亩沙
土地种植庄稼有限，农民以出门打工为主。
2017 年，脱贫攻坚时期，江西沟村的帮扶单
位商南县政府办一直试图找到破解之道。

“这里野生猕猴桃这么多，是不是也意
味着能人工种植呢？”从脱贫攻坚开始至今
一直担任江西沟村驻村第一书记的商南县
政府办干部潘西祥面对记者采访，打开了
话匣子。据他介绍，工作队汇报情况后，上
级领导立即找来专家实地考察，结果让大
伙儿欣喜不已，专家称当地空气、水质非常
纯净，昼夜温差大，且多沙地，十分适宜猕
猴桃生长。

于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江西沟村
“两委”班子流转 100亩土地，从河南、周至等
产区引进优质猕猴桃种苗，由村干部带领一
批年轻好学的村民四处学技术、学管理。

“但是，前期发展相对缓慢。”江西沟村党
支部书记杨大安坦言，受资金欠缺、技术不成
熟、苗子生长周期长等瓶颈限制，效益很低。
前三四年他们始终处于摸索阶段，甚至务工
的村民都害怕发不下工资，不愿意到基地打
工。在士气最低落的时候，他们只好在猕猴
桃幼苗期，套种土豆、红薯、蔬菜等来弥补开
支不足。

科技赋能产业焕发新生机

在帮扶部门的持续扶持下，江西沟村走
上了基地建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园区利用
天然优质水资源进行了喷淋、滴灌技术改造，
还引进了红心、黄心、绿心等多个优质猕猴桃
品种。同时，通过嫁接、修剪等手段，提高猕
猴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就拿疏果和套袋作业来说，开始好多妇
女都不以为意，想着好好的果子疏掉可惜，套
袋又浪费工钱，现在看到疏果套袋后果子营
养足、品相好，不少客户慕名前来上门购买，
她们才明白科学管理果园的重要性。”9月 11
日，江西沟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娜说，历经七八
年的发展，现在村干部个个都成了猕猴桃种
植专家了，一有空闲都钻到猕猴桃架下指导
群众修枝、抹芽、剪枝、疏果等作业。目前，已
培养了 20 多名“土专家”，常年从事猕猴桃产

业基地科管工作。
“最近一个月是采摘期，又是喜迎中秋

节，从周边县、西安、河南来的订单特别多，每
天要送 500 箱左右。”采摘现场，正和工人一
起为西安客户装车的杨大安擦了一把脸上的
汗，高兴地说：“今年，我们迎来了大丰收，预
计总产量在4万公斤左右。”说完，中年汉子爽
朗的笑声混合着果香，一块儿弥漫在果园里。

猕猴桃成为群众增收“奇异果”

在产业基地不远处的库房里，堆积一地
的猕猴桃散发着淡淡的甜酒香味，七八名工
人有条不紊地分拣、装箱。村里的脱贫户白
淑会麻利地挑选上等的猕猴桃装进礼品盒。

“得亏村集体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白淑会说，自己长年在猕猴桃基地
务工，抹花、施肥、采摘、装袋，除草……啥活
都干，一天能挣近百元，顺便把孩子也照看
了，这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猕猴桃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一
年收入 30 多万元，其中 20 多万元都作为工
资付给了村民。”杨大安告诉记者，猕猴桃产
业发展起来，有了收入，带来最明显的变化
是：以前请群众来干活，村上打欠条大家都不
愿意，现在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大家抢着干。

猕猴桃产业在江西沟村的崛起，还带来
了变废为宝的大变化。村上和周边厂商签订
了长年合作关系，将基地里疏下来的青果或
小果子，卖给附近的厂子加工成果汁、果酒。

村里几个养殖大户，最苦恼的是羊粪、猪粪没
办法处理，臭味熏天，群众意见很大，现在这
些废弃物都摇身一变，通过发酵、灭虫，成了
产业基地的绿色有机肥。

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变化还不止
这些。驻村工作队更忙了，他们变成了当地
猕猴桃的推销员，利用干部的人脉资源，广泛
联系各地客户、买家，同时，帮村上通过“832
平台”开拓网上销售的渠道。村干部也更忙
了，他们不仅要完成村上事务，早上 6 点多还
要到库房装车，用自己的私家车拉货到县城；
人手不够时他们就去地里帮忙采摘，在分拣
装盒时把控质量关，有时忙完都到深夜了。

“群众能在家门口挣钱，村里能慢慢变好，我
们苦点累点都是值得的。”杨大安说。

猕猴桃基地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0 万元。村上
用这个钱反哺基础设施建设，为全村更换老
化水管，进行管网改造，投入了近 10 万元。
杨大安介绍，等这阵子忙结束了，他们计划筛
选出全村 75 岁以上的老人，适当地给予分
红，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还想为每年考上
本科的大学生设置奖励资金，鼓励孩子们好
好学习，让全村人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带
来的红利。

小小猕猴桃变身江西沟村群众致富“黄
金果”的过程，是江西沟村乡村振兴道路上的
一小步，道路曲折，发展不易，但它让基层群
众看到了希望，给基层干部注入了产业发展
的信心和动力。

猕猴桃变身增收猕猴桃变身增收““奇异果奇异果””
本报记者 马泽平 肖 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妍）
近年来，丹凤县竹林关镇积极探
索村集体经济抱团式发展“三联
模 式 ”，强 基 础 、促 盘 活 、创 模
式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解 锁 群 众

“ 共 富 密 码 ”，不 断 拓 宽 乡 村 振
兴发展之路。

聚焦村集体经济“底子薄、
基 础 差 、收 益 少 ”等 发 展 困 境 ，
竹林关镇通过组织联建，整合资
源，按照“组织联建、产业联办”
工作机制，成立产业联合党委、
产业链党支部、功能型党小组，
积极构建共谋发展的创业平台、
共商议事的协同载体；搭建乡村
人才振兴工作站 2 个，回引优秀
返 乡 创 业 人 才 10 多 名 和 优 秀

“农文旅”企业 3 家，挖掘培育本
土致富带头人 30 多名，培育新
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17 个，带动
从 事 食 用 菌 、中 药 材 、核 桃 、茶
叶、猪牛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发
展家庭农场 21 个、种植养殖大
户 73 户；围绕集聚资源要素、探
索 模 式 路 径 、多 种 形 式 壮 大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整 合 联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资 产 ，吸 纳 周 边 村
集 体 经 济 入 股 、农 户 个 人 出 资
入股，激活共富“引擎”。

竹 林 关 镇 积 极 推 行“ 党 支
部 +企 业 +合 作 社 +农 户 ”等 模
式，通过产业联动，拓宽共富路
径。竹林关村依托独特资源优
势，实行村企合作，引进福青山
茶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茶 叶 专
业 合 作 社 1 家 ，积 极 创 塑 茶 叶
品 牌 商 标 ；将 茶 园 与 桃 花 谷 旅
游 景 区 有 机 结 合 ，为 游 客 提 供
茶 园 观 光 体 验 与 实 践 研 学 服
务 ，依 托“ 茶 旅 + ”特 色 品 牌 引
导 群 众 发 展 旅 游 附 加 产 业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跑 出“ 加 速
度”，竹林关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超 20 万元。

镇上紧密结合各村产业发
展 布 局 ，坚 持 探 索 村 集 体 经 济
多样化发展模式，强力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壮大。目前，18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收益均超过 6
万元，其中 10 个村收益达 20 万元以上。

“我们通过利益联结，将各村每年集体经济收益
按照‘443’奖励分配比例给村民分红，增加群众收
入；依托优质康养旅游产业资源，发展‘康养旅游+旅
居休闲+餐饮品茗’经济圈，带动发展餐饮、民宿、农
家乐、商贸等 90 多家，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实现群
众致富、效益共享。”竹林关镇党委书记杨富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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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姜 毅）
近 日，走进洛南县城关街道孙沟村，
大片烤烟在阳光下涌动着金色波浪，
辣椒基地绿意盎然；剁椒厂、冷库建
设工地上机械来来往往，村路旁的环
境建设一片繁忙。今年以来，孙沟村
紧紧依托项目建设“撬动”产业发展，
不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确保群众脱
贫不返贫、增收有保障，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作为洛南县人大办帮扶孙沟村
的计划事项，投资 20万元的连翘栽植
项目，3 月下旬已栽植到位 500 亩，目
前长势良好；投资 9 万元的“一事一
议”项目——群众休闲文化娱乐广场
即将建成投用；五保户集中安置点改
造项目已于 2 月实施到位，群众住房
焕然一新；投资 5 万多元重新修建了
村级廉政灶房，解决了工作人员的后
顾之忧；二组 1100 米产业路硬化项
目和更换补齐全村垃圾箱补点项目
已经完成，村居环境显著改善；投资
35 万元，包括基础工程、文化工程、环
境工程的基础设施及村容村貌美化
提升项目，目前正在加紧实施，拟于 9
月底竣工，完成后，将对整村文化内
涵提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起到积
极作用。

由孙沟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牵头，
总投资 70 万元，建设 3 条生产线 600
平方米厂房的剁椒厂（农副产品加工
厂）项目，目前正在开展基础工作，建
成投用后，年产 100 吨的香醋、豆制

品、果脯、蔬菜干果等产品，年可创收 25 万元，实现村
集体经济积累 15 万元，户均分红 1250 元，并为脱贫群
众提供 100 个就业岗位。总占地 300 平方米、库容
480 立方米、投资 20 万元的冷库项目，建成投用后，可
冷储各类果蔬 50吨，解决村剁椒厂上游原材料保鲜储
备和下游产品冷藏配送的问题，有效带动孙沟村以及
周边资源优化配置、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
升级，助推孙沟村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另外，该村的樱桃园项目投入资金 32 万元，栽植
苗木 600 株，挂果后将年产 5000 公斤，产值 10 万元，
人均增收 200 元。通过该项目的发展，使樱桃成为孙
沟村联农带农富农的主导产业之一，带动孙沟村旅游
观光产业发展，提高产业附加值。

驻村工作队根据孙沟村地域、气候、光照等特点，
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产业，形成“一主四副”的产业发
展格局，即以烤烟种植为主导，统筹发展粮食种植、连
翘种植、辣椒种植、其他畜禽养殖。村上依托村级股份
经济联合社，结合以剁椒厂为龙头的农副产品加工项
目，重点发展烤烟、辣椒、连翘、畜禽养殖等产业，促使
全村产业从分散式、小规模、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化、集
约化、绿色化、品牌化转变，为群众产业增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今年，全村发展烤烟 450 亩，发展辣椒、豆角
等蔬菜 150 亩，连翘、板蓝根、桔梗、苦参等中药材 600
亩，巩固稳定养殖大户 5户，宣传动员发展鸡鸭鹅等零
星散养畜禽 171户，这使该村以“烟、药、畜、菜”为主的
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稳定，增强了集体经济自身造
血功能，群众可支配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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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将猕猴桃装箱工人将猕猴桃装箱

游客在果园采摘游客在果园采摘

中秋节期间，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市区节日市场供销两旺，商品货源充
足、品种丰富，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9 月 15 日，商洛万达广场举办了文
艺演出、火壶表演、围棋锦标赛、科学实
验室等中秋游园会活动。这些活动在
中秋节期间循环开展，吸引了众多市民
参与。商洛万达广场内的商户也为节
日准备了充足的商品，应对节假日消费
的增长。万达老凤祥主管牛粉莉介绍：

“喜迎双节，我们店里提前制订了商品
营销方案，如黄金克重价格满减等，玉
饰、银器的价格也比平时有所降低。据
初步统计，假期首日我们店的销售量比
平时增加了 50%。”

适逢佳节，市民对节日用品的需
求增多，市区各个超市也提前做好了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 永 兴 生 活 超 市 江 南
世纪城店为保障市民的购物需求，在
节日前夕充足备货。“从中秋假期第
一天开始，我们店客流量日均 1500 人
次。前期，门店准备了月饼 500 多盒、
礼盒 1000 多盒、特产 100 多盒。每天
备大肉 750 公斤左右、鸡蛋 500 公斤
左右、蔬菜 4 吨左右，生鲜类每日的备

货量也都有所增加，完全满足顾客需
求。”9 月 17 日，永兴生活超市江南世
纪城店长白瑶说。此外，该店还在店
外 与 合 作 商 家 安 排 了 促 销 摊 位 供 市
民选购优惠商品。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部分在外忙碌
的商洛人虽赶不及回家，但特别想念家
乡的味道。市民张颖接到很多在外地
亲朋好友的节日祝福电话，他就想着将
家乡的特产邮寄给不能回来过节的亲
朋，便去位于群贤居小区门口的秦小鹤
秦岭食品专卖店选购了四皓熟制板栗
仁、绣球菌锅巴、洛源豆腐干、核桃饼、
传统月饼等商品，分装进纸箱，方便邮
寄。据了解，节日期间秦小鹤专卖店里
的特产销量是平日的 8 倍，除了市民购
买后送亲朋好友，也有许多单位前来团
购作为员工福利。

节日市场经济热络，离不开监管部
门的保驾护航。9 月 15 日，市市场监管
局网监科科长刘婷带着两名同事进行
节日巡查，对发现问题的店铺现场提出
整改意见。据悉，市市场监管局在节日
之前，便开展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以月饼等节令食品为重点，共抽检月

饼 、糕 点 、餐 饮 食 品 32 批 次 ，全 部 合
格。节日期间，市市场监管局严格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每天由带班领导带
领执法人员，对人员消费密集的
商场、超市等重点场所进行巡
查，严肃查处过度包装、不明
码标价、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等违法行为，切实保
障节日市场秩序。

激 发 消 费 新 活 力激 发 消 费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 王孝竹

商洛农特产品节日促销商洛农特产品节日促销
商洛万达广场前的中秋文艺演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商洛万达广场前的中秋文艺演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商场餐区人气火爆商场餐区人气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