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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樱桃真甜啊。”5月 10日，在初夏明媚而耀眼
的阳光下，丹凤县商镇黑沟河村村民正在采摘已经熟透的
大樱桃，她们忍不住将红润剔透的樱桃丢进嘴里尝鲜。

通村公路旁，村民摆放着一竹篮一竹篮的大樱桃在
叫卖。有顾客购买时，大樱桃就被倒进印刷精美的纸盒
里包装起来，送到顾客手里。

村民的房前屋后还有一些小樱桃树，也都是硕果
累累。小樱桃虽然个头小一些，但那种甜美的味道深
得村民喜爱。

站在通村公路旁，向山上眺望，满山满眼的绿色中间杂
着点点樱桃红，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黑沟河村漫山遍野
都是水果。当前，除了采摘樱桃，还有村民正在给葡萄喷洒
农药。“现在正是葡萄的防虫、坐果期。”村民张香民说。

黑沟河村位于丹凤县城以西 8 公里处，为独特的河
谷川原地带。全村水果种植面积 1800 亩，发展大樱桃
400 亩、葡萄 800 亩、桃 600 亩，年产水果 1600 吨。单就
这一产业，全村村民人均增收 6000元左右。

村党支部书记叶召辉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
家曾经对村里的水质和土质进行过专门研究，这里的红
色土壤非常肥沃、水资源丰富，果树种在山坡上，昼夜温
差大、光照充足，一下雨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水果增糖
效果比较明显，从区域优势和气候优势来看都比较适合
种植水果。

而黑沟河村水果种植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因为我们这儿有个葡萄酒厂，就
是最早的丹凤葡萄酒厂，村民就开始种葡萄，最后演变成

种桃、樱桃。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这里的村民都非常的
朴实勤劳，尊重土地。虽然葡萄酒厂有一段时间效益不
太好，但广大果农也没有放弃种植水果，就自己搞研究、
搞创新，再加上这几年村上进行引导，帮忙给推销宣传，
才有现在的规模、经济效益和品牌。”叶召辉说。

近年来，黑沟河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抢抓丹凤县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机遇，以

“果香田园”为目标，修建产业桥 2 座，硬化产业道路 9 条
2.5 公里，打通全村产业路网，新建果园蓄水池及灌溉管
网 1000 多米，定制果篮 5000 个，筑牢“樱红商山”“商山
垂珠”产业品牌基础，不断提升水果产业发展效能，极大
地调动了全村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实现了将水果换
成“金疙瘩”的致富梦。

水 果 变 成“ 金 疙 瘩 ”
本报记者 胡 蝶

“我就看上了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要是早上起来
云雾缭绕，那真叫一个美。不仅仅适合人居住，也适合养
殖林麝。”4月23日，在镇安县云盖寺镇东洞村火地沟名坤
林麝养殖基地，青山绿水间，林麝悠闲地散步、进食，基地
负责人胡峰指着远处郁郁葱葱的山峰对记者说。

在外创业多年的胡峰将林麝养殖项目引回镇安，在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快速落地，成了带动群众增
收的“潜力股”。

今年 49 岁的胡峰是土生土长的镇安人。少年时他
向往广袤无际的大草原，渴望自由奔跑。2015 年，他跟
随叔叔到内蒙古承包了 11万亩草场，养了 2000 多只羊、
1000 多头牛。大草原的无拘无束与事业的成功他都拥
有了，但是漂泊在外思乡的情绪日渐增长。

2017 年，胡峰与叔叔想将牛羊养殖项目引回家乡。
但镇安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方，无法满足牛羊养殖
需要的大面积草地，思前想后，回来的计划一再搁置。

2020 年，胡峰与陕西名坤麝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员多次在镇安考察。他们关注到林麝分布及适应饲养
区域均为山地森林环境，镇安作为林麝的发源地之一，山
高水长、森林资源丰富，适宜养殖林麝。

经过两年考察，名坤东洞林麝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项目终于成功落户镇安县。谈及项目顺利落地，胡峰
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项目建

设过程中有很多人给予了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回到心心
念念的家乡。”说着胡峰回忆起项目建设的过程。

2022年 7月 10日，镇安县县长袁礼锋带着各单位负
责人在云镇社区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安排部署林麝养殖
基地前期手续办理等相关工作，任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对口帮扶干部暨镇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培燕为项
目包抓领导。

炎炎夏日，李培燕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在高温天气
下深入调研，找到了云盖寺镇金钟村、东洞村拟选场址，
随后他们又徒步几公里，登上地处半山腰的两个拟选场
址，召开现场专题会，研究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办理、规划
设计等工作。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从项目立项到建
设用地征调、手续办理以及水电路讯规划、设计、施工，只
用了 40天。2022年 8月 21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10 月 9 日，林麝养殖基地增容 200KVA 变压器安装
到位；10 月 10 日，1200 米 400V 低压线路建设完成，基
地建设用电问题解决；9月 15日，林麝养殖基地饮用水水
管铺设完成；11 月 3 日，基地用水和通信问题解决……
2023 年 10 月底，养殖基地一期工程完工，12 月 1 日，投
放 100头优质种源。

胡峰说：“作为镇安人，我们回乡创业，充分感受到了
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投资创业的信
心和决心。”

他介绍，目前项目建设带动了附近 100多人务工，支
付劳务费 200 多万元。打通了从火地沟口到养殖基地
2.7公里便民路，方便附近 20 多户群众出行，预计在今年
7月就能硬化完成。

“这是桑叶，那是椴树叶、漆树叶、杏树叶……”谈
话间，基地技术总监杜远进正在指导工人晾晒收购来
的树叶，为林麝过冬提前备粮。杜远进指着收购来的
树叶介绍，“蒲公英、金银花、金钱草等中草药叶子我们
目前急需收购。”

基地引进林麝后，首批从丹凤采购回 1 万多公斤干
叶子，随后又从宝鸡采购 2500 公斤叶子，而镇安原本就
森林资源丰富，有很多适合林麝食用的树叶，因此他们就
收购附近群众果园里、田地中的树叶，既能有效利用资
源，还能帮助群众增收。从 4 月份到现在，已经收购各类
树叶 1.5万多公斤，带动群众增收 3万多元。

林麝养殖基地旁边原来是一片荒坡，如今栽满了
樱桃、桃树、杏树等树苗，小树苗在阳光的沐浴下正茁
壮成长。

胡峰说：“林麝产生的排泄物我们将还田处理，后期
这一片荒坡将变成一片绿野。对面坡上的油菜地里是我
们养的蜜蜂，今年已经开始产蜂蜜了。”循环式发展既有
利于环境保护，还能增加群众收入，可谓一举多得，胡峰
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林 麝 养 殖“ 香 千 里 ”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屋顶铺满淡黄色的茅草，土墙上挂着玉米棒、高粱
穗、红辣椒串，一条悬挂红灯笼的仿古长亭蜿蜒在院子中
间……4 月 12 日，记者来到洛南县三要镇罗村电商助农
基地，眼前俨然一个古朴的农家小院。微风拂动，耳边不
时传来清脆悦耳的风铃声。

院子的主人叫田野，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
系，他在西安创业成功后，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凭着一股拼劲
又毅然返乡，开启了一场新农人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电商带货助农电商带货助农

“我以前在西安拍摄视频搞宣传，却从来没有宣传过自己
的家乡。”回忆起在西安创业的经历，田野苦笑着摇了摇头。城
市的牛奶面包终究抵不过家乡的豆浆油条。看着自己的视频
在网上逐渐火爆，2022年，田野选择回到家乡洛南。

“起初也只是拍摄洛南的风土人情，记录自己返乡创业
的日常。”田野说，但是随着在农村扎根的时间越来越久，他
发现周围很多村民因农产品滞销而发愁，于是做出了大胆
的决定——做助农电商。

“刚开始主要是帮群众卖家里种的葱、红薯、土豆、柿饼
之类的初级农产品。”田野一边翻看之前的拍摄内容，一边
介绍道，群众的农产品供货量都不大，去年全村有 20 多户
人把自己生产的高粱米、苞谷、鸡蛋、红薯、土豆等农产品拿
到电商基地代卖。

住在村东头的张炳山老人是给田野提供农产品的常客，
平时没少夸赞田野。“我家里养了两只鹅，平时下了鹅蛋就拿
过来让帮忙卖，每次都供不应求呢！”张炳山乐呵呵地说。

和张炳山同样高兴的还有刘书生一家。前年因为疫
情，家里 150 多公斤柿饼卖不出去，田野通过电商平台帮忙
销售，两个小时就全部卖完了。“我们一家人都很感谢田野
的帮忙，每次有多余的优质农产品，我们都会拿给田野，让
他帮我们销售。”刘书生感激地说。

根据田野直播间后台数据统计，2022年，他累计销售各
类农副产品近 4000 公斤，给农民支付 5 万多元货款。2023
年，直播带货累计销售了近 200万元的农产品。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我们第一次把洛南的馃子、麻花、
锅盔等食品卖给了外地人。”田野激动地说。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田野不仅成功将当地土特产
卖向全国，也给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邻村有一个 21 岁的孩子，由于先天性脑瘫，只能在家
依靠父母养活，在得知田野招聘包装员后，他的父母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联系田野，想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重燃生活
的希望。”罗村党支部书记吴凡说。

“他平时主要负责打包快递，特别热爱这份工作，风雨
无阻，每天按时上班，每个月都能挣 1500元左右。”田野说。

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田野正在用新
思路解决老问题。

突破创业瓶颈突破创业瓶颈

“前几天，因为生产许可证问题，我们被职业打假人举
报了。”前不久，田野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视频提到，农
民好的产品入驻电商平台，必须要有 SC 生产许可证、经营
许可证、质检报告等资质，否则这些都是“三无”产品，不符

合销售标准，不允许在网上流通。
田野无奈地说，这是目前助农电商普遍面临的问

题。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在资质上过不了关，就只能
烂在手上。在销售过程中，从村民手中收回来的农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也是一大难题。

“我们都是以市场价收购村民的农产品。”田野坦
言，“有时候农民给拿过来的东西存在质量问题，卖出
去后被退回来，又不能去找他们追究问题。一单退回
来，相当于十几单就白卖了。”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田野他们只能严把质量关，
把农产品收回来之后，自己筛选，进行二次包装，达到
符合平台要求的标准，然后跟一些厂家签订相关许可
证的授权协议。这样一来，成本增加了，但是给农民
减轻了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卖的产品价格可能高一
点，顾客一般都还能接受，毕竟都是农户自产的农产
品。”田野说。

谈及新的一年的规划，田野表示今年想尝试做自
营品牌，自己去办理产品资质、营业执照等，把收购回
来的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赋予产品更多价值，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

逐梦乡村振兴逐梦乡村振兴

要在泥土里扎下根，蹚出一条新路来，会遇到许多困
难和挑战；从城市辗转到乡村打拼，同样面临角色的转
换，需要适应从高楼大厦、灯火通明到田垄阡陌、鸟语虫
鸣的环境变化。而田野不断克服困难，渐渐走出了一条
明朗的路。

“这两天我们的共享菜园已经开始为认领地块的客户
种植蔬菜了，我也为自己的第一块地种上了鲜花，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像鲜花一样绚丽多彩。”田野笑着说。

这是田野尝试将短视频、电商和农村资源进行深度融
合的一次具体行动。

2023年年底，田野与罗村签订运营合同，通过自媒体和
电商参与村里的乡村振兴建设。因为有短视频拍摄制作的
经验，田野负责共享菜园的日常运营和宣传工作，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地块，每个认领者可以认领地块 45
平方米，地块分为自理和全托管两种模式来管理。

村上主要是提供线下支持，外地认领者的地块由村
上雇佣村民种植，田野收取一些运营费用，主要收入交给
村集体。

在共享菜园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田野又尝试成立小
鸡飞翔生态农场，实施“认领一只鸡”计划。他在老家的竹
林里搭建鸡舍，安装太阳能灯和监控，向所有认领的顾客全
程直播小鸡生长过程。

“这几年，跑了很多地方，考察了很多项目，在秦岭大山
里，生态养殖是最能体现生态价值的项目之一。”田野说，现
在鸡舍已经搭建好了，在网上购买的乌鸡、芦花鸡等品种都
已经陆续到货。截至目前，他已经提前预售出去 1万多颗土
鸡蛋和 100多只鸡。

走进养殖基地，漫步在竹林间，翠绿的竹叶在风中摇
曳，鸡棚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林中，竹林下的小鸡正在竞相觅
食，鸡鸣声、鸟鸣声此起彼伏，让寂静的乡村充满了生机。

“卖菜的大叔会提前把菜叶攒起来，做豆腐的乡亲们会
把豆渣留下来，县城酿酒的朋友也会喊我去拉酒糟。”田野
将切好的韭菜拌进粉碎的玉米饲料里，略带感动地说，“返
乡两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这也是我能坚持到今
天的重要原因。”

随着被认领的鸡越来越多，田野正在扩建小鸡生态农
场二期鸡舍，把老家所有的竹林都围起来，有 6亩左右，估计
能容纳 3000只鸡。

“最近打算给村里的乡亲们每人都发一点鸡苗，希望能
带大家一起养鸡致富。”田野说。

乡村振兴，是一个呼唤人才同时造就人才的舞台。像
田野这样返乡创业青年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广袤乡村回
馈他们以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从大山来又勇往大山去的
田野，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力量反哺家乡。

“ 90 后 ”新 农 人 逐 梦 田 野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黄朝梅

眼下正值烤烟移栽的黄金
期，连日来，洛南县抢抓时令，有
条不紊地推进烟苗移栽工作，为
烟农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城关街道的各个烤烟种植
基地，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地膜如
五线谱般铺展在群山之间，烟农
们分工协作，手拿农具、烟苗，定
距、打窝、栽苗、浇水……田间地
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今年我通过村党支部流转
土地 1100 亩发展烤烟，预计实现
产量 7.5 万公斤，产值 500 多万
元。”城关街道七岔口村的烤烟种
植基地负责人郭斌穿梭在田埂
间，边查看烟苗移栽情况边说。

城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井涛
介绍，今年，城关街道 7 个村发展
烤烟 6100 亩，计划新建 4 处五联
体智能化烤房，填补东部片区产
业空白，促进农民稳步增收。“烤
烟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将当地
闲置的土地盘活起来，助力群众
增收致富，还能让更多村民在家
门口就地就业，增加收入。”他说。

“我在烤烟基地育烟苗、起垄
务 工 两 个 多 月 了 ，一 天 可 以 挣
100 块钱，既可以照顾家人也可
以拿一份工资。”城关街道中心村
村民齐勇高兴地说。

在景村镇下涧村的烤烟种植
基地里，烟苗移栽也在如火如荼
进行着。“去年以来，我们着眼村
情实际，经过充分调研，积极向农户宣传烤烟种植政策，得
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以合作社带动、党员带头、种植大户
合作的运营模式，选择适宜烤烟种植的土地进行流转，
2024 年下涧村计划种植烤烟 1500 亩，以多元化产业发展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下涧村党支部书记李恩乾说。

洛南县烟草公司驻景村镇烤烟种植技术员张向阳介
绍，下涧村是洛南县烟草公司发展的新区，为提高烤烟种
植规范化水平，保证烟叶质量和产量，公司技术员常年扎
根在烟田里，为烟农提供专业、免费的技术指导，促进烟
农稳步增收。今年，景村镇烟叶产量预计可达 350 万公
斤，产值 2200 多万元。截至 5 月 6 日，全镇 11 个村已完成
烟苗移栽工作。

景村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将发展烤烟产业作为促
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的新引擎，将村民链入烤烟产业
当中，让富余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围绕全镇产业发
展布局，我们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提效益、三年成规
模’的发展思路，争取建设下涧、兑山、八一、常湾等 4 个千
亩烤烟村，建成万担（50 万公斤）烤烟镇。”景村镇党委书
记苏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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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土地租出去发展光伏，每年还有分红和租金
拿。现在基地栽种油茶苗，除草、挖沟、栽苗这些活我
都能干，一天还能挣 100元补贴家用，我很高兴！”说到

“农光互补”项目，商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居民、现年
71岁的周银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5月 10日，走进商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 20亩光伏
基地，旋耕机正在来回穿梭松解土地，群众正在清除杂
草、挖沟、栽种油茶苗，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如何把光伏板下的土地利
用起来，发挥效益，是青山镇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2024 年，青山镇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商洛市兴隆科技开
发服务有限公司“农光互补”项目，将太阳能发电组件
与农业设施、农业种植项目相结合，在山地间采用高支
架和大间距布置光伏阵列，并利用光伏板下空间种植
生长条件适宜的农作物，形成融合互补之势，在保证光
伏电站发电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光伏板下的闲置土
地，开发农业特色种植。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新
的用工需求，大量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拿租金、分红、赚
薪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持续“双赢”的局面。

“茶树属于少数耐弱光的植物。茶树优质栽培需要
遮光，适宜的温度及合适的光源对茶树生长非常重要。
在光伏下方栽种茶树，不但能解决抗旱遮光的问题，增
强茶树抵御灾害的能力，还能提升茶果品质、提高茶油
产量。既不影响茶树生长，还将空间立体高效利用，大
大提高土地和光能利用率，实现农业与光伏产业的互
补。”青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晖说。

青山社区在“农光互补”项目建设初期，为了实现
优势互补、土地再利用，减少水土流失，在搭建光伏板
的时候，设计高度最矮的地方离地不低于 2.5 米，保证
了农业种植的通风、采光的条件，在行与行之间保证了
至少 6.5 米的距离，保证了在农业种植的时候可以满
足小型机械作业。与此同时，油茶的种植也美化了光
伏基地环境，丰富茶产业业态，打开农旅融合发展的全
产业链通道，为实现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农光互补”，绿富同兴，这是青山镇学习“千万工
程”经验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该镇立足提升土地综
合利用率，积极探索“光伏+农业”发展模式，在光伏基
地套种油茶，实现“一地二用、农光互补”推动村集体经
济和农户持续“双增收”。

“农光互补” 绿富同兴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舒 娜

利用优势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

村民在光伏板下利用小型农机作业村民在光伏板下利用小型农机作业

田野在直播间销售本地的农副产品田野在直播间销售本地的农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