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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笔者沿着刚刚新建的盘山产业路，来到柞
水县杏坪镇中台村石家山，茶山上人声鼎沸，人们正在为
茶山正式开园忙碌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台村省级非遗传承人魏绪明老人正在表演自己
创作的渔鼓独唱《喜悦的茶园》：“云蒙山茶真是美，云蒙
山茶就是香，各地品茶到中台，几种名茶品一品。眼下
就要采芽尖，高档茶叶闯天涯，吃也香、睡也甜，精神饱
满建家园。”

中台村地处秦岭腹地，因山大沟深，很早以前，贫穷落
后是这里的代名词。为了彻底摆脱全村经济发展滞后的
现状，中台村“四支队伍”充分抓住苏陕协作重点扶贫产业
项目机遇，在江苏南京高淳驻柞工作组援建下，建成柞水
唯一的“绿色茶叶示范基地”，茶叶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可观，茶园项目成为中台村全面
振兴的基石。

荒山变金山

早在 2018 年，时任南京市高淳区驻柞工作组组长、柞
水县委常委、副县长杨宏玉组织援柞农业专家在走访中发
现，柞水是商洛市没有茶叶产业的县，而茶叶恰恰是高淳
富民的一项重要产业。

守着荒山致富难，找对路子才能谋发展。从 2019 年
开始，为了打造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为群众寻一条持续稳
定的增收路，南京市高淳区驻柞水工作组在杨宏玉的带领
下，加快推进协作步伐，以期实现南茶北移，千亩无性系茶
叶种植园应运而生。

“刚开始，由于缺乏资金支持，项目开展并不顺
利。”现任高淳区驻柞水工作组组长、柞水县委常委、

副县长魏巍表示，经过不断努力，驻柞水工作组商议整合
高淳区 7 个镇办 24 个集体经济强村结对帮扶资金 210 万
元，采取飞地建园模式，将资金集中投入中台村茶园项目
建设。在此基础上，苏陕协作资金连续三年将茶园列为重
点支持项目，投入资金 1270 万元，支持茶园扩建、茶叶加
工厂、环山道路等建设。高淳区财政为每亩茶园每年补助
1000元，2019年 360亩、2020年 1030亩、2021年 1100亩
的补助资金已经到位。

资金到位，良种、技术也应齐备。为适应柞水气候环
境，抗冻性强的“龙井 43号”“金萱”等 5个耐寒耐旱的优质
茶叶品种从高淳运了过来。来自高淳的农业技术专家赵
福荣等人也扎到了当地的田间地头，面对面地讲、手把手
地教，帮助当地茶农解决种茶的技术难题。土地开垦、茶
苗种植、寻找水源、电力供应、安全过冬、改建道路、建设茶
厂，中台村的茶叶种植面积已从 1 亩增长到目前的 2000
亩，昔日荒山变成了如今的金山。

目前，已投资 1546 万元建设茶园，在石家山、张氏沟、
吴家湾、左家坡、八台坡等 5个片区示范种植 7个优质茶树
品种 2090亩，新建标准化茶叶加工厂 1570平方米、产业路
3.6 公里。石家山、张氏沟前期 500 亩茶已全面采摘，预计
亩产干茶 1公斤以上，年收益可达 50万元以上。随着茶叶
的初步开采，产量将会逐年增加。

该村党支部书记范培勇说：“中台村茶园有着陕南
山区青山绿水、空气清新优势，这里山峦起伏，溪流纵
横，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人烟稀少，是茶叶生
产的理想之地，又因天然无污染，在茶叶加工方面，注重
品质和颜值，并在包装设计、品牌营销等方面创新，通过
更为个性化的方式赋予了茶新的内涵，让茶饮回归大众
饮品市场，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石家山千亩生态茶园 80%分布在海拔
500 米至 800 米的山坡、山顶上，山上云雾缭
绕，山间碧水盈盈长流，茶树清香溢满山，是
生态旅游的好去处。下一步，随着茶园建设
形成规模后，各方将着力打造生态旅游基地，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强村富民。

粮农变茶农

“中台村通过发展生态茶园产业，解决了群
众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矛盾纠纷，助推
了村上经济发展。”村委会副主任杨志灵说，“通过土
地流转、劳务、公益岗安置、分红等方式，将全村 156 户
495 人联结到茶叶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 200 多名群众就
地就近就业，户均年收入超过 1万元。”

在没有茶园以前，当地群众以粮食种植为主，家庭主
要劳动力依靠外出务工解决家庭开支，大量的山坡地闲置
荒芜，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在家无所事事，邻里矛盾纠纷
接连发生。

在茶园建设上，村上采取“政府+集体经济+基地+农
户”的模式逐步推进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充分利用苏陕
协作扶贫资金，在大量闲置土地上集中统一栽植茶苗，并
将茶园建设项目向上申报，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待茶
园建成后，将全部交由原来出让土地的农户来管理，农户
采的茶叶由村集体收购进行加工对外销售。这样一来，当
地农户在茶叶种植建园初期享受退耕还林政策解决了温
饱问题，茶园建成后由农户直接种植管理保证了稳定增
收，真正使当地村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农”。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成立了援柞农业管理专家队，
专门负责茶苗种植、茶园管护、茶叶加工、品

牌创建、产品销售等方面技术指导，邀请
专家对种植农户进行授课培训，并

成功注册茶叶商标，解除了茶农
种 植 、管 护 和 销 售 的 后 顾 之

忧，为茶叶特色产业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弱村变强村

高淳柞水共建茶叶
产业园建设借鉴、融合
先进地区的发展理念、
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中台村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提供了引领示范作用。

柞水县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作为联村帮扶的
牵头单位，将发挥组织宣传优势，加强联络协调，全力配合
村“两委”会，紧抓当前苏陕协作项目优势，通过招商引资
做大做强茶叶产业，使茶园发展达到规模化、标准化、生态
化，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目标。”

目前，中台村“两委”会班子和柞水县信访局、长安银
行驻村工作队正在借助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东风，按照

“茶叶园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思路，以北方“茶文化”
为主线，以生产有机茶、建设新农村、发展特色游为抓手，
围绕石家山茶园、庙湾大棚木耳基地两个区域，进行综合
治理提升，着力打造一个生态观光、餐饮住宿、茶艺表演、
休闲体验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产业园，不断丰富农村生态
旅游内容，助推全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杏坪镇党委书记阮鹏说：“去年，中台村人均纯收入超
过 1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13.56 万元，已经成为全镇名副
其实的经济强村。”

“踏足云中茶园，品鉴云雾仙茗。有初茶，正茁壮，只
待诸君来鉴赏。”3 月 15 日，著名歌手周澎来到云蒙茶山代
言，“邀请广大游客前来踏青
赏山色，喝茶品健康。”

近年来，中台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茶树绿了青
山，茶园富了百姓，茶叶加工
厂壮大了集体经济。茶叶产
业不仅仅带来物质上的富足，
更让广大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也得到富足。

茶树绿了青山 茶园富了百姓
本报通讯员 周成全 周长博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树义)近年来，山阳农商银
行紧紧围绕“清廉养正气、廉洁促发展”的管理理念，
持续深入加强清廉文化建设，大力开展清廉文化活
动，清廉金融建设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2019年连
续两年被省联社评为党风廉政建设优秀单位。

突出育，以案为鉴净化身心。山阳农商银行先
后组织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及中层以上党员干
部 200 多人次，走进山阳县袁家沟党性教育基地、
商州区北宽坪红色教育基地、山阳县纪委监委、商
州监狱、长安信用联社等处，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
精神洗礼，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线；举办职工夜校，组织观看《贪欲悔》《贪欲之祸》
等警示片，以金融系统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树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清
廉之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突出警，廉政提醒防微杜渐。山阳农商银行坚
持“早打预防针、提高免疫力”，紧盯重要节日节点，
坚持不间断地对党员干部职工进行廉政短信提醒。
坚持党委书记讲党课、纪委书记集体廉政谈话常态
化不动摇，坚持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不务
虚，达到了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警示效果。同时，
该行合理运用“四种形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
常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对存在问题约谈函询，让“红
脸出汗”成为常态，将问题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突出造，廉政氛围风清气正。山阳农商银行努
力践行“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廉洁理念，
积极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清廉氛围，切实筑
牢“廉洁从业、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求员工
每年递交《廉洁从业承诺书》《家风家教承诺书》，山阳
农商银行纪委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家属签订《家庭助
廉责任书》，有力有效发挥好亲情监督预防作用，牢固

树立家庭成员助廉、促廉、倡廉意识。加强干部任前考察、廉政谈话、廉政鉴定、
廉政考试等制度执行，逐人建立廉政档案，为选人用人、防止带病提拔提供了坚
强纪律保障，充分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廉洁环境。

突出宣，打造多元廉政园地。山阳农商银行坚持以“廉荣贪耻”为主题，在
机关办公楼设立廉政长廊，在支部党员活动室设立廉政园地，扎实开展优秀员
工、服务明星、廉洁标兵先进事迹和图片展，传递身边廉洁正能量，弘扬清正廉
洁好风气，持续激发员工爱岗敬业热情。大家积极撰写党风廉政建设、优良家
风家教故事稿件和论文，先后被《陕西信合廉政园地》采用7篇；向县纪委监委报
送廉政工作稿件、新闻图片11篇，其中有6篇被省、市报刊刊载。

山阳农商银行将一如既往地把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融入日常工作，将清廉
金融文化理念根植于机构经营管理之中，以拒腐防变的决心、正风肃纪的恒
心、永葆廉洁的信心倾力打造“清廉信合”，推动清廉文化建设和具体业务工作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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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十里花争艳。清明时
节，笔者走进山阳县西照川镇乔家坪村，漫山遍野
的连翘花迎风绽放，一片金黄，美不胜收。金黄色
的连翘花扮靓了大山里的春天，也预示着今年将
是一个丰收年。

因地制宜 发展连翘产业

西照川镇乔家坪村距山阳县城 120 公里，海
拔 900 多米，属高寒山区，土地瘠薄，且多以山地
为主，村里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产业发展曾
是一大难题。

2016 年，在西照川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乔
家坪村成立了生态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乔家坪
村结合当地山地面积大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在
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多方求证，最终选定在该
村大力发展连翘产业，摸索出了一条“产业治荒、
科技兴农”的绿色发展之路。说干就干，当年乔家
坪村就发展了集体经济连翘 90 多亩，带动村民种
植连翘 860多亩。

“经过这几年的巩固发展，目前已是连翘的盛

果期，亩产最高可达 100 公斤。当前，鲜连翘的市
场价格是每斤 10 元，价格始终稳步攀升。”乔家坪
村党支部书记王乾刚信心满满地说，“下一步，我们
将不断提升种植、管护水平，多出去学习别人的好
经验好做法，持续把连翘产业做大做强。”

壮大规模 产品供不应求

“我这是第 3年收益了，一开始每亩连翘卖 300
元，现在每亩连翘卖1000多元，去年仅连翘一项收入
5000多元。”乔家坪村下坪组村民王安民望着满山的
金黄花朵，兴高采烈地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近年来，西照川镇按照“扩量、提质、增效”的
思路，将龙山片区划定为连翘产业发展的核心
区，将连翘作为“一村一品”主导产业和巩固脱贫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支柱性产业来打造，
努力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

镇上每年投入资金用于连翘春季、冬季各科
管，还通过免费提供树苗、选派技术人员、激发群
众种植积极性的办法，加快发展连翘产业。目前，
全镇 6个村栽植连翘 3200多亩。

由于西照川镇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加之连
翘种植面积大、成色好，每到丰收时节，吸引了全
国的一些药材经销商前来收购。

如今，昔日的“苦连翘”给群众带来了“甜日子”，
昔日“荒山”逐步成了老百姓持续增收的“金山”。

绿色发展 扮靓乡村“颜值”

“在闲置荒芜的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和撂荒地
栽连翘，争取到新一轮退耕还林补贴每亩 1200
元，不仅能让群众增收，还能更好地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形成靓丽的风景，将来更能让子孙后代受
益。”西照川镇相关负责人说。

借助连翘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西照川镇的
产业发展正在阔步前进。今年，西照川镇又新种
植苍术 1000 亩、金银花 200 亩、白及 900 亩、猪
苓 6000 窝，力促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9000 亩的年
度目标，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
产业基础。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是西照川镇进
入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西照川镇 “苦连翘”带给百姓甜日子
本报通讯员 张亚男 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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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连翘花连翘花

采茶女采摘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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