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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为更好满足彩民购彩需求，广泛吸纳人员就业，推

进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商洛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现针对我市空白区域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福利彩票投注站。

销售场所具备条件

（一）原则上应位于建筑物一层，非临时建筑或政

府拆迁范围的建筑；

（二）申办人对场所拥有所有权或1年以上的使用权；

（三）营业面积：旗舰店不少于 40 平方米，专营店

不小于 10平方米，兼营店彩票区域不小于 5平方米。

销售场所申办人条件

（一）年满 18 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

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二）有与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三）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

（四）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

用记录；

（五）非国家公职人员或参公管理人员。

相同条件下，优先考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

职工、低保家庭，以及具备完全销售能力的残障人士。

申办所需资料

（一）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份；

（二）一寸免冠照 1张、户口本复印件、学历证明；

（三）近 五 年 内 无 刑 事 处 罚 记 录 和 不 良 商 业 信

用 记 录 ；

（四）房屋租赁证明或房产证等。

空白市场

商州区：北宽坪镇、夜村镇、金陵寺镇、麻街镇、闫村

镇、黑山镇、牧护关镇、三岔河镇、腰市镇、杨斜镇。

洛南县：麻坪镇、巡检镇、高耀镇、寺耳镇、洛源

镇、景村镇、石坡镇、柏峪寺镇。

丹凤县：蔡川镇、庾岭镇、寺坪镇。

商南县：青山镇、湘河镇、十里坪镇。

镇安县：青铜关镇、米粮镇、柴坪镇、达仁镇、

木王镇、庙沟镇、铁厂镇、大坪镇、月河镇、高峰镇、

茅坪回族镇。

山阳县：银 花 镇 、色 河 镇 、王 阎 镇 、两 岭 镇 、

天竺山镇。

柞水县：小岭镇、杏坪镇、营盘镇、瓦房口镇、

凤凰镇。

商洛市福利彩票投注站招募公告

报名地址：商洛市商州区州城街民政路市民政局一楼商洛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101室 咨询电话：0914-2313743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男）
前不久，笔者见到了山阳县西照川
镇南五味子育苗基地负责人鲁文
成，他介绍了五味子种植情况：今年
育苗 12 亩，每年阳历 2 月播种，10
月取苗，每亩 5 万株，一年生苗零售
价 1 元/株，根系发达，已木质化，栽
植不限地域，好栽易成活，年收入达
60万元。

南五味子适应性强、产量高，2
至 3 年挂果，4 年达到丰产期，亩产
可 达 4000 斤 ，鲜 果 每 公 斤 40
元，干品药材每公斤 55 元,在靠山
靠地致富、靠产业增收的山区，发
展 五 味 子 种 植 是 非 常 不 错 的 选
择。育苗从租地、整地、下种、日常
管护、取苗到打包发货，年劳务等
支出 4 万多元，可带动 12 人年人均
增收 4000 多元。目前，育苗基地
苗种通过物流远销全国各地，且供
不应求，明年计划再发展 10 亩，让
育苗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收入，并通

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帮扶力度，提
供种苗、技术服务，回收产品，让全
村群众认可并种植五味子，让五味
子种植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致
富的又一强大引擎。

五味子属于食药物质，在我国
传统饮食文化中，被作为食材广泛
食用，主要用于久咳虚喘、遗尿尿
频、久泻不止、自汗盗汗、津伤口渴、
内热消渴等治疗。五味子市场前景
好，价格稳定逐年上扬，经济效益非
常可观，是一项稳定增收的长期产
业。西照川镇现有五味子种植基地
300 亩，野生科管 3000 多亩，野生
五味子漫山遍野可见。有南五味子
育苗基地 2 个 30 亩，辖区内五味子
年产值近 300万元。西照川镇依据
市场对中药材五味子的实际需求，
引导群众搞五味子育苗基地建设，
积极种植五味子，不仅填补市场的
不足，也为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起
到了一定的产业引领作用。

五味子变身“金串串”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斌
张燕 罗莹）今年以来，商洛市农

科所驻洛南县洛源镇涧坪村驻村工
作队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主线，
坚持党建引领统揽全局，通过筑牢
基层堡垒、发挥党员作用、开展环境
整治、壮大村级积累，不断激活党建
引领发展的强劲动能，全面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

涧坪村紧紧围绕“三百四千”
工程奋力赶超行动，健全党建工
作制度，每月按时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推行“党支部+党员+群众”
的党群联系服务体系，严格执行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规范开好
“三会一课”，打造“三室合一”活
动室。按照“抓载体、强产业、创
品牌、重引领”工作思路，精心打
造党建示范点。村上积极为民办
事，新修产业路 177 米；协调完成
路面平整硬化 13.4 千米；争取太
阳能路灯 300 盏，已安装 60 盏；
完善提升文化广场 100 平方米；
新建人饮蓄水池 4 座，争取 PE 自
来水水管 3 千米；修复农田 400
多亩、河堤 12.6 千米；完成入住
C、D 级危改 41 户和生态搬迁 8
户、房屋提升 100户，入户路硬化
25户 2.6千米，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涧坪村坚持每月访遍所有农户，宣传政策，交心
交流，了解问题，听取建议，厘清思路，研判解决实际
问题 66 个，化解矛盾纠纷 37 个；组织开展劳务政策
宣传 21 场次，提供就业信息 400 多条，组织外出创业
就业 220 人次，协调 4 家企业吸纳群众 251 人；落实

“人盯人”防返贫动态监测，严格程序，精准帮扶，确
保农户不返贫致贫；开展食用菌、马铃薯等技术培训
18 场次、410 多人次，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1 个，推广
新品种 3 个。

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为契机，涧坪村结合灾后
建设，积极开展村容村貌综合整治，组织制定《村秦
岭山水乡村建设发展规划》，健全村内卫生保洁、责
任包片制度，采取环境卫生评比达标、卫生进步户
评比等措施，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全方位扮靓
村组“颜值”。在九组集中打造土坯房改造提升示
范点，实行房水田路综合治理，全市土坯房改造现
场观摩会如期在村召开。另外，积极培育龙头带动
主体，开展招商引资并全力服务 4 家食用菌企业；协
助贷款 25 万元，支持发展中药材、农家乐等增收产
业；免费发放蔬菜良种 2562 袋，提供脱毒马铃薯良
种、原种 50.1 万粒，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13 亩；推广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300 亩，积极争取 50 万元项目资
金发展食用菌产业，新建大棚 17 个，建产业用房 4
间 100 平方米，种植平菇 8.9 万袋，实现销售收入 8
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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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丹凤县铁峪铺镇东川村茯苓喜获丰收，该村充分利用集体经济，结合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成功培育茯苓 8000 多窝。今年第一批茯苓喜获丰收，预计经济收入达 10 万多元，可带动当地 79 户
脱贫户增收。 （本报记者 巩琳璐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侯晓光）在柞水县曹
坪镇马房湾村的金湾湾公司现代化木耳筛选
包装厂车间，三条流水线有条不紊地生产作
业，各式设备摆放整齐，功能分区明确。

此时，车间外的二号木耳大棚基地里，耳
农正采摘着今年的头茬木耳，热闹非凡。走

近一看，黑压压的木耳俏皮地
探出了小脑袋，在集体经济的
舞台上谱写耳农的心声之歌，
舞动产业的发展音符，跳出独
特的木耳之舞。

马房湾村支书张国锋说：
“春季我们种了 138 万袋大棚
木耳，产干耳 44 吨，取得了有

史以来的大丰收。春耳去，秋耳来，考虑到
秋季温度对木耳产量的影响，我们种植了
45 万袋秋季木耳。管理上，一直严格按照
早晨开棚、晚上闭棚，早晨和下午定时、定量
灌溉的要求，当前已收获头茬干耳 700 公
斤。在科学化管理下，我相信秋季木耳肯定

会提质增量。”
小木耳种植热情高涨，马房湾村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就在三年前，马房湾村还是另一番模

样，村子发展慢，无目的、没方向。怎么改
变？怎么发展？这是摆在马房湾村面前的
头等大事。恰逢各类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向
深度贫困村大力倾斜，借此机会，2019 年
马房湾村开始新建大棚，仅用了 3 年时间，
96 个标准化木耳大棚拔地而起，金湾湾木
耳筛选包装厂也初具规模。但由于设备不
齐全、人员不完善，加上后续运营需要继续
投入很多，这让渴望快速发展的马房湾村
陷入两难。

“柞水县财政局主动帮忙联系，申请了
20 多万元的产业帮扶资金，这下设备齐全
了，技术人员到位了，运营资质也顺利取得
了。不仅产能提高了，年产值更是提升至
439 万元。”张国锋说，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
了马房湾村的发展难题。

一耳兴，百姓富。马房湾村的经历，是依
托产业振兴成功脱贫的典型案例，也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落实精准帮扶的一个缩影。

望着林立整齐的木耳大棚，驻村第一书
记牛晓波一脸自信：“我们将继续凝心聚力，
全力打造木耳产业新高地，久久为功，优先发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乡村产业振兴路，交出
一份让群众满意的致富答卷。”

种下黑木耳种下黑木耳 开出开出““致富花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