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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特色产业

严希梅是柞水县乾佑街道车家河村一名
普通农村妇女，去过西安等地务工。去年底，她
要照顾刚出生的孙子，无法离家太远。全家的
开销主要依靠丈夫和儿子在外打工的收入。像
她这样的留守妇女在当地乡村比较普遍。

2022 年，南京市高淳区对口帮扶柞水
县联络组在调研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联合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为车家河村制定了通过
发展民宿产业带动乡村经济的一套方案。
很快，由基金会和苏陕协作工作队联合出资
的高端民宿“西坡秦岭”项目在车家河村动
工，村里 4 座闲置的旧房屋被修缮翻新，其
中就包括严希梅家的老房子。

目前，严希梅在“西坡秦岭”民宿从事保
洁工作，一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这份
工作既轻松又管饭，还能让我照顾家里，我
真的很知足。”她说。

车家河村约有2000人，此前村里的年轻
人大多外出务工。现在产业发展起来了，留在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90后”村干部余应东
就是其中一个。“过去我在外面做汽车销售工
作，一个月也有过万元的收入。可我总觉得，年
轻人应该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什么。现在村子的
发展越来越好，让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看到了希望，所以我去年回来了。”余应东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1 年以来，
结合柞水当地可耕土地偏少、闲置房屋多等
特点，联络组帮助柞水县多个村子因地制宜
发展民宿、木耳种植、蜜蜂养殖等“庭院经
济”。“庭院经济”不仅让群众的精神面貌大
为改观，也让许多山区群众不用外出打工就
能在家门口赚钱。

在柞水县，受益于“庭院经济”的还有凤

凰镇双河村村民熊英水。2022 年，联络组
在调研中发现，双河村林草资源丰富，漫山
盛开着各种野花。这里无工厂、无污染，境
内有连翘、华山松、油松产业基地，是土蜜蜂
的理想蜜源地。

为了帮助双河村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联络组投入苏陕协作资金 30 万元，为群众
购买蜂箱、种源，结合中华蜂产业投入少、周
期短等优点，谋划实施了中华蜂养殖加工

“庭院经济”项目。当年，双河村新增养殖中
华蜂 500 箱，改造提升蜂蜜提纯包装加工车
间，完善配套加工生产设施，安排专业人员
对村上蜂农进行跟踪技术指导。

村民陈世贵说：“我们这里耕地面积少，
过去主要是靠山吃山，秋天就去山里打板栗，
平常就挖挖药材，收入也不稳定。过去我也
养过蜜蜂，但都是一两箱随便养养，也没挣上

啥钱。去年，村里发展‘庭院经济’，给了我
30箱蜜蜂，算下来也有1万多元的收入。”

双河村党支部书记郭伦志介绍，全村目
前共有 11 户参与“庭院经济”养蜂，从去年
的成效看，户均增收 1.8 万元。这些群众家
里产的蜂蜜，年底村集体统一收购后，通过
平台直接销往全国。

南京赴陕挂职干部、柞水县发展改革
局副局长周坤介绍，目前发展民宿和养蜂
仅仅是“庭院经济”的试点。从这一年多来
的效果看，增收很明显，基本上得到了群众
的认可。下一步，苏陕协作在柞水将继续
结合各村特点，科学利用群众闲置房屋，因
地制宜发展“民宿+露营、农场、手工坊、小
餐厅、养殖”等产业，在盘活村庄闲置资源
的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村民享
受更多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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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帮我摘掉了穷帽子、住上了
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不能忘了乡亲，应
该让大家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近日，柞水
县红岩寺镇红安村脱贫户谢仁平用行动回
报乡亲，当村民表示感谢时，谢仁平说出了
心里话。

红安村四组柳木沟地处大山深处，原有
一条砂石路，崎岖陡峭，狭窄难行，村民们常
常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尘”。每年冬
季，山里的水流淌在路面上结了冰，由于路

滑，严重影响村民出行。特别是在夏秋时
节，柳木沟 2000 多亩的核桃、板栗、连翘、华
山松子等经济林需要收获、出售，但由于道
路崎岖难行，村民无法把经济作物及时运出
山销售。平时，村民种地购买化肥、种子等，
都要肩挑背驮。交通不便成了柳木沟群众
的“心病”，也成为制约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的
主要瓶颈。

2018 年，谢仁平的帮扶责任人、红岩寺
镇干部党显委介绍他到一家装修公司学

习。谢仁平不负众望，十分刻苦，熟练地掌
握了装修技术。回乡后，他带领周围脱贫户
承接小型装饰工程养家糊口，年收入如同滚
雪球般逐年增加。

慢慢地，谢仁平自己富了，就搬迁到镇
上安置点居住。然而，柳木沟道路依然难
行，谢仁平十分牵挂沟里居住的群众。走在
坑洼不平的羊肠小道上，谢仁平心里不是滋
味，决心给沟里修一条宽敞平坦的路。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其他人还在过

年，谢仁平就叫上亲戚朋友帮忙修路。有些
路段工程量大，谢仁平就掏钱请人开来挖掘
机修路，他仅给开挖掘机的师傅付工钱达 6
万多元。农忙时节，大伙儿忙于春耕春播、
秋收秋种。农闲时，谢仁平就又带领大家起
早贪黑修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来，谢仁平共
投入资金 15 万元，组织群众投工投劳，修通
了长 1.2 公里、宽 3.5 米的砂石路。近日，村
上通过争取项目资金，已对路面进行水泥硬
化，自此，制约 28 户 144 人生产生活的难题
被破解。

脱贫户雷宝军深有感触地说：“期盼多
年的路修通了，提高了沟里土地的利用率，
有利于产业发展。往后种地和卖核桃、板
栗、华山松子，再不用肩挑背驮。土特产品
在家门口就能卖上好价钱，这都要感谢谢仁
平一年多来出钱出力，帮大家修通了‘致富
路’，为我们增添了致富信心和动力。”

脱贫不忘恩 修路惠乡亲
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

当前，正是天麻收获季节，几名工人
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着将收购回来的新鲜
天麻进行筛选、清洗、加工、包装，扶贫工
厂里一派繁忙的景象。“我去年试种了2亩
天麻，今年采收后，效益相当可观。今年
我又种了 3 亩多，预计明年的收益在 6 万
元—8万元，这让我既照顾了家人，又挣到
了钱。”天麻种植户马云保高兴地说。

近年来，镇安县木王镇长坪村依托独
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按照“一村一品”产业
发展思路，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持续推动
天麻、猪苓等中药材的培育和发展，抓牢
了产业振兴的“牛鼻子”。

长坪村地域狭长，沟壑纵横，林地资
源非常丰富，这为天麻、猪苓生长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天麻、猪苓逐渐成为长
坪村的主导产业。在产业发展中，长坪村
依托“党支部+扶贫工厂+能人大户+农
户”模式，改变了以往产业规模小、风险

高、效益低的局面，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
收致富。

长坪村天麻种植大户李京朗是长坪
村的产业带头人，也是镇安县第十批科技
特派员。在不断摸索中，他成为长坪村扶
贫工厂蜜环菌生产的技术骨干，负责蜜环
菌加工厂的生产运营和技术服务指导等，
该厂年生产加工蜜环菌 10 万多瓶，带动
58 户农户参与务工，人均年增收 3000
元；带动全村 40 多户自主发展中药材，总
面积达 200 亩。在镇安县虹旭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带动下，村上产业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产业链。

长坪村村委会副主任樊厚艳表示，下一
步，长坪村将完善中药材产业规划，通过规划
同步、产业同推、利益同享的方式，持续发展
壮大中药材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谱写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
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村一品”强产业
本报通讯员 李仕涛 邓汉娥 管旭娜

丹凤县古镇棣花北塬，就
是许家塬村。夏秋时节，塬上
果树成林，风景秀美，山花烂
漫，瓜果飘香。猕猴桃、葡萄、
核桃相间种植，偶有柿子树、
枣树及杂木相映成趣，远处黛
瓦 白 墙 ，“ 四 季 常 青 、三 季 有
花 ”点 缀 着 大 地 的 美 丽 与 富
饶，人为勾勒与自然天成的美
丽风光构成了一幅和美亮丽
的乡村风景图。

2022 年以来，南京数溪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苏陕协作
雨丹工作组的牵线搭桥进入棣
花镇，在许家塬村率先完成了
农业产业园区的数字化改造提
升 ，“ 秦 岭 云 上 果 园 ”应 运 而
生。“政府出规则、村集体出资
源、企业出运营、能人出智慧、
村民出力量、苏陕给支持”的村
企联营乡村振兴共同体模式，
破解村集体“造血”难、引才难、
增收难等问题，开辟了当地农
民共富新路径。

“秦岭云上果园”依托数字
乡村机遇，以“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核心，通过移动端
或管理后台录入农事活动记录
信息，并针对农事活动推进节
奏及标准等进行监管，构建空
天地一体化数据采集系统。基
本框架为六大数字化系统，分
别为数字化种植、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园区、数字化营销、数字
化托管及数字化治理。

“秦岭云上果园”以 200 亩
葡萄园区为基础，打造高标准
数字化园区，提供全流程托管
服务，实现了园区现代化、机械
化、标准化及智能化。随着数
字农业的发展，手机成了村民
种植葡萄、猕猴桃等的“新农
具”，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随时查看作物长势，跟进农田
管理；管控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病虫害和授粉等。棣
花镇政府、南京数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反复调研沟通，确
立了许家塬村“果旅融合、数字乡村”的发展方向，“秦岭
云上果园”认养计划就此产生——许家塬村的每一串葡
萄、每一个猕猴桃都附带有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扫
码实时查看果蔬生长情况，即时下单购买，也可以前来观
光采摘。南京数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还助力打造牛头岭
万亩葡萄基地、千亩猕猴桃园及 500亩水杂果园，注入科
技元素新栽优质苗木 4 万多株，施肥灌溉均使用高标准
水肥一体化系统，同时布置物联设备。

雨花台区对口支援工作组帮建的“薄壳山核桃示范
项目”落地许家塬村，南京市科技局和商洛市科技局将该
项目选为商洛科技十大攻关项目之一。在南京科技力量
的加持下，薄壳山核桃如今已经种植 160多亩，鲜果价值
从 7 元—8 元/500 克的价格增长到了 60 元—70 元/500
克，林下套种的 100 多亩中药材桔梗也初见成效。许家
塬村还将原有的 1000 多亩核桃园实施流转，建设了一
处集核桃科普、林下中药材、露营体验、休闲观光、民俗体
验等于一体的“农、文、康、旅”融合的主题公园，成为当地
三产融合的典范。

“秦岭云上果园”可辐射带动 800 多户群众发展产
业，户均增收 2000 元。“秦岭云上果园”重构了农业生产
全过程可信数据档案，保证食品安全、控制环境污染、稳
定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塑造农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和
生产体系，全面提升了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
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治理智慧化水平，用数字化
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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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 矛）近年来，镇安县庙沟
镇对标全县“一厅四地”发展定位，结合镇情实际提出

“打造蚕桑小镇、康养小镇、和美小镇”的发展目标，坚
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创新“三联三创”工作模式，实现

“山上林果、山腰烟、山下桑园连成片”的产业结构发展
模式，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
新突破。

庙沟镇充分考虑各村主导产业差异化的实际，由党
委牵头，对全镇产业进行总体规划布局，成立蚕桑、食用
菌、烤烟、中药材、康养旅游 5个产业链功能性党总支，党
总支串联有相关产业的支部，下设产业党小组，将党员致
富带头人及产业大户紧密镶嵌在产业链上，建立“党委+
产业链党总支+村党支部+产业链党小组+党员致富带头
人”的组织架构，搭建各党支部间资源互补、人才交流、信
息流动、技术指导、渠道共享 5 个平台，由具有产业优势
的“上游”村党支部负责规划、指导、信息传递，参与的“中
下游”村党支部负责提供人力、物力、资金，相关产业主导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党总支书记。

庙沟镇结合“党建领航 红映栗乡”主题实践活
动，选派镇党委委员担任各产业链党总支指导员，对各
产业链的产业谋划、资金使用、项目实施、人才流动、技
术指导、市场对接进行全过程的把关统筹，充分发挥党
委在产业打造上的引领作用。通过召开产业链党总支
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商规划、共议思路、共享经验、共御
难题，推动产业连点成链、集链成群，从而打破资源、技
术、人才、数据壁垒，实现产业规模化、产品多元化、技
术标准化、购销渠道共享化的目标。

庙沟镇在产业链党总支组建的平台基础上，发挥
产品、文化“两张名片”作用，合力打造品牌。紧扣庙沟
镇“百神山”这个最具知名度的文化标志，注册“百神
山”系列农产品商标，涵盖镇内特色农产品、中药材产
品、蚕丝制品三大种类，通过打通全产业链“上、中、下
游”，实现信息共享、品牌共创。充分挖掘旬河水乡文
化和蚕桑种养文化，推进“文旅”“农旅”融合，赋能康养
旅游。组建“头雁销售团队”，建立电商中心和销售直
播间，让文化、产业与电商有机融合，搭建起消费者与
农户信任沟通的有效桥梁；以庙沟独特的人文、自然和
产业风光吸引观光游客，依托“联营人才库”，支撑产业
发展，真正实现将“产品”变为“商品”。

庙沟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天麻加工天麻加工

近日，笔者走进商南县富水镇桑树村
的商南县宏润鑫睿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香菇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大棚错
落有致地排列在香菇种植基地，大棚内香
菇菌袋整齐摆放在棚架上，密密麻麻的香
菇长满菌袋。大棚里弥漫着香菇特有的香
气，务工人员穿梭在香菇棚里采摘香菇，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该基地有 34 个大棚，种植了
15 万袋香菇。今年的香菇出菇率高，品质
优良，菇形饱满，相比往年，今年香菇产量
和价格均有所增长。

56 岁的姜山是金丝峡镇核桃坪村村
民，也是合作社一名长期务工人员。“经熟
人介绍，自合作社开始建设我就来这儿务
工了。合作社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挣 2400
元，我很高兴、很满足。”姜山一边忙着搬运
香菇，一边笑着说。

58 岁的桑树村三组村民刘金海身体

患有残疾，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小儿子正在读大学，家里经
济条件比较困难。他忙着采收成熟的香
菇，动作十分娴熟。“每年种植香菇、采收香
菇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干活，给孩子挣点
学费，一天挣 100 块钱，还能照顾到家里，
我很开心。”刘金海说。

近年来，该合作社负责人刘柱充分发
挥致富带头人的头雁引领作用，积极带动
了 26 名村民长期就地就业，每年带动周边
120 多名村民务工增收。目前，全村已有
200多户农户靠种植香菇增收致富。

桑 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吕 学 敏 说 ：“ 下
一 步 ，我 们 村 将 继 续 把 香 菇 产 业 作 为
村 民 致 富 增 收 的 主 导 产 业 来 抓 ，不 断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提 高 种 植 技 术 、打 造 特
色 品 牌 ，引 导 香 菇 特 色 产 业 链 条 不 断
延 伸 ，提 高 产 品 附 加 值 和 经 济 效 益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

香菇丰产采摘忙香菇丰产采摘忙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黄黄 丽丽

村民采收香菇村民采收香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