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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来 今 年 种 辣 椒 收 益 有 保 障 了 。”“ 就
是，村上建了剁椒厂，就不怕辣椒卖不了钱。”

“再加上烤烟和连翘，今年脱贫户增收是没问
题 。”3 月 21 日 ，洛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孙 沟 村 几 个
村民在正在建设的文化广场边兴致勃勃地聊
天 。“ 这 两 年 村 上 的 环 境 大 变 样 了 ，这 都 是 驻
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干得好。”看着驻村工作
队员和村干部在忙忙碌碌地规划测量五六组
饮水工程线路，一名脱贫户不禁感叹道。

近年来，孙沟村积极谋划农业产业布局，
探 索 集 体 经 营 路 径 ，在 县 人 大 办 驻 村 工 作 队
的协助下，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抡起强化党
建 引 领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盘 活 集 体 资 源 、提 升
乡风文明、狠抓环卫建设等“五板斧”，劈开乡
村 振 兴 新 局 面 ，引 领 广 大 群 众 走 上 致 富 发 展
新道路。

村上把基层党组织“领头雁”工程作为一
项 重 要 基 础 性 工 作 统 筹 推 动 ，增 强 基 层 党 组
织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通过开展干部思
想纪律作风整顿、各级两会精神学习、村党支
部各类会议等，加强党员干部理论素质，加大
思想解放力度，并充实调整 4 名驻村干部和村
组干部，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筑牢
乡村基层党建基础，充分发挥团结带领群众、
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坚持把加强村级
集 体 经 济 建 设 作 为 提 高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能 力 、
实 现 群 众 共 同 富 裕 的 重 要 举 措 来 抓 ，经 过 前
期 谋 划 、收 集 意 见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组 织 参 观

学习、邀请相关部门实地指导等方式，制定完
善了集体经济项目各项规章制度及合作社运
营 模 式 ，为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夯 实 基 础 。 正 在 启
动 已 通 过 县 级 考 察 评 审 的 剁 椒 加 工 厂 项 目 ，
由村股份经济联合社自主经营，投资 70 万元
建 设 200 立 方 米 用 于 储 存 产 品 、实 行 反 季 销
售的冷库 1 座、加工农户种植的剁椒加工厂 1
处，预计收益 4 万元，其中 20%用于村集体经
济 提 留 资 金 ，80% 用 于 82 户 脱 贫 户 、监 测 户
271 人 的 收 益 分 配 ，实 现 年 人 均 增 收 147 元 。
目前用地合同已签订，场地平整已到位。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强 化 经 济 支 撑 。 驻 村 工
作队发挥渠道多、信息灵的优势，广泛收集致
富信息，积极帮助孙沟村调整农业结构，增加
农 民 收 入 。 与 村“ 两 委 ”调 研 协 商 ，利 用 土 地
资 源 和 已 有 的 产 业 优 势 ，组 织 党 员 干 部 和 群
众代表，采取专题讲座、算对比账、典型示范、
考察学习等形式，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调
动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先后聘请县
林业局、科教体局有关专家来村指导，并结合

“图斑整治”政策，采取“粮药草”结合的种植
模式，种植土豆 100 亩，种植玉米 1920 亩，发
展烤烟 450 亩，辣椒 140 亩，三批次栽植连翘
6.5 万株 500 亩，种植艾草（苜蓿草）120 亩，届
时 将 实 现 村 有 主 导 产 业 、户 有 经 济 来 源 的 喜
人形势，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

另外，村上持续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着 力 深 化 农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对“ 薄 养 厚 葬 、
天 价 彩 礼 、随 礼 泛 滥 、建 房 攀 比 ”等 陋 习 进 行

教 育 整 改 ，把 倡 导 文 明 乡 风 、良 好 家 风 、淳 朴
民 风 作 为 重 点 工 程 ，广 泛 开 展 道 德 模 范 评 选
表 彰 活 动 ，以 先 进 为 标 杆 ，以 典 型 为 榜 样 影
响 和 鼓 舞 更 多 人 ，营 造 向 上 和 谐 的 社 会 氛
围 。 投 资 9 万 元 建 设 文 化 广 场 ，开 展 健 身 娱
乐 休 闲 活 动 ，丰 富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促 进
村 民 情 感 沟 通 交 流 。 充 分 利 用 农 家 书 屋 ，广
泛 开 展 宣 讲 活 动 ，确 保 文 化 育 民 、文 化 富 民
功 效 发 挥 到 最 大 ，进 一 步 增 强 农 民 群 众 的 获
得感与幸福感。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驻 村 工 作 队 和 村“ 两
委 ”紧 抓 春 季 有 利 时 机 ，把 环 境 卫 生 、植 树 造
林、保洁员培训、网格化管理、“五美庭院”建
设等工作有机结合，积极发动群众在 1—5 组
道路两边栽植红叶李 1500 株，4—6 组道路两
边 栽 植 女 贞 600 株 ，村 委 会 周 边 补 植 石 楠
1000 株 ，河 道 沟 渠 栽 植 杨 树 、柳 树 5000 棵 。
投资 5 万元建设村级“文明灶”、美化村委会院
落 。 投 资 1000 元 建 设 0.2 亩“ 绿 色 菜 园 ”，通
过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员 和 村 干 部 各 自 认 领 菜 地 ，
种 植 各 类 果 蔬 ，实 现“ 文 明 灶 ”食 材 供 应 的 自
给 自 足 。 对 全 村 14 名 保 洁 员 和 20 名 环 境 卫
生志愿者开展业务培训，并通过包队组到人、
包路段到人、包区域到人，周周看、月月比、季
季 评 、随 机 查 、半 年 考 、年 终 奖 的 网 格 化 管 理
模式，推动美丽乡村由“一处美”向“处处美”、

“一时美”向“持久美”、“外在美”向“内在美”
转 变 ，切 实 增 强 了 广 大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与 幸 福
感，全力保障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孙沟村抡好乡村振兴“五板斧”
本报通讯员 姜 毅

3 月 17 日，在镇安县庙沟镇双喜村二组，处
处是一片春耕生产的繁忙景象。其中，当地的种
烟大户、致富能手葛周贤正带着请来的几位村民
在烟田里犁地松土，为今年种植烤烟作准备。看
着刚刚深翻的大片烟田，葛周贤一边擦着汗，一
边坚定地说：“虽然这么多年来种烟很累、很辛
苦，可每当看到这 40 多亩烤烟地里长出的片片
烟叶，我心里就特别激动，正是这一片片‘黄金
叶’，改善了我家的生活条件，我要坚持种下去！”

“黄金叶”撑起“致富伞”

葛周贤今年 53 岁，家里 4 口人，说起现在的
日子，葛周贤很是满意，脸上洋溢着笑容。如今，
他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部队转业后在外省工
作。这几年，葛周贤和妻子在家里种植烤烟，也
有了一定的积蓄，日子过得很幸福。

看着葛周贤的日子越过越好，朋友羡慕地
说：“周贤，你现在儿女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你
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了，负担轻了，没必要还那
么辛苦地种烤烟了！”

葛周贤憨厚地笑着说：“嗯，我现在的日子相
对以前是好过多了，可我才 50 多岁，要坚定地依
靠发展产业增收致富。能有现在的日子，当初我
也没有想到。因为亲戚的一句话，我才走上种烤
烟这条路。”

2008 年的冬天，有个亲戚告诉葛周贤：“你
现在家里上有年迈的老人需照料，下有两个学生
要养活，不能外出打工，你不在家里发展点产业，
怎么保障你们的生活呢？”葛周贤默默地记下了
这句话，一直想着到底要发展什么产业。

在一次村民小组会上，村干部说国家鼓励发
展烤烟产业，不仅收入有保障，还能改善生活条
件。当时，种植烤烟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
物，很多人都不愿意尝试。葛周贤忽然想起了那
个亲戚的话，决心要发展产业，给生活增添保
障。于是，他鼓起勇气，第一个报名参加。在葛
周贤的带动下，有五六户群众也跟着报名，每家
种了 10 多亩的烤烟，年底一算，仅仅是种植烤烟
就创收了好几万元。

目前，葛周贤一家靠种植烤烟走上了致富
路，近几年仅靠种植烤烟一项，每年收入在 20 万
元以上。每年收种两季，在他家务工的村民有
10多个。年近 70岁的李二娃已经在葛周贤家干
了上 10 年，他说：“村里很多老年人没有收入，种
植烤烟这活儿又不太累，还不少挣钱，每年种烟、
收烟，我都会过来打工，一天能挣 100 多元钱，一
月下来能挣 3000多元钱。”

学技术换来高收入

2009 年，葛周贤开始种植烤烟，由于不懂技
术和管理，刚开始的那几年，他只种了不到 20
亩。期间，他一边向烟站技术员、乡村干部及其

他种烟户学习，一边自己摸索经验。他心想：“别
人可以种好，我也一定能。”但凡有时间，他都在
烟田里观察烟叶长势、水肥状态等。渐渐地，他
的种烟技术越来越好，收入也逐年提高。

葛周贤说：“烤烟是项‘短、平、快’的产业，挣
的都是辛苦钱。但这里面学问可深了，无论是土
地流转、翻耕，还是大田管理、烟叶烘烤，都要用
心管理、精打细算，这样才能增加利润。”

说起土地深翻，葛周贤有着自己的经验。他
对流转的土地要求很高，一般要选择连片土地，
每年对周围杂木、椿树进行阔枝，对种植烤烟时
间长的土地进行倒茬。和别的烟农不一样的是，
他每年冬季对烟田进行深翻冬炕，改善土壤墒情
及活力。到第二年春季，他对烟田进行松土。这
样虽然复杂些，但他认为，这样更利于提高土壤
肥沃度和病虫害防治。

葛周贤说：“种烤烟一定要勤快，千万不能偷
懒，更不能当甩手掌柜。”

每年到了翻地、起垄、大田移栽抹茬、采摘、
分级、烘烤阶段，葛周贤和妻子都格外卖力，尤其
是在烘烤阶段，他们总是熬夜到很晚。

“技术也很关键，现在技术服务很到位，每个
阶段技术员都会手把手指导。村里每年都组织
开展技术培训，听技术员的准没错。烟叶优化结
构和烘烤也十分重要，如果不按技术要求来，可
是要吃亏的。开始时，我就因为舍不得打底部叶
子，导致烟叶品质不太好。可以说，经验都是靠
钱买来的。”葛周贤说。

规模种植奔富路

周围群众经过观察发现，种烤烟的收入既可
观又稳定，随即下定决心也来发展烤烟。在葛周
贤的带动下，10多户群众种植烤烟 100多亩。

为了带动更多农户发展烤烟，镇村和烟草管
理部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于 2012 年对该组通
组道路进行改线并拓宽硬化，改善了群众生活条
件。在政府的鼓励下，葛周贤带动 20 多户群众
连片种植烤烟 300 多亩。如今，双喜村已经成了
全镇烤烟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便利，我一定要把
烤烟种好。”路修通时，葛周贤向村上郑重承诺。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学习，葛周贤不仅掌握了
烤烟种植、管理、烘烤技术，还成为当地致富能
手、烟叶“土专家”。他信心满满地说：“今年，我
不仅要种植好 40 多亩烤烟，还要再带动几户群
众发展烤烟。”

“葛周贤是我们村上典型的烤烟大户，他
不仅自己种烤烟，还带动全村 20 多户群众发
展烤烟产业。县政协帮扶我们村后，积极联系
烟草部门协调建设产业路和烟炉。去年，全村
发展烤烟 510 亩、收入 210 万元。我们将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让烤烟产业从过去的零
散种植变为规模种植，成为群众增收的主导产
业，不断拓宽群众的致富路。”双喜村党支部书
记董同权说。

“土专家”葛周贤的“金叶”致富经
本报通讯员 朱益群 王 强 辛恒卫

本报讯 （通讯员 薛 源）3 月 21 日，商南县十里坪镇抢抓食用菌
生产有利时机，大规模制作今年食用菌生产的第一批菌棒，一簇簇堆积排
列整齐的“小菌棒”孕育了丰收的美好希望。

黑沟村、梁家坟村、马王沟村、十里坪社区等地属于十里坪镇传统食
用菌主产区，近年来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目前正加紧生产工作。

“食用菌是村上的一个主导产业，种植香菇，有效促进了群众增收。
近日，村上抓紧制作菌棒，开始新一轮的香菇种植，到下半年香菇采摘后，
我们还要再种植木耳，争取今年还能再有个好收成。”黑沟村党支部书记
陈伟说。

“如今，我创办的专业合作社，年产香菇 15 万多袋，带动了梁家坟村
16 户群众务工就业，每户最低年收入 1.8 万元。”梁家坟村本胜食用菌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本胜自豪地说。

在十里坪社区，村民李大林一家人干劲十足，正在菌棒装袋。“我们家
种植香菇，是自产自销，家里共 6 口人，一年能生产 2 万袋，到采摘季节，
就有商户来统一收购，能卖 4万多元，是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十里坪社
区村民李大林介绍道。

菌棒质量的好坏是决定食用菌质量好坏的关键性因素。“制作菌棒的
原材料主要是粉碎后的木屑，再添加少量的麦麸等配料，我们严格做好装
袋、灭菌、接种每一项工序，确保香菇品质有保障，能卖个好价钱。”十里坪
社区村民汪孟发介绍道。

为提升菌类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今年，十里坪镇整合白鲁
础村等 4 个村的优势资源，启动建设菌类产业园项目，将大力发展灵芝、
香菇产业，作为镇上 2024 年“八大工程”之一重点推进，进一步培育壮大
食用菌产业规模，有力促进群众增收。

十里坪镇培育壮大食用菌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晓颖）3 月 28 日，丹凤县寺坪
镇山茱萸花次第开放，山岭沟谷间一片金黄，景色分外迷
人，烘托出浓浓的春意。借着春光，前往寺坪镇文家谷、
南山院子民宿、上运石景区踏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是
寺坪镇以“避暑康养小镇”建设为抓手带来的明显效果。

寺坪镇坚持把康养、文旅等元素融入镇村建设中，聚
焦镇区建设短板弱项，做好“规划、整治、产业、建设、治
理”文章，全力打造五美城镇，走出了一条镇村建设新路
径；依托“国家级百万亩油松飞播林实验基地”“天然氧
吧”等生态品牌，寺坪镇邀请专家团队精准规划镇区建
设，形成建设生态康养中心、飞播林上运石休闲观光带和
特色产业区、生态旅游区、休闲康养区的发展思路；围绕

“康养旅游·避暑纳凉”主题，实施镇村项目 50 多个，被评
为 2023年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镇，以规划高水平引领
建设接地气；深入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充分发挥镇、村干部和
网格员、群众作用，清除背街小巷、居民院落垃圾杂物，拆
除废旧土坯房，治理各类乱象，清理河道 18 公里，建设

“五小园”132 户，创建“五美庭院”120 户，以环境高颜值
增强群众幸福感。

寺坪镇推进农业产业化、景区化、品牌化、绿色化“四
化”提质，科管核桃树 8100 亩，打造 1000 亩山茱萸科管
示范基地，发展“五小”庭院经济示范户 120 户；提升改造
上运石公园，打造以南山院子为代表的精品民宿 16 间，
成立文运农旅新业态公司，建成集文旅、休闲、研学、露
营、科普于一体的“最美流岭·康养福地”文家谷景区。举
办农特产品展销、美食大赛等系列活动，接待游客超过 5
万人，实现收入 30 万元，以森林康养旅游带动三产融合
发展，以文旅新业态助力群众持续增收；持续改善镇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活动广场 3 个、口袋公园 4 处，
栽植绿化苗木 5000 多株，增加微景观 1 处，镇村基础设
施改善明显，服务功能发生质变，以生活便利度提升了群
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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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谢晓欣）3 月 27 日，在洛南县古城镇草店村五色
田园现代菌业示范园内，一朵朵香菇长势正好，棕褐色的菌盖上，星星点
点地点缀着白色的绒毛，毛茸茸的菇脚立在菌棒上，甚惹人爱。

据示范园负责人介绍，现在正在采摘“春茬”，今年可以收获 4 茬香
菇，每天都可以摘 400 筐左右，照着今年的行情，一棒菇的净收益可以达
到 6元。

工友们轻轻将菌棒上成熟的香菇摘下放入筐中，笑呵呵地说：“在家门
口做事，一个月工资有3000多块，还能照顾家里，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小小的“一条腿”香菇，承载的不单是丰富味蕾的需要，更是提高群众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五色田园示范园常年提供 50多个灵活就业
岗位，让当地群众在不耽误农业收入的同时还能有份稳定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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