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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方式，带动丹凤县及周边县区发展中药材45
万亩，企业直接用工400多人，带动丹凤县12个镇（街道）1.9万户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户均增收5000元。图为11月
26日，工人们正在分拣中药材。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摄）

“那时候就只在城里见过柏油路，村里
的路杂草丛生，全都是土路，小车都只能沿
着坑坑洼洼的路面颠簸而行，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洛南县四皓街道中心村村民
李鹏回忆以前中心村村内道路时说道。

在他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样的场
景：清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父亲骑着自
行车，载着满满一筐蔬菜去县城卖。彼时，
这个常年与土路相伴的男孩，还不能完全
体会自行车上沧桑的身影，到底承担着怎
样的生活重担。

多年后，李鹏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在
自家的几亩地上开始小规模种植蔬菜。虽
然坑坑洼洼的土路变平了，但每次下过雨，
他提着竹筐去菜园摘菜时，往往还没走到
菜园，鞋上就已经裹了一层厚厚的泥巴。

“路不好，车开不进来，菜运不出去，种菜只
能小打小闹。”李鹏说。

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艰辛和
修路的重要性。“路不好，想要走出村子都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李鹏坦言，“那时，从
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大车能开到田间地头。”

随着李鹏的成长，中心村的道路也经历
了土路、沙石路、水泥路到柏油路的变迁。

尤其是和村道相连的洛南县城过境公
路建成后，中心村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
大变化。前几年，李鹏将村里一部分闲置
土地流转回来，建起了蔬菜种植基地，种上
了各式各样的应季蔬菜。

11 月 20 日，在蔬菜种植基地旁，一辆
大货车缓缓停在村道边，李鹏组织着村民
将新鲜的蔬菜装车。“自从宽敞笔直的过境
北路穿村而过后，我种的 10 余亩蔬菜再也
没愁卖过。”李鹏高兴地说。

正说着，中心村村民吴红丽提着满满
一大筐蔬菜从菜园中“钻”出来。

“前两年路不好，我们都不敢种植经济
作物，怕运不出去，就一直在外面打工。”吴
红丽说，“这两年，村里路修好了，也建起了
瓜果蔬菜园，我就决定回来在家门口‘上
班’，每天不仅有 100 元的稳定收入，还能
照顾老人和小孩。”吴红丽被西红柿映红的
脸上挂满了笑容。

说话间，满满一车蔬菜在村民麻利的

动作中装载结束，满载新
鲜蔬菜的大货车重新发
动，在宽敞笔直的过境北
路上疾驰而去，几十分钟
后就出现在各大超市展
柜上。

看着眼前的景象，李
鹏深感欣慰。他给记者算
了一笔收入账：“今年种了
10亩蔬菜，按目前市场行情，一亩能收入一万
多元，今年预计能收入 10万元以上哩！”

“就是，现在路好了，村里还建起了瓜
果蔬菜园、观光游乐园和康养生态园，每逢
节假日，周边及外地游客都到我们村来打
卡呢！”吴红丽接过李鹏的话茬说道。

如今的中心村，入眼所见，完善的基础
设施，繁荣的产业发展，齐全的公共服务，
处处都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站在中心村村道与过境北路十字路
口，一辆辆客车从村口疾驰而来，停在观光
游乐园入口，走进游乐场参观游玩。这条
乡间的小路，已成为村民发展产业的致富

路，成为游客休闲康养的旅游路，也成为中
心村不断发展的奋进路。

据 了 解 ，洛 南 县 农 村 公 路 总 里 程 达
4186.9 公里，全县 244 个建制村（社区）公
路通畅率 100％、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
如今在洛南，“四好农村路”已不单单是保
障通行的交通设施，更是串联产业园区、旅
游景点、康养产业，盘活乡村资源，带动路
衍经济的重要纽带。

铺下的是路，连起的是心。一条条遍
布洛南城乡的连心路、生态路、产业路、致
富路，让新时代的新农村插上腾飞的翅膀，
飞向更光辉灿烂的“钱”景。

中 心 村 道 路“ 变 形 记 ”
本报记者 王江波

本报讯 （通讯员 赵 磊）11月 28日，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成立 70 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表彰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柞水县供销合作
社、丹凤县城关供销合作社被授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系统
商品总购进、商品总销售、汇总利润同比增长 6%以上，其中
商洛供销集团销售额突破 1 亿元，为农民提供各类化肥 7.9
万吨、种子 83.2吨、农地膜 50吨，举办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
活动 10次，“832平台”销售额突破 5亿元。打造提升“秦岭
泉茗”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商洛市“秦岭泉茗”区域公
用品牌管理办法》，认定首批授权使用“秦岭泉茗”区域公用
品牌茶叶企业（专业社）14 家。下一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
统将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
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持续打造服务全市农民生产
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为商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我市供销社获得 2 个

国家级先进荣誉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斌）近日，洛南县举办社会工
作者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全县社会工作者的
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县委社会工作部全体干部职工、全
县社区工作者、部分“两企三新”党组织负责人等 200 多人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是县委社会工作部结合当前工作实际，面向
全县社会工作者开展的一次形式新、内容实、针对性强的培
训，重点围绕全县“有事你找我”工作机制运行、党建引领基
层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方面内容，采取专题辅导、经验分
享、案例教学等方式进行授课，为大家集中“赋能充电”。

参训的社区工作者表示，培训内容丰富多样，实用性
强，对当前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后将把所学知识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服务社区居民的质量和水平。

洛南为社会工作者“赋能充电”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艳 张含）
今年以来，柞水县秉持创新引领的理念，
深化招商机制创新，全面推动招商引资工
作高质量发展。

柞水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
现状，围绕“绿色食品、康养旅游、健康医
药、现代材料、清洁能源”五大产业链群，
对招商项目库进行深度挖掘与升级，重点
策划并推出了108个高质量项目，总投资
278.78亿元，精心编印招商项目册为投资
者绘制投资导航图。

柞水积极参加商洛市第三届乡党回
乡发展大会、2024商洛—京津冀重点产业
合作交流活动、第十一届陕南绿色循环经
济合作交流等招商活动，并自主举办第三
届乡党回乡发展大会、木耳产业延链补链
招商推介会、柞水—高淳 2024招商推介
会、第八届丝博会柞水县政商恳谈会暨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陕西柞水木耳北京专场
招商推介会等，全方位展示柞水的发展潜
力和投资优势。各个招商活动中，共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 47个，总投资 29.35亿元。

县上坚持科学招商、理性招商的原则，
实施靶向招商策略，制定精细化行动计划。
主动出击，上门对接，先后由县级领导带队
赴北京、浙江、湖北、江苏、河北、贵州等地
叩门招商30次，拜访企业41家，中国二冶
集团、中陕核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浙江省陕
西商会等45家企业、协会来柞考察，不断吸
引大企业、大集团投资建设高端项目，实现
招商引资的新突破。

柞水县落实县级领导招商项目包抓
机制、重大招商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招商
项目前期会商机制和招商干部包抓项目
服务机制，形成项目推进闭环管理；运用

“周例会、旬会诊、月清单、季通报、半年总
结、年终考评”及季度“红黄榜”晾晒机制，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通过一系列激励
机制，目前，西部食用菌交易交流中心金
木耳菌包生产基地、牛背梁度假山庄、富

硒木耳产业培育及加工等 3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柞水县秉持“产业为先、企业至上”的服务理念，为招商引资

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办理时限，提供一站
式集成服务。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意识，从项目招引到落地运
营，全程跟踪、精准服务，致力于打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一流
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 15个。

同时，充分利用新媒体矩阵的强大力量，柞水县通过“柞水
融媒”、柞水县人民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柞水招商”等平台，全方
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宣传推介柞水，精心制作招商宣传片，生动
展现柞水的投资优势与独特魅力，有效提升柞水知名度和吸引
力，吸引众多客商来柞水投资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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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沈 刚）今年以来，丹凤县武关镇
攻坚补短、提质创优，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武关镇将政治理论贯穿党员教育始终，以“乡音党课”
为载体，扎实开展“三学三讲三比”活动，持续提升党员干部
理论素养。办好“兴农讲堂”“驻村讲堂”，持续提升“领头雁”
作风能力，动态培育储备村级后备力量，管好用好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队员，切实提高驻村帮扶实效，夯实乡村振兴

“基石”。依托武关镇独特的区位优势，以毛白路为主线在

南片区4个村打造万亩茶园产业基地，推动茶旅融合发展；
以武赵路为主线在北片区6个村打造万亩中药材产业基地
建设；以 312国道为主轴在中片区 4个村推进农村产业园
建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持续联农带农增收。

同时，深入实施“抓党建、强堡垒、促振兴”行动，切实推
进二类、三类村争先进位，力争年底前实现一类村转化率达
到50%以上。健全社会治理网格，全面推行“帮办代办”工
作制度，全面开展民生领域矛盾隐患排查工作，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武关镇促进干部展现新作为

宽敞平坦的柏油路穿村而过宽敞平坦的柏油路穿村而过

本报讯 （记者 王天彤）11 月 29 日，秦岭传奇 2024
“紫元春杯”拳击金腰带争霸赛新闻发布会在商洛市体育运
动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

据介绍，秦岭传奇 2024“紫元春杯”拳击金腰带争霸赛
暨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亚洲头衔远东头衔双拳王统一战
于 11 月 30 日 19:00 在商洛市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由市
政府主办、市体育局承办、市体育运动中心协办、陕西紫元
春酒庄有限公司冠名。赛事组委会设有安保、医疗、场地保
障等 7 个小组，赛事筹备组织、人员培训、场地搭建等准备
工作已全部就绪。参赛选手均为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机
构的头号拳手，分别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泰国、韩国、日
本、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 7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
12位职业拳击选手将进行 6场对决，决胜出秦岭传奇 2024
拳击金腰带选手和 WBC亚洲头衔远东头衔双拳王。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
重要论述，发挥秦岭腹地好山好水好空气的比较优势，坚持
以赛赢城、以赛惠民，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快构建具有商
洛特色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持续焕发“22℃商洛·
中国康养之都”的魅力。建成以运动休闲为重点的城市公
园 120 多个，形成了 5 分钟便民圈、10 分钟健身圈，创建了
以秦岭传奇为品牌的系列体育赛事活动，实现水上划龙舟、
游泳，岸上打排球气排球，馆内打拳击的新格局，全力推动

“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拓展。

秦岭传奇 2024“紫元春杯”拳击
金腰带争霸赛新闻发布会召开

11月27日，工人在柞水县小岭镇常湾村金耳三产融合园
区平整园区地块。据了解，柞水金耳三产融合项目聚生产种
植、精深加工、线上销售为一体，构建起“二产带一产融三产”发
展格局，实现了金木耳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助推木耳
产品价值实现最大化。 （本报通讯员 陈 晨 摄）

本报讯 （记 者 王江波）11 月 29
日，全市文化产业第三季度调度会召开。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贾永安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文化企业整
体运行情况良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一高
两增一稳”的发展态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各县区各部门要切实

把握发展形势，盯紧数据指标，全面完成年
度省考、市考任务。

会议强调，要紧盯“三类”企业，确保头
部企业平稳运行，营收增加企业持续提升，
负增长企业扭亏为盈。要深挖发展潜力，持
续加强部门对接，在工作调度、职能管理上
下功夫，吃透政策、抓实举措、提前谋划，为
实现明年“开门红”打好基础。

会 议 要 求 ，各 县 区 宣 传 部 门 要 建 立
工 作 台 账 ，明 确 责 任 ，紧 扣 目 标 任 务 ，主
动 深 入 一 线 ，为 企 业 纾 困 解 难 ，研 究 措
施 ，帮 助 企 业 平 稳 运 行 。 要 强 化 工 作 运
行调度，加强指标研判，摸清问题查漏补
缺，持续做好监测、审核、汇总等工作，确
保文化企业应统尽统。要迅速启动预警
机 制 ，扎 实 做 好 考 核 指 标 、数 据 分 析 、预

警督查等工作，实时了解指标完成情况，
群策群力，共同打好文化产业省考、市考
攻坚战。

会上，通报了 2024 年前三季度文化产
业指标完成情况，部分县区、市直有关单位
和商洛新闻网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了交流发
言，市统计局对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数据进行
了分析解读。

全市文化产业第三季度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11 月 29 日，
“中华祖脉 秦岭药库”秦岭中医药博物馆
开馆仪式在丹凤举行。省政协医药卫生体
育委员会主任刘勤社，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贾永安共同为秦岭中医药博物馆揭
牌。副市长璩泽涛致辞。

璩泽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在打造特色农业强
市上做示范，重点引进中草药基地、中药康

养、健康衍生品等现代医药产业项目，着力
构建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健康养生三大产
业集群，探索出了一条“医、养、游、体、药、
食”全面融合发展的商洛路径。丹凤县拥有
得天独厚的中草药资源，在此建立秦岭中医
药博物馆，不仅是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广秦
岭中草药品牌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高质量融合“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
平台。我们将以博物馆为媒介，与大家携手
合作、共谋发展，推动商洛成为中草药全球

流通的重要枢纽以及国际中医药文化交流
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医产业传承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商洛力量。

据了解，丹凤县将中药与康养深度融
合，按照“县抓龙头、镇建基地、农户参与”的
思路，引进培育以新雨丹公司为链主的中医
药龙头企业 5 家，带动发展各类中药材市场
主体 200 多家，联建种植示范基地 67 个 2
万多亩，带动群众种植中药材 26.7 万亩，形
成了集“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生产—

研发—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秦
岭中医药博物馆是由丹凤县委、县政府引
导，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占地面积 2500平方米的一座以“中华祖
脉 秦岭药库”为主题的展览馆。馆内分为
序厅、秦岭中药标本科普展示厅和秦岭中医
历史文化展示厅，从医药两个维度，通过实
物展示、屏幕还原等方式，展示各类秦岭药
材 1178 种、丹凤中药材 230 种，全面展示大
秦岭丰富的中药资源和中医文化。

秦 岭 中 医 药 博 物 馆 在 丹 凤 开 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