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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位于平利县洛河镇的清水河中药材种植基地喜获
丰收，预计本年度能够采收药材 30 吨，带动村民增收 100 余
万元。 图为村民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药材“独活”。

赵重良/图 王隆/文

11 月深秋季节，旬阳市水泉坪景区遍山红叶进入最佳观
赏期，斑斓多彩的奇特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刘晓锋 摄

眼下，正值魔芋收获的季节，在岚皋县
蔺河镇蒋家关村沙子排山林下，一帮村民正
利用晴好的天气抢挖魔芋，林间充满了欢声
笑语。

蒋家关村是全县闻名遐迩的“魔芋村”，
魔芋种植面积现已发展到 12000 亩，年产量
800 吨，年产值可达 600 万元，魔芋已成为
该村的重点主导产业,占到全镇魔芋种植面
积的“半壁江山”。 蒋家关村魔芋产业的发
展，只是岚皋县大力实施“硒业兴县”，利用
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岚皋地处全国最大的富锌富硒分布带
的核心区，抽检结果显示，有着“长寿元素”
“抗癌之王”美誉的硒元素，在这里的每千克
土壤中含硒量高于 0.4 毫克，80%以上的动
植物含硒量较高，是发展富硒养殖种植的理

想地带。
近年来，岚皋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

赋，产业围绕硒字转，招商围绕硒字干，富硒
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今年，岚皋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将坚持
“硒业兴县”提升为战略目标，要求全县上下
把硒产业发展理念植心入脑，再添“硒”动
力，开发硒、利用硒，争取 2025 年实现富硒
产业产值 100 亿元， 把 “巴山画廊·硒有岚
皋”品牌叫得更响、擦得更亮，推动乡村振
兴。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岚皋的干部群
众闻令而动，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推动下，今
年全县的魔芋，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种植
进一步扩大，畜牧养殖等富硒产业同步发展，
招商引资延链补链强链， 硒产业在县域多点

开花，农民增收致富形成多元新格局。
滔河镇联合村的郑兆权是一个富硒魔

芋种植大户，他从 5 年前的 10 亩开始起步，
到发展到现在的 120 亩，种魔芋实现了脱贫
致富后，他拿出资金装修了房子，还改厕改
圈， 养起了 20 头生猪， 日子过得是红红火
火。

在“硒业兴县”的感召下，今年 61 岁郑
兆权又流转了本村几户村民的土地，这几天
已开始砍灌，整地备肥，准备新扩大种植富
硒魔芋面积 110 亩。

蔺河镇茶园村的安康康泰牧业有限
公司的柯大军 ，围绕硒字做文章 ，把富硒
桑叶作为蛋鸡的主要饲料，产出的桑叶硒
鸡蛋获专利申请 ，鸡蛋畅销北京 、江苏等
大城市。 最近，他又“别出心裁”开发出独

具特色口味富硒烤蛋，推向市场深受欢迎
好评。

目前，岚皋县魔芋、茶叶、猕猴桃、畜牧
养殖和中药材等富硒产业已形成规模，建成
省级魔芋园区 1 个、 市级魔芋园区 4 个、县
级魔芋园区 19 个，培育明富、烛山 2 家产值
过千万元的龙头企业， 全县魔芋种植面积
11.6 万亩， 魔芋产业发展带动了全县 3686
农户 12532 人实现稳定增收；发展富硒茶叶
10 亩，县级茶叶园区 16 个，市级茶叶园区
12 个，加工企业 32 家；全县猕猴桃发展壮
大 37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规范化建园达
到了 2.32 万亩， 每年带动 1700 余户 6100
余人增加务工收入 1600 余万元； 富硒家畜
特色养殖 204 万头（羽)，走出一条生态美、
产业强、农民富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 代金金）近
日，石泉县市场监管局精心组织
城关中学、城关二小的学生们分
别开展了“手拉手安全用药守护
青少年”宣传活动。

在石泉县青少年法制教育
中心，同学们有序地观看了安全
用药公益广告宣传片，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利用普法机深入浅
出地向在场的学生们宣讲了与
其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生
产销售假药、劣药承担的法律后
果。 在活动中，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与学生展开互动交流，学生们
积极发言、踊跃提问，执法人员
耐心细致地逐一解答，并未积极

参与的学生送上小礼物，现场气
氛活跃。 同学们纷纷表示，学到
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安全用药知
识。

据了解，近年来，石泉县市
场监管局立足于青少年法治观
念的养成和法治信仰的树立，将
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使
命扛在肩上，致力于青少年法制
教育中心建设。接下来该局将继
续加强青少年食品、药品法治宣
传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习法律知
识， 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自
觉履行法律义务，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

“ 借 贷 消 费 ” “ 只 赚 快 钱 ” “ 一 夜 暴
富 ” ……一些年轻人因为这些消费和理
财观念 ，容易落入 “套路贷 ”或金融诈骗
的陷阱 。 在监管加大力度整治金融乱象
的同时 ，专家建议年轻人树立理性的借
贷 意 识 和 理 财 观 念 ， 提 升 风 险 防 范 能
力 。 这里有一份 “避坑 ”指南 ，希望能帮
助年轻人提升 “财商 ”，保持理性 。

部分年轻人易落入金融陷阱

“专业办理大学生贷款，只需提供身份
证信息，无利息、零担保……”这则广告信息
打动了看中一款游戏机的大学生小王。 他
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加上了对方微信，并
在其指导下在某贷款平台贷了 4000 元。 但
没有经济来源的小王，无法按期还款，只能
通过多家平台“借新还旧”。 欠款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短短 6 个月小王的债务已增
长到 10 余万元。

近年来，借款人出现了“年轻化”特征，
尤其是随着各种消费场景产生的小额贷款
日渐增多，游戏贷、医美贷、租金贷等在年轻
人中比较流行。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少数
大学生深陷高额债务，离不开不良贷款平台
的推波助澜。 一些非正规持牌机构打着“小
额低息”“无需信用记录”等旗号诱骗消费者
借款，贷款利率实际上远超市场水平，甚至

诱导“以贷养贷”。 另外，一些青年群体愿意
尝试新奇事物，却缺乏足够辨识能力，容易
落入宣传诱导的陷阱。

去年，河南信阳的张女士接触到一款名
叫“喵喵”的手机应用软件，用户通过软件认
购和“饲养”虚拟猫咪，虚拟猫咪很快便可养
成、出售，号称能在短时间内为投资人赚得
10%左右的收益。张女士前前后后投入了 15
万元，然而“喵喵”App 突然无法登录，她不
仅没有得到高额回报，本金也被一卷而空。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
调查分析报告（2021）》显示，对全国约 14 万
份成年受访者样本数据分析发现，在有金融
投资行为的群体中，中青年群体对金融投资
收益预期的非理性程度更大。

专家指出，部分年轻人由于风险偏好比
较高、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可能会追求赚“快
钱”，盲目购买“保本高收益”产品，容易落入
金融诈骗陷阱。

堵偏门同时需开正门

五花八门的互联网借贷平台、投资理财
平台，是助长部分年轻人超前消费意识和非
理性投资行为的重要推手。 为整治这类乱
象，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国家出重拳整顿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乱象，禁止小贷公司向大学生发
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出台《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条例》，其中提出，除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个体工商户名称和
经营范围中不得包含 “金融”“理财”“财富
管理”等字样或者内容；发布风险提示，提
醒金融消费者警惕明星代言金融产品风
险，防范虚拟货币交易活动的风险……

堵偏门同时需要开正门。 “在将‘偏门’
堵严、堵实的同时，要满足好年轻人合理的
金融需求，将‘正门’开大、开好，弥补金融
服务的短板。 ”董希淼说。

专家建议，为满足年轻群体合理需求，
各家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开发针
对性、差异化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提供
额度适中的信用卡、 消费贷款、 创业贷款
等。 另外，加强投资者教育，对于青年群体
的客观消费需求和投资行为， 需要加以正
确引导。

央行调查显示， 消费者金融素养在年
龄上的分布呈现倒“U”型，老年人和青少年
的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低，“一老一少”是
金融教育持续关注的重点对象。

“希望通过金融教育 ， 帮助消费者提
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相关
人士表示，要针对年轻人持续开展“财商”
教育 ，引导其树立理性投资 、价值投资的
观念 ， 理清自身投资理财需求和可用资
金。

提升“财商”加强自我保护

提升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
是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预防性措施 。
作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才能管理好来
之不易的收入？ 可参考这几点：

———量入为出，理性消费。 要树立理性
的消费观，合理安排生活支出，不要盲目攀
比。 如果确实需要借贷，要为自己的负债规
划定一个安全警戒线，可参考 28/36 经验法
则，即个人或家庭的房产类相关支出不超过
同期收入的 28%，总的负债不超过同期收入
的 36%。 控制负债水平在此范围内，个人或
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有明显压力。

———火眼金睛，去伪存真。 对广告中的
“免费”“优惠”“稳赚不赔”“低成本、高回报”
等字眼要高度警惕，自觉抵制诱惑，坚信天
上不会掉馅饼。 切勿轻信各种 QQ 群、微信
群所谓“高手”“导师”，防止被骗。

银保监会曾多次提示：在实践中，承诺
保证本金的金融产品收益率超过 6%就要打
问号，超过 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
损失全部本金。

———自我保护，善于求助。 如果不小心
陷入不良“校园贷”或遭遇金融诈骗，应及时
与家人、老师沟通，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
间寻求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帮助，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与采写：张熙）

如何提升“财商”避开“套路”？ 年轻人，请收下这份指南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刘慧 李延霞

近年来，白河县天宝农业园区深入实施
“农业+”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农业与加工、
旅游、文化、科技、康养等深度融合，积极构
建产加销一体、农文旅融合的集群发展循环

产业体系，实现农业园区到三产融合园区的
华丽转型。

在农业+加工方面，推行猪、鸡等畜禽
标准化、智能化养殖，创新“猪（鸡）-沼-园”

模式，提升循环农业综合效益。 依托标准化
种养基地，完善粮油、果蔬、禽蛋等农特产品
分级、分类、保鲜、烘干、包装等产业链，加强
粮油制品、果蔬干、卤蛋、变蛋等休闲食品研

发，打造向绿色化、生态化、特色化、精品化
的旅游产品。

在农业+旅游方面， 建设农业观光园、
花海、休闲采摘园、特色民宿、休闲农庄等，
推进以示范种植、旅游观光、休闲采摘、农耕
体验、特色农场等为主的现代休闲观光农业
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在农业+文化方面，深入挖掘白河“三
苦 ”精神文化内涵 ，建设 “三苦 ”精神展览
馆、“三苦”精神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党性教育基地 、文创体验工坊等 ，重点发
展文化感悟及教育、美食体验、休闲娱乐 、
主题演绎、乡村度假、旅游购物等业态 ，打
造集文化研学 、休闲娱乐 、养老养生为一
体的度假区。

在农业+科技方面 ，加快现代农业技
术创新应用 ，建设巴山云农业科教园 、无
土栽培农业科普基地等 ，打造科技示范 、
科普教育 、旅游观光 、果蔬采摘 、展览展
销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综 合
体 。

在农业+康养方面，依托丰富的山林资
源，大力发展“森林+运动休闲+养生”，提升
完善森林步道、森林景观，建设运动养生基
地，开发康养步道漫步、星空露营、森林艺术
创作、森林冥想、森林呐喊等森林休闲养生
产品。

如今 ，白河县天宝农业园区的三产融
合发展 ， 已为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
民增收寻找了一条路子 ，通过深入推进 ，
还将在生态环境保护 、 文化教育和传承
等方面释放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大能
量 。

本报讯（通讯员 李清波）据国家统计局安
康调查队调查， 经陕西调查总队核定，2021 年
前三季度我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 9.2%和 11.8%。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加快。 前三季度，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20 元，同比增长
9.2%，较全省平均增速 8.5%高 0.7 个百分点,在
全省 11 个市（区）中排第 2 位 ,比 2019 年上半
年增长 13.8%，两年平均增长 6.7%。

农村居民收入恢复增长。 前三季度，我市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971 元， 同比增长
11.8%， 与 2020 年前三季度 6.2%的水平相比，
增速快速恢复。 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与 2019 年 前 三 季 度 对 比 增 长
18.7%，两年平均增长 8.9%。

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前三季度，我市城镇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0164 元 ， 同比增长
8.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3.6%；人均经营
净收入 4880 元，同比增长 9.1%，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 20.9%； 人均财产净收入 2074 元，同
比增长 9.1%，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8.9%；人
均转移净收入 6201 元，同比增长 9.6%，占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为 26.6%。

图 1 我市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构成

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4140 元，同比增长 11.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 41.5%；人均经营净收入 2025 元，同比增长
10.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20.3%；人均财
产净收入 49 元，同比增长 10.8%，占可支配收
入的比重为 0.5%；人均转移净收入 3757 元，同
比增长 13.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37.7%。

图 2 我市前三季度农村居民收入构成

收入占比相对稳定。 前三季度 ， 我市城
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分别为 23320 元、9971 元，
与全省城镇 31052 元、 农村 11070 元的收入水平相比， 占比分
别达到 75.1%、90.1%， 与 2020 年前三季度城镇占比 74.7%、农
村占比 90.2%的水平相比， 我市城镇、 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相
对稳定。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 2.6 个百分点, 城乡收入比为 2.34：1， 较上
年同期缩小 0.06，城乡收入之比不断缩小。

居民生活消费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 11664 元，同比增长 18.5%。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14362 元， 增长 15.0%；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9676
元，增长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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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月月)为加强学校（含
幼托机构）食品安全暨传染病防控、生活饮
用水卫生情况的跨部门联合检查工作力度，
督促学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推动师生食品
安全、传染病防控、生活饮用水卫生意识进
一步提高。 近期，紫阳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
教体科技局、卫生健康局开展学校(含幼托机
构)食品安全暨传染病防控、生活饮用水卫生
情况“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

据了解， 此次联合抽查范围为县内各学校
(含幼托机构) 主体中按 5%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
象；使用陕西省“双随机、一公开”系统随机抽取、

分配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联合抽查组实地查看
经营场所，查阅资料，询问相关工作人员等方式，
对全县学校(含幼托机构)食品安全暨传染病防
控、生活饮用水卫生情况进行检查。 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督促学校(含幼托机构)进一步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学
校食品安全水平， 规范食品加工制作和经营行
为，提高传染病防控意识，确保生活饮用水卫生，
坚决杜绝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截至目前，此次联合抽查在学校（含幼托
机构）市场主体库中共抽取了 5 户，并已全部
检查完毕。

岚皋县利用资源禀赋大打“富硒牌”

硒产业多点开花 推动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天兵 杨敏丽

白河深入实施“农业 +”战略 打造天宝三产融合升级版
通讯员 李林 卫浩

紫阳开展学校食品安全“双随机 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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