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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出生于旬阳市双河镇谢家村一组的韩文
斌，2018 年加入职业农民队伍，以小土豆为产业发展的
助攻方向，如今注册有“眼镜韩”牌土豆经营家庭农场，
是安康市首家拥有马铃薯种经营资质的经营个体，注册
资金 80 万人民币，建有加工、仓储、办公厂房等 700 余
平方米，购置运输车辆 2 台、旋耕机 2 台、水泵 3 台、大
型喷雾器 6 台，切片机、挂粉机、粉碎机，滤浆机等挂粉
设备齐全。 2020 年，农场年销售收入 80 余万元，纯利润
30 余万元。 而 7 年前，他还是一个外债高筑的贫困户。
这种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国家脱贫攻坚和党的惠民政策
对他的帮助。

2013 年以前， 韩文斌和爱人魏祥琴一直靠勤劳的
双手在自家的几亩田挣生计，年纯收入 2 万多元，日子
还算过得去。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4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疾病打破他们一家的平静，由于积劳成疾，外加眼疾加
重，动了一场大手术，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
近 10 万元的债务，这一年，他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

家里尚有 3 位年迈的老人需要照顾，还有 2 个正在
上学的孩子需要用钱， 何时才能把债还上呢? 想到这
里，韩文斌非常着急，寻思着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 2015
年，他开始尝试种植不同品种的土豆拿到街上。 从春忙
到冬，时常是“晴天—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年到头算下
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忙活了一场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2016 年春季，韩文斌在街上卖土豆，构元镇洋山村一个
小伙拉了一车土豆到双河街道售卖， 他买了点种植，收
入不错。韩文斌便决定，做起了异地贩卖土豆的生意。怎
么选择芋种，这是一门学问，他先后到构元羊山村、白河

的茅坪、湖北郧西以及陕北等地考察后，选择本地适宜
的种芋，先自己种植确定效益不错，再大量购买，卖给本
村及周边群众，收效颇丰，这更坚定了他做土豆种售卖
的生意。

2017 年，韩文斌办理了土豆经营的营业执照，成立
了旬阳县眼镜韩优质土地专营农场，为本村及周边群众
提供优质土豆达 30 多吨， 推广优质土豆种种植面积达
150 亩。

2018 年，韩文斌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免费参加旬
阳农广校职业农民培训班学习，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学
会了科技知识，更懂得了怎样经营管理，还认识了许多
其他镇的职业农民学员，并加入了职业农民协会，同年
韩文斌销售优质土豆种达 120 吨，推广优质土豆种种植
面积 600 余亩，纯利润达 14 万元。

2019 年， 韩文斌在旬阳职业农民协会成员的帮助
下，再次扩大规模，先后到甘肃、陕北、内蒙古、 河北、辽
宁等多地考察学习，选择优质品种试种，并将优良品种
推广到旬阳全县、镇安及湖北等地，销售优质土豆种达
200 余吨，推广优质土豆种种植面积 1000 余亩，纯利润
达 20 余万元。

2020 年， 韩文斌看到村里许多农户因找不到发家
致富门路而着急，就决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发
展土豆产业，让大家一同端牢“饭碗”，于是同谢家村 70
余户农户签订了土豆收购合同，正式成为土豆种植的合
伙人。 2021 年 5 月，全村土豆喜获丰收，总产量超过 125
吨，而谢家村集体经济组织种植 20 亩，收益近 7 万元。
同时，推广种植优质马铃薯 1500 亩以上，仅此项净增产
量 225 万千克，农户增加产值 350 万元以上，带动 500
多户农民从中受益，户均增收 600 元以上。 为了让农户
掌握土豆种植技术，他在去年把种植土豆的经验编制成
宣传册，印制两万余份，免费发放给农户，为农户发展种
植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多年努力探索、逐步形成从供种到种植、销售
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对促进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致富、
促进当地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广学习价值。

以前， 在旬阳市金寨镇郭家湾村中间有一条小河
沟，妨碍村民耕种、出行、赶场交易。 未拓宽修路时，行人
都得从河坝边坑洼不平的河堤上行走， 遇到下雨天气，
人们只好望河兴叹，绕道而行，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十
分不便。

“我们村河对面现有住户 8 户，田地 20 余亩，每天
还有 20 户群众要去河对面耕种土地， 一条小河限制了
我们村民的发展，600 米的河堤，不足一米宽，我们行走
了很多年。 ” 郭家湾村一组老组长郭明生说。

路面低洼不平、道路破损困扰着居民的出行，成了
该村百姓的心结，也成了金寨镇领导的“心病”，一块“硬
骨头”。

去年，金寨镇党委把为民办实事牢记在心里，用心用
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
上，筹备资金，用“三个一米”打通了郭家湾村村民的心结。

河堤外扩宽一米、改善老河堤一米、百姓自愿出让
耕地一米，修通了 3 米宽 600 米长公路，改善了郭家湾
村村民肩跳背驼的劳动环境，现在农家肥用车直接运到
田块里，村民的庄稼长势好，丰收在望。

养殖能人杨先琴去年养了 3 头大肥猪，两头大的都
在 500 斤以上，按照现在行情，出售后要增加收入万余
元。 这在前一年想都不敢想，没有车来运输，变不了钱，
猪肉只能留着自己食用。 现在路修了就不一样了，可以
把猪运出去卖了挣钱。

杨先琴手里拿着钱，乐呵呵地向大家说：“还是党委
政府好，把路修通了，让我的肥猪变成钱啦！ ”

民之所呼，必有所应。 金寨镇把为民办实事放在首
位，积极衔接相关单位，积极谋划，一步一步实施，确保
把修路之事做好做实，让昔日的“烦心路”，真正成为服
务居民的“连心路”。 同时，生动践行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郑重承诺，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 ,为该镇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铺就了宽阔的 “幸福
路”。

小土豆当“大家”
通讯员 钱宝花 华荣群

人勤春来早，春耕好时节。 翻地耕田，打药施
肥， 育苗播种……在石泉县云雾山镇的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村民的忙碌身影。 抢抓早春时节，打好产
业发展第一仗，云雾山镇统筹谋划，有序引导村民
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今年，云雾山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精心布局，
以 “五十百千万 ”工程为抓手 ，分区分村建立起以
“畜、芋、菜”产业为主导，“林果、烤烟、中药材”产业
为亮点，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为支撑的“331”产业格
局。 持续强化对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扶持力度， 先后与四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立起产供销一
体化全产业链。

“这个采摘期还得过段时间……” 官田村种植
大户蒋永林正在自家草莓大棚里忙活。 作为村里引
入的能人，去年他种植的西瓜、圣女果因为口感好、
价格公道，早早就被销售一空，今年他又新增种植
了 30 亩羊肚菌和 5 亩草莓。

官田村位于鬼谷岭景区脚下， 凭借旅游热度，
村里走上了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开办农家乐、民宿，
打造休闲康养综合体，发展“桃花仙谷”采摘园等项

目，产业、生态、文化一起上，田园风光赏心悦目，村
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节节发展，今年云雾山镇
既精耕产业布局，又抬头放眼市场，整合生产要素，
扩大产业效益，产村融合、农旅融合，乡村发展新动
能正在不断集聚。

这几天，秋树坝村村民孟小平正在地里忙着除
草、翻土，计划种植 12 亩黄花菜。 “啥也不用出，最
后还能卖钱，多好的政策啊！ ”原来，年初秋树坝村
村党支部经过集体商议，想要在村里发展黄花菜产
业，由村集体经济牵头，免费提供种苗、肥料、技术，
村民只负责种植管理，成熟后村集体再以 2 元每斤
的价格进行收购。 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去年秋树坝
村发展了 55 亩黑皮冬瓜， 带动 40 余户农户增收。
今年村支部进一步盘活资源、扩大规模，吸引 30 户
农户参与黄花菜种植，预计发展面积 150 亩，可实
现户均增收 2000 元左右。

近年来，云雾山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狠抓统
筹指导 、配强能人 、做优服务 ，成立镇级产业发展
工作专班， 将产业发展工作列为村级年度目标考
核及村党支部书记述职的重要内容， 逐级明责加

压 ，夯实发展任务 。 同时把选好配强 “领头雁 ”作
为发展壮大村级产业的关键 ，41 名乡村能人进入
村两委班子 ， 成为村级产业发展的强力 “助攻
手”。

“你看这个枝丫就应该修剪了。 ”在双河村脆甜
柿子地里，该县农业局技术人员正在为种植户现场
演示如何修枝。 “以前种啥都凭自己经验来，现在人
家手把手地教，这还不好吗？ ”村民潘佐喜站在一旁
听得认真。

为了提高农产品品质，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云雾山镇继续加大产业技术扶持力度。 今年开春以
来，积极对接农业、林业等部门，邀请专家、技术人
员进行授课，一场场生动的技术小课堂走入了田间
地头。 同时充分发挥村级技术能手、职业农民作用，
开展结对技术帮扶，充当“技术保姆”“传帮带”效果
明显。

围绕春耕生产，云雾山镇今年计划新增发展魔
芋 2500 亩、黄花菜 150 亩、高品质林果 500 亩、烤烟
400 亩、 中药材 500 亩， 计划投入项目资金 500 万
元，为实现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王辉）近日，宁陕县住建局将服务
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成立服务企业工作小分队，聚焦复工复产工作实际
问题，深入工地，下沉一线，为企业精准把脉、服务指导。

据了解，该局服务企业小分队，通过当好平安建设惠

企政策宣传员，向企业进行详细解读国家、地方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等相关惠企政策，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当好
企业服务员，以交朋友的心态，扎实做好联系服务企业工
作，对企业的诉求和问题随时沟通，问题办理全程跟踪，第
一时间推动各方面协调配合、限时办结，形成服务“加速

度”；当好企业发展守护员，对施工质量安全进行检查，排
查问题、消除隐患，督促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 同时，向农
民工讲解预防网络诈骗、平安工地创建知识，为企业安全
生产助力，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护航。

“我正愁春季产业的资金问题，县职业
农民协会和县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就来为我
们上门服务了。申请流程简单易学，审批也
快， 真是雪中送炭，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啊！ ”近日，已经办理完申贷手续的岚皋县
民主镇马安村职业农民李文凤对笔者说。

“为民办事关怀备至、心系三农情深似
海。 ”连日来，岚皋县职业农民协会联合县
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不顾天气严寒， 踏雪山
入村到户进企业进行实地审核， 贷款完全
延伸到乡镇、深入到农户，真正用于农业产
业发展。

帮助职农解“燃眉之急”。 民主镇银米
村职农邱祖林， 享受到这样便捷的服务一
脸的惊喜：“以前想要办贷款手续麻烦不
说，盖章审批就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一个
手机就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我再也不
用到处跑了。 ”

走山村、进农户、送贷下乡。 为了让农
户及时用上这笔贷款资金， 该县职业农民
协会会长龚海涛、 县邮储银行行长谢明焰
上门为农户办理相关手续， 以确保农户及

时用上惠农资金。 原本认为会很难争取到
这笔贷款资金，但令职农们没有想到，在仅
仅半小时的时间内就通过了审批手续，县
邮储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把贷款亲自送
到了家里，职农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截至目前，通过审核的龚章旭、
李文凤、 高丛波、邱祖林、刘里顺等 12 名
职业农民拿到了 290 万元贷款， 解决了职
农们生产资金困难、发展缓慢的瓶颈问题，
也有效实现了金融精准帮扶和乡村振兴的
有效衔接， 为广大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小微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铺垫
了一条服务“三农”的之路，为职农们产业
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下一步， 该县职业农民协会和县邮储
银行将继续坚守服务“三农”、城乡和中小
企业定位，不忘初心与使命，以金融赋能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邮储答卷，切实履行“三
农” 的社会责任， 将惠民政策送到千家万
户， 架起了一座党和政府与职业农民之间
沟通的桥梁。

云雾山下春事忙
通讯员 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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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贷”促农“优”
通讯员 廖霖 龚海涛

宁陕：下沉一线解难题 服务企业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欧定扬 邓丽）
汉阴外出务工人员积极有序返岗上
班工作，截至 2 月 16 日，外出务工者
已达 80%以上。

近年来， 汉阴县始终把 “稳就
业”“保就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
劳务输出作为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
民生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接续
搞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 ，持
之以恒紧抓不放、 做实做好。 汉阴
县、 镇两级人民政府和人社等相关
职能部门都十分牵挂农村劳动力就
业这个关乎农村千家万户的大事 ，
2012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每年新春
佳节期间， 都进行了劳务输出工作
岗位联系推介， 并把农村劳动力就
业作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
重中之重，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为了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安全并
精准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县、镇两

级人民政府、 县人力资源社保等职
能部门广开多种就业渠道和途径 ，
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大小、 文化程
度、技能高低 ，提供远中近 、高中低
就业方向和就业岗位， 为不同的务
工人员提供多种创业平台就业机
会。 近两年对外出务工人员 “点对
点”式精准细致入微地接送服务，为
农民乡亲们找到工作、 走上小康致
富幸福路， 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实事
好事。 还借助建立的苏陕协作合作
平台机制， 为汉阴富余的农村劳动
力就近创业就业和外出务工就业架
起了桥梁、 开阔了视野、 提供了便
利， 特别是为初次外出务工者提供
了安全保障， 使外出务工农民兄弟
姐妹都平安到达工作目的地， 找到
了合适的工作， 深得农民兄弟姐妹
的感恩和称赞。

汉阴外出务工人员积极有序返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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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忙
碌
身
影
，呈
现
出
一
派
如
火
如
荼
的
春
耕
生
产
景
象
。
图
为
近
日
在

广
佛
镇
松
河
村
绞
股
蓝
产
业
园
，数
十
名
园
区
工
人
正
忙
着
播
种
绞
股
蓝
。

陈
金
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