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村

产 经
顺着白河县冷水镇兴隆村的蜿蜒山路

一直前行， 道路两侧成片的牡丹花竞相开
放，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香，时不时
引来成双成对的蝴蝶在花海中相依相绕，
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

抬眼望去， 不远处的魔芋种植基地示
范园里，10 余名农户正忙得不亦乐乎，他
们有的挥动锄头整地开沟， 有的提高手速
施肥播种，还有的紧跟其后盖土覆膜，不一
会儿，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魔芋地垄就出现
在了眼前。 现场一派繁忙，耕作声、谈笑声
和谐相融，绘就了一幅产业兴隆新蓝图。

“魔芋株距和行距要保持 20 到 30 厘
米，整体看上去一个厢面在一条线上，这样
放魔芋种子非常方便。 这个挖沟也是很有
讲究的，一定要高垄深沟……”魔芋基地负
责人赵启贤在田间为工人们进行技术指
导，把好魔芋种植第一道关口。据赵启贤介
绍，他先后流转闲置土地 2000 亩，发展核
桃 1800 亩、林下套种魔芋 500 亩、油用牡
丹 350 亩。 在冷水镇党委政府和兴隆村党
支部的大力支持下， 又在山下建起了魔芋
等农产品加工厂， 初步形成了从种植到加
工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可带动 70 余人
就业增收。接下来，还打算购置粗加工生产
线，继续把魔芋等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在白
河县打响兴隆魔芋品牌。

走进兴隆村的百亩板栗园， 刚刚嫁接
完的板栗树枝丫上冒出一个个有细柔绒毛
的芽苞，阵阵清风拂过，嫩绿的芽苞肆意扭

动着腰身，似是向来人热情地打招呼。 “看到山上成片的毛栗树就
这样荒着觉得很可惜， 我就从村集体流转过来， 嫁接改造了 300
亩板栗园。 接下来， 我想把剩余的 4000 多亩按批次进行嫁接改
造，让板栗成为兴隆的另一个‘代言人’。”2021 年毅然返乡创业的
阮英建眼里充满了光。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富则农民富。 近年来，冷水镇兴隆村始
终把“兴产业、促发展”作为强村富民的首要任务，积极吸引外出
能人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现如今，核桃、魔芋、
油用牡丹、蚕桑等一大批优势主导产业已在兴隆村遍地开花。

兴隆村不光种植业日渐成熟，养殖业也欣欣向荣。 在二凤山
养鸡场里，成群的土鸡昂首挺胸地来回走动着，整齐的鸡群成为
林间美丽的风景线。 二凤山生态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申
新正手提着框子向一群土鸡抛洒食物，上千只土鸡“咯咯咯”地叫
着围在他周围啄食，现场好不热闹。据了解，养鸡场采用“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除了自己养殖外，还为农户提供鸡苗、技术指
导和销路保障，带动本村及邻村 60 多户农户抱团养鸡致富增收，
凭借着诚信经营和优质产品，二凤山土鸡品牌在全县的影响力正
在不断扩大。 “去年是我首次尝试养鸡，在王总的指导下，取得了
很不错的收入，今年信心更足了！ ”王申新带动的养殖大户曹照兵
计划今年养到 4 万羽。

如今的兴隆村，在产业春风的吹拂下，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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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月河村樱桃收入 30 余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欧定扬）日前，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李家

沟人来车往，很是热闹，都是奔着李家沟近千亩的樱桃树而来。
游人来此皆为观赏乡村花果园自然美景，购买品尝价廉味美新
鲜的樱桃。 月河村第一书记王芳芳介绍，今年李家沟樱桃园长
势喜人，收入可观。 农户刘代志卖樱桃收入 2.6 万元、王广田卖
樱桃收入 1.2 万、 王广兵今年樱桃收入 1.3 万元……预计今年
全村樱桃收入 30 余万元。

近年来，月河村两委班子，带领全村特别是李家沟各组乡
亲们，大力发展林果经济，将一沟两岸千余亩浅丘荒芜坡地栽
植了优质的樱桃树，春暖花开时节，成片的果园鲜花盛开，花香
四溢，使李家沟成为汉阴又一处花果山，使沟内的农户家家都
有一片发家致富经济林，走进李家沟，大大小小的樱桃树硕果
累累，一颗颗淡红透亮、珍珠玛瑙般圆润的樱桃挂满枝头，好是
耀眼喜人。 现在李家沟千亩樱桃果树正进入产果的最佳树龄，
樱桃果树变身摇钱树，樱桃成为乡亲们发家致富的幸福果。

汉滨又一免费培训基地投用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会香）近日，汉滨区人社局、环博职校、

陕西郑远元专业修脚保健服务集团签署政校企合作协议，汉滨
区又新添一家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今年，汉滨区人社局积极开展强技能、促就业、促创业、促发
展“一强三促”活动，以修脚技师和家政服务为职业技能培训重
点，将开展技能培训 3000 人，企业职工岗前培训 1500 人（社区工
厂职工），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800 人。 “十四五”期间每年开展各类
技能培训将保持在 5000 人以上，累计达到 3 万人以上培训规模，
就业率力争达到 85%以上。

经经济济快快讯讯

近日，宁陕县龙王镇的田间地头热闹非
凡，村支书、党代表、人大代表等 40 余人，走
村入户观摩产业发展情况，共同探寻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

走进东沟马家湾天麻种植示范基地，当
下正值天麻翻种大好时节，挖土坑、铺菌棒、
放种，20 余名农户正熟练地完成一道道种
植天麻的工序。

“大家眼前这一片，是我们村打造的天
麻种植示范基地，面积大约 60 多亩,种植天
麻 36000 窝，年收入天麻 50000 多斤，每个

人都得了 5000 多元，效果还是可以……”拿
起话筒，东沟村支部书记储远峰打开了话匣
子，如数家珍般，向大家介绍。天麻种植示范
基地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实现土地流转，
征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基础上， 发展天麻、朱
灵等中药材种植，目前已投入资金约 110 万
元，规划利用荒坡面积 100 亩 ，昔日 “土疙
瘩”巧变增收“聚宝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走得更宽了。 听了支部书记储远峰的介绍，
观摩团对东沟马家湾天麻种植产业取得的
实效连连称赞。

观摩团先后参观了东沟村马家湾天麻
种植示范基地、棋盘村北沟生猪养殖基地和
寿禄沟鲜食玉米种植基地。 每到一处，村党
支部书记就围绕本地特色产业发展状况、取
得的经济效益、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规划进
行了现场汇报。 观摩团边看、边学、边思、边
悟，在交流中借鉴经验、取长补短、开阔眼
界、拓展思路，现场感受到各村加速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为主导产业壮大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而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蓬勃朝气。

观摩结束后，在河坪村会议室召开乡村

振兴推进会暨现场观摩总结会，交流观摩感
言， 表彰 2021 年度先进村集体和优秀村干
部，安排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该县人大代表、
龙王镇党委书记曾科表示 :下一步，将选准
选好产业，算好成本账，搞好市场对接，着力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把林下产业做大做强，
全力推进产业振兴，让老百姓能够真正地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努力绘就一
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美
丽画卷。

近日，在岚皋县孟石岭镇易坪山村的
魔芋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来回穿梭在田间
地头,牵线、开沟、起垄、打窝、播种、施肥、
盖土……近 20 个村民正在县魔芋局技术
人员的带领指导下栽种魔芋 ,忙碌而有序
的画面构成了一幅热闹的山乡春耕图。

外出务工开眼界， 返乡创业富乡邻。
该镇丰坪村 44 岁的周永辉在外务工 3
年，从当初的“北雁南飞”，到现在的“群凤
还巢”， 去年， 在外务工的他毅然返乡创
业，大力发展魔芋产业。

“这条沟渠要再挖深一点……这个窝

距不对 ,把卷尺拿过来量一下……”为把
好种植第一道关,周永辉正在给山坡地里
务工的村民们指导种植魔芋的各个要领。
眼下，正值魔芋播种期，在易坪村海拔达
1200 米的魔芋地里，笔者看到，皮肤黝黑、
身材适中的周永辉正顶着烈日，带领村民
们播种魔芋，看上去十分精明干练。

目前， 周永辉流转了 150 亩土地，已
投资 20 万元创建魔芋示范基地， 采取示
范带动种植户的模式，点面结合，用看得
见、摸得着、算得出的事实，激发村里人的
积极性，发展魔芋种植产业，带领群众共

奔富路。
今年 58 岁的村民李玉兵：“我在基地

上天天打工，每天 120 元，有一定的收入，
给我带来了致富的门路。 ”

回乡一人，致富一方。 这片曾经外出务
工的“热土”，今夕变身返乡创业的“沃土”，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
辟了新途径，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探索了新
模式，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广大返乡农民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岚皋的乡村和城
镇，也因为创业者们活跃的身影，正在发生

质的飞跃。
“孔雀” 不再东南飞， 能人纷纷返乡

搞产业。 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岚皋县积极
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围绕“增添
新动能、搭建新载体、培育新农民”的总思
路，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出台政策、搭建平
台，积极扶持、加强培训，吸引了一大批有
能力、 有条件的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走出了一条农业和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新路子，真正实现从“输出一人、致富一
家”的“加法”效应，向“一人创业、致富一
方”的“乘法”效应转变。

在创业的这条路上，周永辉总是憋着
一股劲儿 ， “要干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
来。 ” 谈及今后的发展，周永辉说，“扩大
种植规模，多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担当
种植魔芋的‘领头雁’，为当地群众致富铺
就一条小康路。 ”

郁郁葱葱的茶山下，园区提升改造工
程现场热火朝天。 “全部工程要在 4 月底
前完成， 还有一个多周， 一定要抓紧时
间！ ”万琴棋在工地一边查看一边给工人
们嘱咐。 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2007 年， 万琴棋返回家乡平利县广
佛镇创业，一直从事农业生产，发展食用
菌、蔬菜等产业。 2014 年她被认定为陕西
省第一批高素质农民 ，2017 年被表彰为
陕西省优秀职业农民、陕西省劳模。 虽然
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但是她心里还一直
盘算着想要发展茶产业。 2010 年，万琴棋

考取了初级茶艺师证以及评茶员资格证，
为今后的茶叶发展打下基础。

2012 年，一次机缘，万琴棋在平利县
广佛镇买下了以前开办职业学校的院子，
正式进军茶产业。 院子的大环境、专门加
工茶叶的“土灶”以及背后那一大片老茶
园，这样天然的条件让她对未来充满了憧
憬。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万琴棋的茶产业
日渐起色。 但是眼看着很多茶农由于技术
欠缺，导致发展缓慢，她又有了新的想法，
2015 年，她在平利县城开办了创客培训学

校，专门给农民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产业
技能等。 “我们每次的培训都会优选师资，
哪怕付出大代价，为的就是让大家能真正
学到东西。 ”万琴棋说，“有时候，老师的一
句话或者一个想法可能都会影响到一个
学员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 ”

2017 年， 万琴棋依托培训学校的平
台，申请举办评茶员培训专业课，2018 年，
评茶员培训班正式开课。 “以前我们评茶
员培训都要去汉中，很不方便，现在全市
的茶饮企业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参加培训
了。 ”万琴棋说，“目前我们办了三期初级
培训班，每一期参加的人都是满满的。 我
现在正在筹备举办一期中级评茶员培训
班。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万琴棋的创
客培训学校已经培训了 1 万多人次，有效
促进了当地农民素质的提升。

近几年，万琴棋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培
训学校上， 除了学校本身发展的需要，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平高速施工现场就在
万琴棋广佛镇茶园的附近，施工期间给茶
园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 但这并没有成为
她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她一直在为茶园的
未来做着规划、打着基础。 2019 年，通过
多年的努力，她终于获得了高级茶艺师认
证；2020 年，万琴棋被认定为陕西省茶艺
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如今， 万琴棋的茶园迎来了新的发
展。 “以前的老茶园只有 100 多亩，我在园
区的对面又开发了 200 多亩地，改造成梯
田，再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做名优茶。 ”站在
老茶园的山上， 顺着万琴棋手指的方向，
安平高速从园区上方穿过，将园区一分为
二，一面是老茶山，一面是梯田。 层层梯田

上，新翻的泥土，点点翠绿映着些许粉红，
万琴棋说，那里还种了一片牡丹花，眼下
正是开花的季节，那一抹粉红正是新生的
力量。

万琴棋表示，重新规划发展的首要想
法就是必须要依托自己的首位产业，然后
再综合利用加工厂和园区的空间做研学、
亲子游以及农民田间学校等。 如今，她的
园区先后被认定为市级农民田间学校、省
级研学基地。 这两块牌子对于她来说，不
仅是对自己重新规划创业的肯定，也是一
个巨大的鼓舞。 “田间学校改造提升以后，
能够把更多的产业问题搬到田间地头，让
学员既懂得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实践经验，
帮助更多的人在农业生产上有所进步、有
所发展。 ”万琴棋说，“研学基地主要就是
想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农业，懂得农业生
产的不易，同时看到农业的发展，激发他
们热爱农业、建设家乡的情怀。 ”除了茶园
这个实践基地， 在平利县图书馆楼下，万
琴棋的帝景南山国学茶馆已经成为学生
研学以及爱茶之人研习茶文化的一张闪
亮名片。

今年，万琴棋当选了安康市第五次党
代会代表， 于她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征程，
她表示，无论在哪个位置，她的初心只有
一个：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在创业路上永
不止步，带领更多的人一起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紫阳人喜欢早起，节假日也不例外，不为别的，
只为那一杯早茶。 很多人说，紫阳人早起是被梦中
的那杯茶唤醒的。

紫阳的早茶不同于南方， 没有那么多的排场，
无须吃食，也不讲究什么人气，多是独自享用，追求
的是一种安逸和自在。

紫阳多山多水，山水相连。 山，是傍水而生；水，
是绕山而过。 每天清晨，水面浮着轻纱，山间绕着云
雾，空气格外清新。 紫阳人生活其间，与这灵山秀水
相通的便是一杯茶。 无论机关干部、学堂孩童，还是
贩夫走卒、闲居老人，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完毕后的
第一件事便是喝茶，即使抢时间、赶事情，也要在急
事、大事、要紧的事最重要的环节完成后，利用少许
的间隙喝上一口茶，紫阳人叫续命，实际上也就是
续了一口仙气。 “忙了一早上，总算喝了一口茶！ ”这
是紫阳人的口头禅，那口气极其享受，简直就是一
种大忙过后身心愉悦的酣畅淋漓。 如此，生活便尽
善尽美；如此，人生就充满了诗情画意。 紫阳人就是
这样，很容易满足的。 也有极少数紫阳人抱怨“这一
天忙的，到现在连一口茶都还没有喝上。 ”此言一
出，同情者众！

紫阳人没有喝午茶的习惯，要喝也是劳作后的
大口牛饮，纯粹是为了解渴。 紫阳人认为只有茶才
能解渴，其他各类饮料，无论商家吹得多么天花乱
坠，紫阳人不理这一套。 碳酸饮料喝得人饱嗝连天，
实在不雅；矿泉水淡而无味，如嚼干蜡。 只有一杯紫
阳茶，润脾润肺，实在安逸。 当然，也有一些才情俱
佳的城市闲人，因茶而聚，小溪旁、山顶上、草坪里，
铺开茶席，摆上茶具，皓腕翻飞中，一缕明艳透亮的
佳茗漫着幽香，从公道杯缓缓流出，溢满了眼前几
盏精美小巧的茶杯。 他们品香茗、谈茶道、聊生活，
似一道惊鸿， 引领着这个小城一种全新的时尚生
活。

紫阳人真正优雅地喝茶则是晚饭以后的事情了。 劳作了一天，身心
俱疲，需要有一处安静的地方放松浮躁的心灵。 三五意趣相投的朋友如
约而聚，开火烧水，围炉煮茶，大壶润香，小杯品茗。 此境此情，谓饮、谓
品、谓啜均可，就是不能说喝，如此的没有文化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
如此这般，把茶喝出艺术范儿，饮的就是一种浪漫、一份情怀了。

茶为国饮，品味生活。 从 2016 年开始，每年谷雨过后，紫阳都要举行
规模盛大的“全民饮茶日”推介活动，倡导全民饮茶、科学饮茶、健康饮
茶。 千百年来，紫阳人因茶而生，伴茶而居，知茶、爱茶、敬茶，茶叶已经成
为紫阳人生命中的重要元素，与紫阳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外地
人到了紫阳，就走进了茶的世界，甚至不用上茶山、逛茶园。 在市井小巷，
也会感受到紫阳人与茶的浓浓情缘。

创业无捷径更无止境
记者 郭飒 通讯员 李自林 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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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刘 祥 军
姜毅) 今年以来，镇坪县曾家镇五
星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将本村
200 多亩闲置土地全部盘活进行
综合利用。

五星村二组和三组离公路较
远， 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公路沿
线和集镇从事其他工作， 山上很
多土地已闲置多年， 为响应中央
“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及“镇坪县发展药材首位产
业”的号召，五星村委和包联部门
县审计局高度重视土地利用和管
理问题， 及早谋划了百亩大豆套
种白芍及百亩五味子套种大豆的
综合利用闲置土地的计划。 目前
二组的百亩白芍已长势喜人 ，只

等时令套种大豆，三组的五味子基
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土地翻耕整理，
已开始栽种。 搬迁户陈平说,“还是
国家政策好，我简直没有想到山上
撂荒了 5 年的 6 亩地现在又派上
用场，开发商流转土地给我一份收
益， 我还能在自己的地里务工挣
钱，真是两全其美的事。 ”

“我们村委积极响应和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邀请专
家做好技术指导培训，切实做到增
产增收，同时又积极响应县委县政
府‘发展药材首位产业’的号召，把
有限的土地资源做到综合利用。 ”
五星村党支部副书记田梅说。

田间地头话发展 擘画乡村振兴图
通讯员 陈阳军

五星村盘活百亩闲置地套种大豆药材
能人回家种魔芋 带头发展促增收

通讯员 廖霖 唐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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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滨区税务局的青年党员干部组成“赤心铸税”志愿服务队，深入汉滨区谭坝镇惠坪村参加烤烟大田移栽
暨支部结对共建“责任烟田”启动仪式。市区烟草公司技术人员还就烤烟移栽技术进行了现场培训，志愿服务队员认
真学习，现场劳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陈荣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