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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商 力 量 助 振 兴

记者 罗伟 通讯员 张春

芒种芒种，忙收忙种。 在旬阳市
小河镇的田间地头，农民们忙着种豆
点瓜、灌溉插秧、麦粒进仓，呈现出一
派农忙景象……

风吹麦成浪，丰收奏华章。 走进
小河镇，成片的小麦在微风中滚滚翻
飞， 村民何祖江对着手心吹了一口
气，弯下腰，伸开大大的左手掌，搂抱
金黄色的麦秆，右手挥动镰刀 ，并将
高高的麦秆斜靠在自己左腿部，对准
麦秆的根部使劲一拉 ，只听得 “刺啦
啦、刺啦啦”的一阵阵割麦子声音，手
起镰落，一大片 1 米多高的小麦从根
部齐刷刷被切割断，又被一堆堆整齐
放在身后的地上。 何祖江手捧着刚刚
收获的小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半
年多的悉心照料，在这一刻见到了金
灿灿的收成。 ”

在忙着夏收的同时，夏耕工作也
没闲着。 同一时间，金坡村的高标准
农田里村民们正在玉米地里套种黄
豆，黄世富家里有 5 亩地用于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黄世富正在弯腰埋
头打窝、点豆，妻子拿着肥料桶撒肥
料，夫妻两人分工又合作 ，半个多小
时后，1 亩多地里就套种上了黄豆。

这个时节 ，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龙王滩村一块块亮汪汪的水田充
满着诗情画意。 龙王滩村有着悠久的
水稻种植历史，今年，龙王滩村以“村
集体经济+企业+农户”的模式，发展
200 多亩连片水稻。 田埂上、河坎边、
秧田里 ， 三三两两的插秧人正在劳
作，左三棵，右三棵，分蔸均匀，秧苗
直立，排列整齐，横竖都在一条线上。
不一会儿 ， 青苗点缀的水田平整如
镜。 “龙王滩村通过引进高品质水稻
品种，发动村民进行集中种植 ，在抓
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带动当地乡村
旅游，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
推乡村振兴。 ”龙王滩村支部书记宁
波说。

今年以来， 小河镇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牢
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底线，多措并举夯实“稳粮扩
豆增油”任务，做好“三夏”工作，让农民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里。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科学种田，做好病
虫害防控，提高单产的发展道路，提高全镇粮食总产量，让有
限土地发挥更大效益，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截至目前，已修建
高标准农田 150 亩，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
建设 ， 目前已落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1600 亩 、 小麦
10000 亩、油菜 5000 亩、水稻 200 亩。

“仓廪实，天下安。 下一步，小河镇将继续把抓好粮食生
产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推广农机农艺融合，强化对三夏生
产秩序的监管力度，持续提升农机技术管理水平，同时加大
稳产增产、绿色环保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 增加粮食产量，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确保夏粮适时收获、秋粮适时播种、夏管
有序进行，切实保障群众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该镇镇
长余冉表示。

“主播带你看汉阴，大家好，今天我们
将走进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一起体验红
桃采摘的乐趣……”“汉阴美食千千万，主
播带你看一看……”点开人文汉阴的抖音
账号， 总能被主播镜头下的人文风光、美
食美景所吸引，哪里有旅游活动、哪里新
开了一家特色美食店、哪里出现了什么趣
闻，“人文汉阴”总能及时追上热点，让广
大网友通过网络平台，知晓汉阴的城乡故
事。

2020 年，汉阴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培
育了“人文汉阴”的短视频账号，隔三岔五
就会更新动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不断挖掘
农旅产业、展示乡土风光、推介地方特色，
成了对外展示汉阴形象、提高地方知名度
的一扇窗口。 基于此，不少农企、个体通过
官方的视频推介吃到了流量红利，为园区
吸引了人气，聚拢了财气，同时也使得越
来越多人对短视频拍摄、 运营产生了兴
趣，有了自己做账号，变流量池为生意经
的想法。

时逢国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
的政策号召，汉阴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充
分发挥带动作用，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短
视频拍摄、电商运营的培训，按照初、中、

高三个层次有针对性地培训学员，并从感
兴趣、 有兴趣的学员中挖掘出一批有潜
力、有恒心的电商从业者开展一对一的实
操培训。

经过几年时间的持续培育，汉阴的本
土电商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刘大锅
美食”“海霞姐姐”等短视频账号运营者都
把电商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而为了进一步
夯实电商队伍， 在各镇村之间形成合力，
为产业兴旺添砖加瓦，汉阴县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针对性地对区域内的电商示范村
进行建设升级， 在中国建行总行的帮扶
下，把双河口镇三柳村打造成电商示范基

地，建设了囊括产品展示厅、网络直播间、
培训实操室等功能的电商综合体。 每到重
大节点或产业园区丰收采摘季，汉阴县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便会组织县域内的网络
达人、短视频创作者、网红等在此开展电
商助农及推介活动，有效地为乡村振兴作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连续数年来，汉阴县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在电商人才培训、农产品出山进城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该县电商力量不断
渗透到各行各业，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使电商产业逐步成为拉动汉
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在山清水秀的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云间桃花山庄，随处可见一片
片枝繁叶茂的果林。 炎炎夏日，正值李子成熟时，硕果累累的李子压弯
了枝头，但是果农魏志富却因为李子的销路问题高兴不起来。

白河县电商中心入驻企业安康秦楚优品电商有限公司的主播小
聂（抖音号：小聂说）像往年一样，在水果成熟前联系上了他，看着沉甸
甸的枝头和果香四溢的园林，当即就开始了现场直播。 直播间渐渐高
涨的人气和粉丝的订单，让魏志富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几天后，在白河县电商中心的小聂直播间现场，一箱箱的李子、枇
杷、蓝莓等当地的应季水果在直播间供不应求，网友们“支持纯绿色、
原生态”的评论在直播间刷屏。 开播 3 天时间，累计不到 15 个小时，直
播间人气达 3 万余人，累计销售当地水果 1000 余斤。

“今年的水果喜获丰收，单凭我一个直播间的销量相对有限，建议
各位懂直播带货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进来，帮助更多像魏志富这样的
果农把水果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出去。 同时，大家也可以亲自到
果园现场采摘，在体验田园风光的同时，能够获得水果自由。 ”小聂在
直播间风趣地说。

白河县仓上镇东庄村是该
镇一个后山村。 以前，村内的几
家市场主体都缺少规模和发展
后劲 ， 而村集体经济更是 “白
板”。 柜里无米巧妇愁，家底儿空
办事难，历届村干部为此是伤透
了脑筋。

如何让集体的 “腰杆 ”挺起
来？ 仓上镇东庄村在县委政府和
帮扶单位县财政局的支持下，根
据村内山高林茂适宜特色种养
殖的自然条件，找到了一条适合
自己的发展途径。 2021 年，东庄
村把黄姜、黑猪定为“一村一品，
一村一业 ”两大产业基柱 ，以支
部+集体经济+公司+农户的股
份合作模式 ， 兴办村级集体企
业，让“大家”的家底厚起来。

东庄村利用广阔的山林资
源 ，改圈养为散养 ，黑猪辅食山
果野草野菜 ， 有规律的野外运
动，肉的品质更鲜活，更环保，也
更有市场前景。 “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去年成立了种养殖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建起了圈舍厂房，
春季先引进 500 头。 现在采取的
是订单 ‘代养 ’形式 ，按照协议 ，
每头猪回收后有 500 元收益，村
集体毛收入就有 25 万元， 减去
人工、 饲料等各项成本费用，其

余都是公司的资金积累！ ”东庄
村第一书记李玉兴介绍。

村支书王兴堂告诉我们，东
庄村山高向阳，土质气候都适宜
黄姜生长 ，以前 ，山上就盛产野
生黄姜，所以成了村集体发展产
业的首选项目。 去年冬季开始整
地、引种，一共种了 237 亩。

发展集体经济， 以村党组织
为“引擎”，企业为主体，村民做股
东， 找准适合自己的特色产业，是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重要途径。东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以全村 1338 名村民为股民，
集体经营，盈利分红，村集体对家
庭养殖户的产供销提供保障服务，
使集体经济和农户个人同步发展，
既能扩大产业规模，又能促进农户
持续稳定的增收致富。

从无到有 ，从 “空 ”到 “实 ”，
从艰难起步到初见成效，东庄村
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也得到了
县领导的肯定和鼓励，迎来了全
县推进 “三变 ”改革发展新型集
体经济观摩团的观摩。 东庄村用
足用好政策扶持， 以干克难，把
昔日荒山坡变成了“生钱窝”，为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好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老王，最近早晚温差大，你种的苞谷苗可一
定要注意保温，今年争取弄个好收成。 ”从王志明
家出来，天已经黑了，陈学富也结束了一天的走访
工作。

在大家眼中，第一书记陈学富着实是闲不住，
可是军人出身的他早就已经习以为常。现年 58 岁
的他，原本可以在机关办公室上班，有更多时间陪
伴家人。 然而，他却选择到基层，去艰苦的驻村一
线。

2021年 9月，陈学富所在的平利邮政公司正在
为派驻第一书记人选犯难时，他主动请缨，“我是军
人，让我去。 ”南坪街村是洛河镇最偏远的脱贫村，
距集镇 18 公里，山大人稀、基础薄弱，且因矿产开
发等原因导致矛盾纠纷频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一辆摩托车、一顶鸭舌帽、一个公文包、一本
工作手册是陈学富到村后的“标配”。 白天他走村
串户，了解村情户情、倾听群众诉求，晚上“挑灯夜
战”，整理完善档案资料。 业精于勤，凭借清晰的
工作思路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他很快成了村里的
“主心骨”。

受疫情影响，村里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长
此以往返贫风险极大，陈学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在烟草公司的支持下，他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号
召在家劳动力把撂荒的土地悉数种上了烤烟。 通
过土地流转、大户带动、基地育苗等多种措施，150
亩绿油油的烟叶已然成为南坪街村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100 多亩烤烟，不仅让烟农受了益，还为村
里提供了 10 多个就业岗位，村民吴贤翠在离家不
远的烤烟地里除草、起垄、栽苗，每天能挣百十块
工资。 ”村支部书记罗昌兵介绍。 在陈学富的积极
奔走下， 还争取到了 3 万元的帮扶资金用于产业
路建设，使南坪街村防返贫的安全屏障更牢固了。

针对南坪街村的后续发展，这个年近花甲的
退役老兵有自己的打算，“发挥邮政优势，联系邮
政电商团队到村开展直播带货并培育电商带头
人，真正意义上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将农产品
带出大山。 ”看着从农户家中通过消费扶贫购买
回来的富硒土鸡蛋、红灿灿的腊肉，陈学富胸有成
竹地说道。

6 月 12 日 ， 在恒口示范区雷河社区新忆安玩具
公司，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加工毛绒玩具。 自 2018
年 9 月恒安等 5 家毛绒玩具企业与恒口示范区签约
以来，文创产业已累计发展毛绒玩具企业 113 家。 其
中 ：总部企业 1 家 ，加工型企业 30 家 ，支部工厂 15
家，原辅料批发、电商、文创企业 67 家，累计实现产值
10.98 亿元 ，吸纳就业总人数 3442 人 ，带动贫困就业
378 人 ，人均增收 3 万元 ，搬迁群众过上了 “楼上居
住、楼下上班”的新生活。

张思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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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直播带货 爱心助农增收
通讯员 张巍 张文谱

东庄村：“一黄一黑”做实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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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呆萌的毛绒玩具多可爱！

五月，岚皋县四季镇上长梁村的山林里，一派碧翠
好风光。这几天，山林下总会出现一个中年女性身影，她
带领一帮工人穿梭在林下锄草，望着眼前 700 亩即将破
土而出的魔芋，一份自信和期待在心底泛起。

这位女性叫黄雪琴，是福建省福州市人，但她却不
远千里来到岚皋，沉下心来流转土地种魔芋、收魔芋、加
工魔芋，成了跨省创业的新农人。

来岚皋前，黄雪琴和老公张智美在福建省南平市武

夷山从事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事业做得顺水顺风。2020
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从一个在福州市开店做生意
的紫阳人口中得知岚皋富硒魔芋这一朝阳产业，并对此
产生了极大兴趣。

同年 10 月，按捺不住对魔芋这一特色产业的吸引，
黄雪琴夫妇撂下手头事务，一起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了解陕西魔芋的总体分布及发展状况，在学校的推介下
与岚皋县魔芋局取得联系后，随即赴实地对岚皋进行考
察。

黄雪琴夫妻俩把岚皋县蔺河、官元、石门、滔河等种
魔芋镇转了个遍，到农户、进园区了解魔芋的种植，彻底
被这里的好山好水产出的富硒魔芋所折服，回福建后毅
然决定来岚皋投资办厂，投身魔芋产业的发展。

“当时亲戚朋友们都说我疯了， 远走他乡从事未涉
及过的领域，毕竟隔行如隔山，但那时我夫妻俩却是一
门心思地想着要来岚皋创业，9 头牛都拉不回。 ”黄雪琴
笑着说。

于是，2021 年，黄雪琴和老公张智美在岚皋县注册
资金 1000 万元，成立润福源魔芋发展有限公司，专业从
事魔芋种植、加工和销售。 10 月，公司选址在六口工业
园，投资引进了国内全套先进的智能生产设备和监测仪
器，拥有从切片、烘干到提炼不同等级精粉为一体的加
工链机器， 定下了烘干鲜魔芋 5000 吨， 制成魔芋精粉
500 吨的生产目标后，立即进入了投产运营。

而早在工厂建设期间，黄雪琴就通过岚皋县魔芋局
的牵线搭桥， 先行在四季镇长梁村流转山林地 500 亩，
建起了林下魔芋产业园，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
发展硒魔芋产业种植，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翻阅黄雪琴园区务工人员工资记账本可见，仅去年
至今， 先后就有 50 多家农户到基地务工， 支付金额达
60 多万元，直接带动户均增收 1 万余元。

村民苟忠心对此心存感激地说，“自己年纪大，外出
务工不方便，就到基地找活干，我平时主要从事园区管
护，前段时间还参与魔芋种植，每天可以领到 130 元工
资，不但就近挣到了钱，还照顾了家庭，真是一举两得。”

村民吴术刚把 56 亩山林地流转给了黄雪琴种魔芋
后，闲暇时间就来基地上班，去年在园工做工 70 天，纯
收入达 28400 元。

现在，黄雪琴通过建园种魔芋，慢慢跟着周围的人
都熟络起来了，不但学到了魔芋的种植管理技术，而且
还学会制作魔芋豆腐，以及魔芋的多种美食吃法，园区
有活路只要打一声招大家都乐意前来帮忙，从不会因用
工而发愁。

去年秋天，润福源公司从四季镇长梁村基地挖回魔
芋 2 万多斤， 虽说这些鲜芋只是基地中的一小部分，但
看到亲自种植收获回来的劳动成果，黄雪琴感到十分欣
喜。

如今，黄雪琴种魔芋由外行变内行，被岚皋县魔芋
协会吸纳为会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职业新农人。

她坦言，群众淳朴友善，县镇领导对企业的关心支
持，让她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感觉，入岚创业的信心
更加坚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 4 月，黄雪琴再接
再厉，又在四季镇扩大魔芋种植基地 200 亩，她希望以
此来带动更多人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天兵

跨跨省省入入岚岚种种魔魔芋芋的的新新农农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