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朱佳）近日，从第七
届亚太茶茗大奖赛审评现场传来喜报 ，
紫阳县高桥镇关南春茶叶产业有限公司
继获得紫阳毛尖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十大
工匠一等奖后再获殊荣，选送的“紫阳毛
尖”和“紫阳红茶”分别荣获大赛金奖、银
奖， 龙潭茶业有限公司选送的 “紫阳毛
尖”荣获大赛银奖。

近年来，高桥镇以产业振兴为重心，
以兴茶富民为目标，围绕农民增收，狠抓
茶产业发展，采取“园区（合作社）+基地+

茶农”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引领 、合作社
参与、大户带动等方式，稳步发展富硒茶
叶产业。现有标准化茶园管理 4000 亩，镇
内茶企及加工厂 11 家， 年产茶叶 700 余
吨，实现综合产值 4 亿多元。

下一步， 高桥镇将继续坚持茶产业
主导地位不动摇，以茶促旅延伸产业链，
多方位发力提高茶品牌附加值， 多渠道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聋哑夫妻”曾经是程良兵陈梅夫
妇在柳林子村的代名词。 现在提起他
们，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们脱贫致
富事迹还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
体报道。

近日， 笔者从平利县广佛镇柳林
子村委会出发， 车子沿着产业路走了
大约 30 分钟的时间，绿油油的烤烟长
势喜人，一眼望不到头，在微风中抖动
着它肥硕的叶子， 仿佛告诉人们即将
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烟田里的程良兵
正穿着迷彩服，戴着草帽，弯着腰，在

烟田里除草、防虫。
“烤烟每年谷雨开始下种，七八月

收烟。育苗、防虫、除草、采收、烤制，环
节相扣，最后绿叶子变金叶子。 ”柳林
子村党支部书记屈孝太说，“每一株烟
苗就像是程良兵的孩子一样， 自育苗
开始， 他每天都在这几十亩的烤烟地
里转悠， 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看烤
烟 ， 好在还有大半个月就可以收烤
了。 ”

见到笔者一行，程良兵放下锄头，指
了指不远处的房屋，比画着，邀请笔者到

家里去坐坐。为了不耽误他时间，广佛镇
包户干部陈侠在地头上和程良兵交流开
了。看陈侠满脸的笑意越来越浓，笔者忍
不住问：“你俩在聊啥？ ”陈侠却是打开
了话匣子：“良兵跟我说，他家今年 25
亩的烤烟长势良好， 再过几个月就能
有一笔不少的收入，洋芋也刚刚下山，
有一千多斤呢！等到玉米熟了，程良兵
还要酿苞谷酒呢，到时候你们再来，老
远就能闻到酒香。 ”

因夫妻双方均有残疾，2014 年程
良兵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广佛镇帮扶干部因户施策制定帮扶规
划，建猪圈搞养殖，发展烤烟兴产业，
在集镇安置新房子。 找到路子后，程良
兵和妻子早起晚睡， 一门心思兴产业
致富。 2017 年，程良兵家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如今，每到收烤烟的时候，
程良兵常常要雇人帮忙， 他也由原来
的帮扶对象逐渐变为村里的能人。

“现在政策真是好，能享受的我们
都享受了，小两口自己也勤快，日子越
过越好了。 ”这是程良兵母亲常挂在嘴
边的话。

日前， 来到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三秦电子
加工厂，看到车间宽敞明亮，机器整齐划一，员工
动作熟练。 有一个身影穿梭其间，耐心指导新员工各项技术要点，
偶尔还唠两句家常，氛围显得轻松和谐。 他就是三秦电子加工厂的
负责人孙自立。

工人们说每天看到他都是乐呵呵的， 看到人都会很热情地说
一句：“来喝杯茶呀。 ”大家也会熟稔地叫他一句“孙总”。 孙总这个
称呼是对他本人的尊敬， 也是对他二十来年自强自立带领乡亲共
同致富奋斗之路的浓缩。

1999 年， 孙自立便带着妻子离开家乡， 怀着满腔斗志毅然南
下，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现实却给了夫妻俩当头一棒，厂里新
机器的按钮标识全是“洋文”，这可难坏了山里娃，中文的都还没弄
懂，全是英文这可要了命了。 但年轻的孙自立并不想就此认输，立
即买了一本厚厚的字典，每天向厂里的前辈请教，一有时间就在记
单词、背词意，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克服了英文的大难关。

转眼间，十几年就过去了，夫妻俩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但
父母却也日渐年迈，南漂的日子里，思念家乡的情绪也越来越浓。2013
年，拥有十几年电子产品加工生产经验的孙自立决定带着妻子返回故
土，在家门口创业办工厂，带领父老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之路。

创业二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实属不易。 那时候的老县镇还
属于秦巴山区深度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要设备没设备，要人力没
人力。 经过夫妻俩不断探讨，四处找朋友协调，终于在一辆从深圳回
来的大巴车上，装载着 8 台大机器，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颠簸，回到了
这个小镇。

万事开头难，设备的问题解决了，却招不到人，左右打听，只找到
两三个亲邻抱着怀疑的态度先来试试。 孙自立坚信慢慢来，总会好起
来的。 当第一个月工资发放到员工手里的时候，便成了最好的招聘信
息，这里离家近，上班时间没有强制要求，工资按时发放，多劳多得，同
时还能兼顾家里，渐渐的电子厂大家庭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孙自立的三秦电子加工厂始终秉承“带动搬迁群众就地就业、
困难群众脱贫就业、残疾群众生存就业”的核心思想，先后开办社
区工厂和加工车间 5 处，多年来，带动包括贫困户和不影响工作的
残疾人员 120 余人就近就业， 更好地满足老县镇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的愿望。

连日来， 在旬阳市麻坪镇
各村田间， 微耕机来回穿梭在
昔日的 “沉睡土地 ”，村民们正
忙着除草 、翻土 、播种 ，杂草丛
生的撂荒土地重新 “营业”，辛
勤忙碌的背影和蔚蓝的天空宛
如画境， 一幅辛勤实干的乡村
图景跃然眼前。

“经过前期摸底， 这 20 多
户村民要么在外地工作、 要么
年事已高无力耕种， 村民们都
希望能够土地复耕。 这次我们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将这 40
亩撂荒地流转复耕 ， 种植大
豆。 ”麻坪镇麻坪社区支部书记
谢忠鹏说。

麻坪镇由于耕地 “小而
散 ”，农业效益 “少而低 ”，大多
数村民在外务工， 因此部分耕
地也随之成为撂荒地。 民以食
为天，农以地为本。 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呢？

为全面摸清撂荒地底数 ，
做好复耕复种工作。 该镇镇村
干部、驻村工作队、志愿者深入
田间地头， 摸排查清撂荒地户
主、地块面积 、撂荒程度 、空间
位置、撂荒原因等基本情况。

底数清了， 有地无人种的

问题如何解决？ 该镇经多次召
开会议讨论研究后， 决定对整
户外出、无劳力、土地耕种条件
差以及因土地效益低不愿耕种
的，在征求农户意见后，由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进行复耕复种 、
统筹盘活。

与此同时， 该镇还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党
员干部入户， 鼓励那些身体健
康的村民认领闲置的田地。 为
他们提供作物种子、 帮耕帮种
帮收等服务， 大大调动了村民
参与撂荒地整治的积极性 、主
动性。

“为切实抓好 ‘三夏 ’工
作 ， 扎实开展撂荒地复耕复
垦 ，保证粮食生产 ，我们动员
全镇力量 ，全镇 ‘一盘棋 ’，统
一调度 ， 充分利用耕种季节 ，
加快推动还未栽种的已复垦
撂荒地全部种足种满 ，在撂荒
地中找粮食增量 ，让撂荒地再
生‘金’，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
该镇镇长张永吉说 。 据了解 ，
截至目前 ，麻坪镇共复耕撂荒
地 500 亩 ，落实纯种大豆面积
25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 1500 亩。

500亩撂荒地变“希望田”
通讯员 沈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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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清亮香气扑鼻， 百花酿造甜而不
腻。 ”六月，正值蜂蜜采收的时节，走近石泉
县曾溪镇的大沟、油坊湾、联盟村，定会被一
罐罐花香扑鼻、甜而不腻的蜂蜜所吸引。

曾溪镇地处石泉县西南， 依山傍水，森
林覆盖率达 60%，山中百花盛放、果树众多，
为蜜蜂养殖提供了丰富的蜜源及生存环境。
如何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
势？ 近年来，曾溪镇紧紧围绕小产业大作为
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党建+X+农户”的发
展模式，成立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村
民发展“甜蜜”产业，不断增强村集体“造血”
功能。

党建引领兴产业。 曾溪镇自古以来就有

养蜂传统，农户自产的蜂蜜深受广大群众的
喜爱，每年都供不应求。 为将养蜂产业做大
做强，油坊湾村、大沟村先后成立蜜蜂养殖专
业合作社，采取“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员及
村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鼓励辖区党员、能人
率先发展养蜂产业，并多次邀请县镇农业技
术干部为农户提供养蜂技术指导。 同时，合
作社为蜂农提供产、购、销等“一条龙”服务，
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极大增强了村民
发展养蜂产业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全镇发
展养蜂 1200 余箱， 年产蜂蜜 12000 余斤，实
现年产值 70 余万元 ， 带动农户户均增收
2500 元。

能人带动促增收 。 养蜂需要过硬的养
殖技术， 要想产业落地生根 ， 得有能人牵
头。2018 年，油坊湾村合作社率先实行中蜂
养殖代养模式， 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养殖托
管协议 ，请来养蜂能人统一饲养 、管理 、检
验销售。 同时还为有意愿养殖中蜂的农户
传授技术， 油坊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涂应
辉就是一名养蜂能手。 自 2018 年油坊湾村
发展养蜂， 他便承担起村上中蜂代养的重
任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操 ，养蜂第一年 ，在
涂应辉的带动下 ，42 户贫困户人均分红
1500 元。 截至 2021 年底，42 户农户每户累
计分红 5000 元。

消费帮扶暖人心。 近年来，曾溪镇坚持

将消费扶贫作为促增收 、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重要途径， 通过与包联部门 、“万
企帮万村 ”企业 、河海大学对接 ，积极开展
消费扶贫活动， 搭建起农户与客户间的桥
梁，进一步拓宽了蜂蜜销售渠道，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2018 年以来，镇村两级共开展消
费扶贫活动 60 余场次，销售蜂蜜 、黄花菜 、
菜籽油 、土豆片 、干竹笋等农产品 40 余万
元。

接下来， 曾溪镇将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优势，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因地制宜，按
照“一镇一业一龙头，一村一品一园区”的工
作思路，持续抓好产业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
收致富，为接续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近日，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新星村
黄花产业园 ，350 亩黄花已进入成熟
期，遍地金灿灿的黄花伸展着鲜叶，绵
延在无尽的山坡与沟壑之间， 村民们
忙碌地采摘、分拣、转运，整个园区弥
漫着丰收的气息。

“自从村里建起了这个产业园，这
一片荒坡就成了‘生钱地’，我在这务
工，每天有 100 块钱收入。 ”村民沈兰
勤一边麻利地摘着黄花， 一边高兴地
说道。

将荒山资源改造成产业园， 实现
“种风景”和“种财富”是该村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9 年以
来， 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聘请农技
专家现地调研，对土壤、气候等条件多
方考察。“栽种花椒树能充分利用贫瘠
的坡地、山地资源，有效改善当地的生
态环境，栽种黄花风险小、市场好、效
益高。 ”这是农技专家给出的建议。 经
过三年的努力， 该村以 “支部+合作
社+农户 ”的方式 ，建起 “黄花菜+花
椒”套种产业区 700 余亩，形成“黄花
菜基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条， 带动了闲置劳动力就业 30 余人，
人均增收约 2000 余元。

据了解， 该村的黄花产业已经成
了新星村的特色品牌产业 ，350 亩黄
花招来了县内外食品加工企业和餐饮
行业的多个认购订单， 实现了产业丰
收不愁销路， 真正让村集体经济强起
来，村民生活富起来。

“今年那个天老爷笑脸天， 裴坝村这几年大发展，
促进了文化大振兴，种植产业一起整，振兴了百亩苞谷
大豆园，产业发展也还好看。 里头的杂粮也不简单，巷
巷里长来，巷巷里大。 巷巷里面也能点南瓜，南瓜长了
磨盘大啊，南瓜拿来喂肥猪，下年就把肥猪杀，巷巷里
头点苦荞，下年能吃苦荞巴，巷巷里头点苞谷，苞谷又
能拿来打浆吧，巷巷里面点黄豆，黄豆又能推合渣。 ”

6 月 16 日这天，骄阳似火，而紫阳县高桥镇裴坝
村的苞谷地里却是一片欢腾， 只见三位身着高桥镇
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分队的志愿者站在田间， 一人打
鼓，一人敲锣，一人扯起嗓子唱起民俗山歌，苞谷地
里数十人挥舞着锄头听着山歌，“嘿呦、嘿呦”带着节
奏薅杂草，劳动热情高涨，薅草速度加快。 一坡草薅

完了，又到另一坡。
打鼓薅草，俗称打锣鼓草，主要运用于薅包谷二

道草，是紫阳县庄稼除草季节进行集体劳动时吼唱的
一种紫阳民歌。 人们把锣鼓称作“家业”，把唱歌人称
为“锣鼓匠”。 薅草锣鼓的说唱内容涉及民间传说、风
土人情，颂扬美德、鞭挞邪恶等，在传播正能量的同
时，真实反映陕南人农业生产习俗，独具乡土民俗文
化，该项目已被列入第三批县级非遗名录。

今年以来， 高桥镇把粮食生产作为工作任务核
心。 抢抓玉米夏管、大豆点播，全力做好政策宣传、组
织发动、农技服务等重点工作。 充分利用农业种植民
俗文化活动，激发农民耕种热情，有力推动全镇农业
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粮油稳产、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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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镇茶企在第七届亚太茶茗
大奖赛中斩获 3项大奖

一场雨后，行走在白河县仓上镇的乡村田野，一片片、一
行行玉米大豆葱翠油润，农家菜园里，瓜果蔬菜水灵鲜嫩。 田
地里的庄稼苗子与群山融汇成满目绿色，呈现出一派旺盛的
生机。

今年春季以来，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仓上镇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套种新模式。 鼓励各农业市场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抢农
时、抓墒情、细耕作，掀起了一波波粮油生产高潮，6 个市场主
体被定为县镇领导包抓的稳粮扩豆示范点，全镇推广复合种
植 3000 亩，单播玉米、大豆 4200 亩，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
基础。

随着米豆复合种植技术的推广，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被
激发起来，对珍惜土地更有了新的认识，大片被撂荒的土地
逐渐得到复垦利用，曾经长满荆棘的“四荒地”如今是遍地青
绿的庄稼禾苗。 眼下各个示范点和种植大户正积极组织劳动
力追肥除草，做好早、晚茬庄稼防病防虫等田间管理。

“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 任何时候都要当成最重要的事
来做，把土地种好了，柜里有粮，心里才真的不慌！ ”在仓上镇
槐坪村的庄稼地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农说自己经历过饥荒
年代，对粮食“安全”二字有最深的体会。

在红花村的一面山坡上，早茬玉米长到了一人高，微风
拂过，绿油油的叶子舞起层层波浪。 一群男女村民在围蔸除
草，薅耙农具碰在土石上乒乓作响。 一位领工的负责人指着
山上山下几块庄稼地说：“这一片是县领导的示范点，加起来
有 500 亩，现在苗子长起来了，就是要下功夫精心管护，让示
范点成为真正增产的活粮仓！ ”

�� 近近日日，，在在白白河河县县茅茅坪坪镇镇朝朝阳阳村村、、义义和和村村稻稻田田上上空空，，无无人人机机
盘盘旋旋进进行行农农药药喷喷洒洒作作业业，，大大大大提提高高农农田田管管护护效效率率，，助助力力粮粮食食生生
产产。。

据据悉悉，，该该镇镇持持续续探探索索将将无无人人机机广广泛泛应应用用于于小小麦麦、、油油菜菜等等农农
作作物物病病虫虫害害防防治治、、施施肥肥、、除除草草上上，，进进一一步步强强化化农农业业科科技技支支撑撑，，提提
升升农农技技服服务务水水平平，，推推动动农农业业生生产产向向智智能能化化、、专专业业化化、、绿绿色色化化转转
变变，，赋赋能能产产业业发发展展，，助助力力产产业业振振兴兴。。

毕毕立立伟伟 石石婷婷婷婷 摄摄

满目绿色是粮仓
通讯员 朱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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