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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陕县江口回族镇竹山村稻田养鱼示
范点现场，旋耕机耙田、耕牛刨平、人工插秧，
处处呈现出繁忙的夏种景象。

“以 400 元每亩的价格流转了周边农户的
水田，采取稻田养鱼、玉米大豆套种、玉米魔芋
套种的方式扩大种植业附加值。 ”创业青年李
宁说，插秧结束后准备在稻田四周起垄养殖，
投放鲤鱼、草鱼等鱼苗，发展稻田养鱼。

李宁出生于 1979 年，踏实创业、发家致富
赢得邻里的交口称赞，2013 年成立了宁陕县
佳惠养殖专业合作社， 特色养殖事业蒸蒸日
上。李宁说，这之前都是老水田，不少年轻人外
出务工后，稻田起旱、荒芜看着怪可惜，在外出
学习期间，他专门考察了稻田养鱼项目，家乡
水好，气候条件适宜，发展稻田养鱼前景不错。

在发展稻田养鱼的同时，李宁还流转了集
体和农户的土地种植魔芋，从岚皋以 7 元每斤
的价格购买了魔芋种，通过土地流转、用工等

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家住宁陕县江口回族镇竹山村的熊青平

之前一直在李宁的养殖场务工，也是名“老员
工”。 “最近主要是用旋耕机犁水田，每亩 140
元，一天能犁 4 亩多，全部犁结束还需要一个
周，预计能挣三千多元。 ”熊青平说。

今年 58 岁的李世友， 家住宁陕县江口回
族镇竹山村鲜花组。 李世友说，自己种了半辈
子地，对土地很有感情，加上亲戚的土地一共
6 亩多，全部种了玉米，眼下自己的农活干完
了，就到李宁这务工挣钱，主要是清理水田里
的水芹菜，妻子熊庆菊主要是插秧，两个人每
天能挣 300 元。

据李宁介绍，农业产业虽然周期长，但风
险小，今年的农业发展政策好，自己的稻田养
鱼、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等模式也是自己事业上
的一次突破，下一步还将争取项目对眼前的水
田实施改造，实现小田变大田和机械化作业。

新华社记者 薛天 邵瑞

时至盛夏，地处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郁郁葱葱。点映在
青山绿水间的，是一座座移民搬迁社区，而每一座大型社区
里，都有与之相配的新社区工厂。“楼上吃饭，楼下上班”，这
些原本用于帮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社区工厂，
已逐渐成为秦巴山区产业振兴发展的新沃土。

家住陕西省白河县城关镇安坪社区的方佳芝， 在家门
口的新社区工厂已工作四年，“全家人搬进社区， 孩子就近
读书上学，我也辞去了外面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工厂一个月
有 4000 元的收入，家里的老人娃娃也有时间照顾，什么都
不耽误。 ”

秦巴山区，曾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由于找不
到挣钱的生计，当地一些群众很长时间只能外出打工。

易地扶贫搬迁为秦巴山区带来新的契机。 仅在陕西省
安康市，近年来就有近 100 万群众搬出深山。劳动力的聚集

同时带来发展机遇， 通过承接由东部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 安康市在各个社区布局了超过 1000 家新社区工
厂，实现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双赢。

在织袜行业打拼了 30 年的浙江商人顾芝红，已陆续在
安康多个县区投资建设新社区工厂。 “搞服装外贸，稳定的
劳动力最重要。 东部地区工人流动性大、成本高，而陕南的
搬迁社区不但有大量熟练工人回流，用工成本较低，企业还
不用担心人员流失。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同行选择到秦巴山
区投资建厂。 ”顾芝红说。

34 岁的何绍峰初中毕业后去福建打工，他曾以为自己
再也不会回到家乡生活。 直到 2019 年，何绍峰所在的服装
企业计划在安康市投资建厂。 作为厂里的骨干，又具备“当
地人”这项优势，何绍峰被委任全权负责安康总厂和新社区
工厂的组建和经营工作。

“更多的新社区工厂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回乡， 充足的劳动力又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秦
巴山区已经形成投资、用工和就业的良性循环。 ”何绍峰说。

此外，秦巴山区也在提升新社区工厂的生产规模，形成
优势产业的聚集效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秦巴
山区还在补齐短板，帮助相关产业迭代升级。

“原本企业只是看中这里较低的人力成本 。 但这几
年，安康市下大力气解决了物流运输难题，让我们投资办
厂更有信心。 ”安康新伟泰玩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龙武
说。

不同于东部省份具备通江达海的贸易优势， 秦巴山
区物流运输成本较高。 为解决运输难题， 安康市多方协
调，与铁路部门和上海上港集团合作，打通了铁海联运渠
道，还开辟了“安西欧”中欧货运班列，在当地建起可以直

接完成货物报关的无水港， 让山区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
下降。

2020 年，龙武决定把企业总部从广东东莞搬到安康市
汉滨区，同时计划通过“总部+新社区工厂”的模式，继续扩
大生产规模。 同样， 更多的东部企业注意到秦巴山区的变
化，决定将生产总部向这里布局。

“厂子建在秦巴深山，但我们的合作方全是英国、比利
时、法国、挪威等国的品牌，生产的服装全部销往欧洲，年产
量在 10 万件以上。 ”安康市益成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振
艺说。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安康市已建成新社区工厂
1023 家，吸纳就业 3.17 万人，其中脱贫人口 8278 人，实现
年产值 56.68 亿元。 新社区工厂正在为秦巴山区插上腾飞
的翅膀。

致富新业，山区制造：秦巴山区培育新社区工厂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前进村千亩林果生态
产业园，绿意盎然的猕猴桃园区内，务工群众
忙碌地在园区开展夏季管护。 “每天在园区工
作 5 个小时左右，一天能领到 80 块钱的工资，
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我觉得很不错。”在产业园
就业，园区护工王林海觉得很幸福。

黄桃园里，种植户陈先礼看着自己亲自栽
植的蜂糖李今年已经是硕果满枝， 很是开心。
“这里改造荒山建园的 500 亩蜂糖李，其中 20
亩是我管护的，今年是初次挂果，除去人工成
本，每亩能增收 1800 元左右。 ”47 岁的陈先礼
是土生土长的前进村人，在他记忆里，以前的
这里就是一片撂荒地，现在却成了村民们致富

的乐园。
前进村辖七个村民小组 ， 共计 602 户

2010 人。 近年来，该村依托“三个一”（成立一
个合作社，发展一个产业，扶持一笔资金）产业
发展规划，注册成立城关镇前进村丰发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投资 600 余万元，结合退耕还
林、绿植造林，改造荒山 1200 亩，以猕猴桃、蜂
糖李、红桃为主导产业，打造了集观赏、采摘、
亲子体验为一体的现代休闲农业生态园。 目
前，该园区通过持续不断地改造升级，已经展
现出林果经济生态产业大发展的趋势，并为辖
区群众解决了 160 余个就业岗位。

青青的树下，嫩嫩的茶叶。 5 月中旬，在岚皋县石门镇小
沟村林下， 今年 48 岁的村民谭显祝和乡亲们一起采茶。 很
快，大家篾篓里就积了厚厚一层鲜叶。

“这些都是这两年才重新管护出来的‘野放茶’，现在全
村已管护 1000 多亩。 ”岚皋县小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彭子柱告诉笔者，这里的“野放茶”大多是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种植的，当时是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开放后各家各
户变现的主要来源，后来由于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当地茶
叶企业衰落，没了人管护，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野放茶”。

话还要从 2018 年底说起，当时脱贫攻坚战役正酣，时任
石门镇镇长的刘波找到小沟电站负责人陈复彬说出了自己
的想法：希望水电站能够“工业反哺农业”，投资发展当地茶
产业，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做出点贡献。

陈复彬经过一番思考认为可行。于是由水电站所在的岚
皋县光辉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岚
皋县小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建起了总面积达
2000 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并引进了红、绿茶两条生产线。
与此同时，公司还在石门镇月星村建起 700 亩标准化茶园。

“实际上，‘野放茶’是生态健康的茶。但由于当时没有本
地茶叶企业带动，加上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缺少人力管护
和采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茶树荒废得厉害，很多茶
园成了深山老林，荆棘丛生，人都钻不进，想着很可惜! ”刘波
介绍了他当时动员陈复彬投资建厂兴茶的情景。

小沟茶叶加工厂的成立，直接带动了当地群众管护老茶
园、种植新茶树的积极性。 谭显祝家就是例子，她说，过去自
家有茶园 20 多亩， 后来随着他们夫妻俩外出务工， 就荒废
了，偶尔回来采也就采个自己够喝就行，前几年小沟茶叶加
工厂建起来后， 夫妻俩就把其中的十多亩老茶园管护起来，
每年能采 300 多斤鲜叶，仅此一项收入上万元。

随着管护面积的增大、管护质量的提升，小沟茶叶加工
厂每年生产的干茶量也一直看涨， 从 2019 年的 0.5 吨增加
到 2020 年的 1.5 吨、2021 年的 2 吨、今年的 3 吨。

“今年的 3 吨干茶叶中， 约有 2 吨来自小沟村的 ‘野放
茶’，就按 300 元每斤算，也是 120 万元！ ”彭子柱介绍，现在
有 300 余户群众通过卖鲜茶叶、 土地流转和到园区务工增
收。

“可以说，自从有了小沟茶叶加工厂，我们小沟村的‘野
放茶’迎来了第二春！ ”谭显祝一席话逗笑了采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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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村：产业发展有“钱”景
通讯员 张辉

李宁：发展农业助农增收
通讯员 刘长兵

近日，石泉县池河镇蚕茧收购点热闹非凡。 目前已收购蚕茧二
十万余斤，平均每斤收购价 22 元。 一直以来，池河镇高度重视蚕桑
产业发展，建成小蚕共育室 5 处，解决“小蚕难育”技术难题；组织开
展蚕桑技术培训，精准护航蚕桑种养全过程，增强群众发展蚕桑产
业的信心。

乔雨 摄

汉阴县双河口镇自 2021 年 11 月入选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以来， 全镇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聚焦农业产业强镇
项目建设，把“主导产业强底色、多产融合
增亮色、利益联结添成色”作为农业产业强
镇示范建设的样板田来打造， 积极探索整
合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通流通链，推进
产业发展一体化、规模化，全力打造农业产
业强镇， 绘就双河口镇乡村振兴的锦绣新
“画卷”。

主导产业强底色

果农杨晓松是黄土岗村的猕猴桃种植
大户，也是村中最先富起来的村民，种植猕
猴桃已有三年之久。 随着猕猴桃市场前景
越来越好，他家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小康生活。

除了猕猴桃， 该镇斑竹园村依托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 不断优化产业布
局，大力发展蚕桑、核桃等产业，促进群众
就业增收，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该镇在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群
众意愿的基础上， 依托森林和富硒资源优
势，紧紧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全力
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猕猴桃、
金银花、蚕桑、果蔬四大主导产业，合理布
局富硒粮油、畜禽养殖等传统小众产业，按
照 “四化五统一 ”标准 ，建设专业化 、规模
化、集约化产业园区，形成“高山核桃拐枣、
中山桑果环绕、浅山种养间套、园区生产加
工”的产业发展格局。

目前，已建成产业园 1.5 万余亩，涵盖
猕猴桃、桑园、金银花、果蔬、核桃、魔芋、生
态富硒粮油豆等特色产业， 实现了以短补
长、以长促短，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产融合增亮色

夏天的三柳村，古木苍翠、溪水潺潺。
青泥河两岸传来村民的捶洗声和说笑声，
他们的日常成了游客眼中怡人的风景。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香满园。 该
镇先后建成龙垭村百亩樱花观光园、 三柳
村 80 亩田园综合体、幸和村千米稻花观光
步道、 凤柳村千亩金银花生态观光园以及
长达 24 公里的彩虹旅游公路，营造自然花
海、古镇古街、三柳古庙、谢家老院、千年古
柳、风车走廊等网红打卡点 10 余处，一村
一幅画，一处一风光，运动锻炼、骑行观光、
拍照摄影的游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乡村
旅游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双河口人牢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殷切嘱托，扎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围绕以“农”兴“旅”，
以“旅”促“农”的思路，开发“春赏花满园、
夏观荷塘景、秋闻稻浪香、冬品庖汤宴”等
多个主题，建成双河口猕猴桃采摘园、龙垭
惠民大棚果蔬采摘园、三柳稻虾体验园、凤柳金银花采摘园以及
三柳农家等 10 余个以采摘游乐、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农产品
基地和采摘基地，游客可以体验采摘瓜果、摸鱼钓虾、收割稻谷、
制作美食等各类活动，感受农耕文化、田园风光、自然之美，参与
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强，深受游客青睐。

利益联结添成色

连日来，石家沟的村民们正忙着在金银花园进行果豆复合套
种，这是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了提高金银花种植基地的土地利
用效率而采取的新举措。

据了解，在 2021 年春季，根据市场需求，该村采用“三个一”
产业发展模式，流转村内闲置土地种植了 120 余亩生产周期短的
金银花，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也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务工
渠道，实现了冬闲地不闲、群众忙挣钱。

“在这里务工离家特别近，一天的工资有 100 元，照顾家庭和
赚钱都能兼顾，就业也很灵活。 ”在园区务工的村民介绍。

这只是双河口镇在推动产业发展促增收上的一个缩影。 在实
现产业兴旺的进程中，双河口镇积极推行“反租倒包”“村社融合”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现代组织模式，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平台作
用和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打通企业与农户“订单种植，保底收
购”合作渠道，建立“同向发力、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
群众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切实为群众兜住收入底线、拓宽致富门
路。

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群众钱袋越来越鼓，这正是双河口镇奋
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奋斗目标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
双河口镇将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为契机， 切实在产业发
展、农旅融合、联农富农上下功夫，坚持“一线四产三示范”发展思
路，以青泥河全域产业带为主线，全面发展“猕猴桃、金银花、蚕
桑、果蔬”四大产业，聚力“农旅融合、生态康养、红色文化”示范建
设，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强镇，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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