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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这片混交种植园科学抚育起来， 不仅提升了林分
质量，还将科学带动林下产业也发展起来，增加园区效
益，带动群众增收。 ”刘峰带着笔者一行来到汉滨区石
梯镇冯山村善科农业产业园。 今年 30 岁的刘峰是该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自 2018 年他担任该村干部以来，
一晃已是整整 5 个年头。

冯山村由原冯山、兴坪、石坡三村合并成立，地广
人多、发展滞后。 2014 年 12 月刘峰退伍转业后，便扎根
家乡为村民谋福祉。 特别是 2018 年脱贫攻坚进入攻坚
冲刺期，村里面年轻人大量外流，导致脱贫任务更加繁
重，脱贫攻坚力量亟待加强。 刘峰主动放弃在汉滨城区
经营良好、客源稳定、月入 2 余万元的餐饮实业，心系桑
梓，回到农村，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主战场”，与群众一
道战脱贫、谋发展，成为群众认可的“最美退役军人”。

5 年来，刘峰坚守军人初心，充分发挥党支部书记
带头人作用，以加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为核心，以发
展村级产业经济为重点，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在上级

党委政府、帮扶单位的关心支持下，带领村党支部班子
和群众，实现了辖区 12 个村民小组 496 户 1542 人全部
脱贫摘帽。完善了通村路网、通水到户、电网改造等村级
基础设施配套，使群众出行更便捷，民生进一步改善。先
后引导致富带头人陈显攀发展了规模 1000 余亩的汉滨
区利杰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 打造出了集蜜桃体验采
摘、牧羊生态放养、富硒蔬菜种植、民宿体验观光于一体
的综合产业园区；整合成立了规模 800 余亩的汉滨区善
科农业产业园，发展起了集鸵鸟、孔雀养殖，白鸡放养、
无花果种植、 魔芋套种等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园；形
成了冯山村“合作社+农户+支部书记包联产业示范点”
的精准帮扶模式，成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发展载体。

“我们将抢抓乡村振兴政策机遇， 继续坚定不移发
展和壮大三农产业经济，为乡村产业发展、民众增收致
富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面对下一步的发展，刘峰
的言语间信心满满。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
的关键之年，是安康追赶超越的重要之年。为充分展示
汉滨区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争当
先进，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即日起，汉滨区退役军人
协会联合《安康日报·秦巴文旅》编辑部举行第二届“可
利雅杯”“建功乡村振兴 军歌依然嘹亮”———“寻找最
美退役军人”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旨在挖掘退役军人协
会队伍中的先进典型，寻找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
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进行表彰，旨在让退役军
人成为引领风尚的时代标杆，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

一、 活动时间
2022 年 7 月至 8 月
二、 活动主题
“建功乡村振兴 军歌依然嘹亮”———寻找“最美退

役军人”
三、 活动内容
活动采取组织推荐、 社会推荐和个人自荐三种方

式。寻找“最美退役军人”坚持先进性、典型性、代表性，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线建功立业的人士。寻找“最美拥
军人物”主要为爱国拥军模范，重点为企业家。“最美退
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 的典型事迹将择优在本刊发
表。

四、 活动评选
在推荐申报材料的基础上， 主办单位将邀请相关

领域专家对事迹先进性、代表性，择优推选评出“最美
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评选结果将进行发布。

刘峰：乡场更显兵精神
通讯员 冯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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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套种黄豆

山青水秀蓄财富

袋料食用菌

稻田养鱼

窖藏拐枣酒

夏日炎炎， 踏进汉滨区吉河镇的稻田
边，随风摇摆的秧苗在层叠的水田上荡漾出
蓬勃的绿意；山坳处，连片的拐枣树已结出
了串串细碎的果实， 溢出清芬的果木香；高
山上的大棚内，菌棒在高温下冒出肥硕饱满
的香菇，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场景正是产业
兴旺的真实写照。

作为汉滨的区域重镇，吉河因为地理位
置的优越性，发展产业有着先天的优势。 吉
河镇镇长陈耀丽说：“近年来，镇党委、政府
在坚持生态环保的前提下，按照‘稳定粮油
生产、提升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带动’的发展
思路，坚持‘园区+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不
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经营主体，持续做优
做强林果（拐枣、核桃）、旅游、畜牧、苗木花
卉、食用菌五大主导产业，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迸
发出强劲的活力。 ”

果园套种产业兴

沿着蜿蜒的山路疾驰而上，很快便到了
吉河镇的矿石社区，路旁碗口粗的拐枣树擎
起如盖的绿荫，为树下正给大豆锄草的村民
带去丝丝清凉。

吉河镇地处北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
湿润，光、热、水源充足，是拐枣的优生区域。
“十二五”期间，当地曾大量栽种拐枣树，为
后来赓续壮大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矿石
社区的这片拐枣园，最粗的那些果树便是那
时候种下的。 拐枣园负责人何荣群告诉记
者：“我们矿石社区以前发展的产业类型也
比较多，最后就是拐枣成了主导产业，这两
年通过镇党委、政府指导，派技术人员传授
管护技巧，拐枣树的挂果率明显提升，今年
又套种了大豆，效益更是成倍增长。 ”

2015 年， 时任矿石社区村干部的向荣
群，依托产业发展机遇成立了汉滨区向阳农
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陆续栽种拐枣
树，迄今已形成千亩拐枣林。 随着种植年限
增长，拐枣树的果实也逐年增多，为充分延
伸产业链条，自 2019 年开始，向荣群便开始
自己酿制拐枣酒，经过头年试验，受到了周
围乡邻们的广泛好评，他便逐年增加酿制数
量。 “头一年酿了 3 吨，第二年 7 吨，今年预
计增加到 10 吨。 因为物美价廉，所以也不愁
销路， 往往冬天还没过完， 拐枣酒就卖光
了。 ”谈起拐枣产业，向荣群滔滔不绝。 “现在
我们的产量还达不到，要大量酿酒，还需要
从别的地方收购拐枣，等我们自己村上的拐
枣树产量都到了盛果期，就可以开发更多的
产品，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

而今，吉河全镇的 1.2 万亩拐枣园，都在
市场主体的带动下，成为带富一方百姓的好
产业。 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市吹响“稳粮扩豆
增油”的冲锋号，吉河镇党委、政府为将土地
利用率提升，提出林下套豆的思路，向荣群
的拐枣园区里，3 月种下的大豆已经枝叶葱

茏。 在园区干活的村民舒自珍说：“前几年出
去打工的人多，地都没人种，现在村上的撂
荒地基本都被整治出来种粮食，我们这些岁
数大的家庭主妇也能通过到园区务工增加
一部分收入， 现在给我开一天 150 元的工
资，不用出门也能赚到钱，我很满意。 ”放眼
全镇， 还有无数个像舒自珍一样的村民，依
托家门口的产业园，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兴
旺。 活跃在吉河山乡的农人们，汇聚成助力
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推动区域发展迈向新
的征程。

特色经济助振兴

因为距离城区很近，吉河镇的大部分村
民，都是就近就业务工，创业也是根植于老
家的一方乡土。 在板庙村 4 组，记者见到了
经营菌菇产业 10 余年的村民王治合。 早年
间，王治合也打过短工，后来还是想着老家
有地有院子，在家里发展农业也不错 ，便依
次尝试过养猪 、养蚕 、种黄姜 ，可由于销
路不稳定 ，这几项产业相继夭折 。 他便开
始尝试香菇种植 ，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经
验总结 ，香菇产业逐渐有了起色 ，从一年
几千棒到几万棒 ， 出菇率和香菇品质都
有了稳定保障 。 “时间长了 ，城里面的菜
贩都知道我这里香菇好， 个头大还新鲜，一
到采摘时他们就上门来收购了，我也不用操
心销路，就安安心心把香菇种好就对了。 ”说
起自己种的香菇，这个憨厚的秦巴汉子脸上
浮现出笑容。

2016 年，产业发展的东风吹到了乡村的
沟沟坎坎间，王治合乘机成立了安康市汉滨
区治合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了包括
自己家土地在内总共 120 亩的地发展菌菇。
由于种植时间长，加之好钻研，王治合还掌
握了培育菌种的技术，十里八乡想发展香菇
的村民，都会跑到他家购买菌棒。 前年，王治
合在香菇大棚外， 专门开辟出一块空地，试
着种了一些羊肚菌，由于产量少、品质好，又
是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去年他扩大了种植范
围 ，40 亩羊肚菌为他带来了数十万元的收
入。

依靠发展食用菌，王治合不仅供 2 个孩
子上完了大学，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家门口
就业增收，高峰时期，大棚里的工人就有 20
多名。 今年 60 岁的刘世翠，是吉河镇田山村
10 组的村民，自从王治合开始扩大种植规模
后，她就一直在此务工，多年来，每天骑着摩
托车来大棚里干活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在
这里务工每年能赚 4 万左右， 还管两顿饭，
也不存在啥支出，我还想一直做下去哩。 ”

在王治合看来，农村发展产业的最大益
处，在于能够有效盘活土地的同时，让剩余
劳动力再次发光发热、有业可就，增加一份
收入，获得一份保障，真正实现家门口增收
致富。 去年，王治合的合作社成功申报为区
级家庭农场，这给了他把菌菇产业进一步壮

大做强的信心。 “有政府帮着、家里盼着、群
众看着，怎么也要把这项产业做好，争取能
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我也会尽自己力
量，帮助更多村民掌握技术，让他们既富口
袋，也富脑袋。 ”

康旅小镇富乡亲

长期以来，因属于安康中心城区水源保
护地，吉河镇舍工业保民生，为生态发展让
利，不得已舍弃了很多投资良机。 但与此同
时， 吉河镇的生态环境也在肉眼可见地变
好， 森林覆盖率从 80％以上增长至如今的
90％以上， 与农业伴生的旅游产业在一定程
度上迎来了爆发的良机。在吉河社区 ，鲁家
山庄可谓远近闻名 ，2003 便开始以售卖
农家土菜为主的鲁家山庄 ， 是最早一批
兴起的农家乐 ， 靠着火烧馍和土鸡汤以
及其他富有特色的菜肴 ， 鲁家山庄有了
一大批拥趸。 “那时候一到周末，院子里都站
满了人，我们请七八个帮忙的炒菜，厨房里
的火就没熄过。 ”回忆起生意最为火爆的那
些年，山庄主人鲁琳感慨颇多。 “这两年虽然
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如以前火爆，但是周末
还是有不少顾客。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镇下一步的规划
中，将以做好农旅融合，打造休闲吉河为目
标，决心依托“回龙观、月亮湾”等山水生态
资源 ,加大招商引资和投入力度，在吉河坝、
高水、自力、三河、矿石等村，利用闲置农房
打造“特色民宿”，新（改）建一批高标准农家
乐，建成“五园一体”的生态旅游。 即瓜果采
摘园（建成蔬果大鹏，种植草莓、柑橘等）；垂
钓观光园（依托水天河、白家沟水库资源）、
农耕体验园（在三河、吉河坝建成农耕文化
园，修建高标准梯田和观光步道）、苗木花卉
园 （打造向日葵 、格桑花 、荷塘等网红打卡
地）、美丽家园（三河村委会至卧佛山公墓沿
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打造美丽家园示范
户，探索庭院经济），培育一批融观光旅游、
田园风光、农耕体验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乡
村旅游业态，不断吸引游客聚集人气，重振
吉河旅游业。 同时按照“康养+观光”“康养+
休闲”“康养+体验”“康养+服务” 等模式，依
托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市级养老院建设机遇，
加强吉祥源旅游度假区、云顶小镇等项目建
设。 力争在辖区建成疗养中心、田园观光、农
业采摘、养生民宿、养老农家乐、旅游综合服
务等项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吉河镇党委书记
卜兆芬说：“今年是乡村振兴的提升之年，镇
上将不断围绕工作重心， 结合汉滨区委、区
政府‘建设吉河旅游镇’的定位，紧扣‘康养
旅游’这一核心，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汉
滨东部生态康养旅游特色小镇，沿着绿色发
展的道路阔步前行，把‘绿水青山’转化为源
源不断的‘金山银山’，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