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坝河，青山叠翠，绿水环绕，改造拓宽铺上沥青的张坝路
两旁，格桑花开，彩蝶飞舞、蝉鸣鸟唱，一幅幅栩栩如生、富有乡土气
息的墙画，把道路两旁装扮得绚丽多姿，一座座新型社区如颗颗明珠
在山间闪耀， 一个个笑容满面的村民正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园区里
忙碌着……“世外桃源的新图景在坝河镇徐徐展开。

汉滨区坝河镇党委书记鲁波说：“近年来， 坝河镇坚定不移实施
‘生态立镇、产业兴镇、旅游强镇’发展战略，以绿为本、点绿成金、富
民强镇，走绿色经济循环产业发展路子，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变成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致富优势、发展优势和振兴优势，走出了一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坝河道路’。 ”

绿山兴业 山上山下有“银行”

“端午节期间，桑叶鸡蛋卖的非常火爆，订单都排到一周以后了，
可鸡的产蛋量只有这么多， 顾客经常抱怨等了很久都买不到我们的
桑叶蛋。 ”从事桑叶鸡养殖的柯愈鑫诉说着他的“苦恼”。

柯愈鑫是汉滨区坝河镇繁荣村人，近年来，他在村上成立了盛裕
祥生态种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现代化养鸡厂，改良桑园
500 亩，养鸡 20 万只，年产值达 9000 万元，同时进行食用菌生产，核
桃种植，发展林下经济。

“桑叶喂鸡，鸡下蛋卖，鸡粪又可以给桑树施肥，形成了一条绿色
循环产业。 ”柯愈鑫介绍说，由于桑叶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用桑叶喂
鸡，鸡蛋的营养成分比普通鸡蛋高 3-5 倍，蛋黄的比例也明显变大并
且颜色更黄。

柯愈鑫还在养殖场里安装了网络视频监控， 各地的消费者能够
随时在手机上通过网络查看养殖的全过程，桑叶鸡、桑叶蛋因生态健
康、营养味美，从而赢得了顾客信赖，销路很快打开。

桑叶鸡养殖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合作社通
过流转土地，115 户群众入股分红，256 人长期在合作社从事种植养
殖、产业管护等工作，园区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强力引擎。

“我这两年依靠红薯产业赚了钱，去年种红薯 3 亩，收入 7000 多
元， 在伍湾红薯加工厂务工收入 8000 多元， 流转土地种红薯分红
1224 元。 ”提起红薯，伍湾村 9 组高世美激动地说，“红薯是我们家的
‘金疙瘩’， 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

2016 年，坝河镇伍湾村民崔世满根据该镇气候温润、草木茂盛、
绿色资源丰富的特点，经多方学习考察，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绿色循环
农业，成立汉滨区鸭鸽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红薯作为农民致富
增收主导产业，投资 300 余万元，建起红（紫）薯粉条加工厂、开办养
猪场，采取“党支部+加工厂+合作社+园区+贫困户”模式，流转土地
400 亩，年产红薯 170 余吨，生产粉条 30 万斤，出栏黑猪 500 头，产值
1000 余万元，建立起了红薯种植、粉条加工、黑猪养殖一条龙绿色循
环产业链，带动 612 人致富增收，人均增收 2000 元。

山上栽下“摇钱树”，山下培育“聚宝盆”。 在坝河镇斑竹园村，“牛
人”汪顺金带头成立了康金兴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起了牧草和蔬
菜种植、牛羊养殖、牛粪肥田的循环产业，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牧草，
聘请 31 人在农场务工，与 15 户签订牧草种植收购协议，让 24 人代
养牛羊，人均年增收 2000 余元。

坝河镇长代记鑫介绍说：“坝河镇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按照‘一村
一品’模式，大力发展大棚蔬菜、核桃、食用菌、粉条、辣椒、红薯、养
蜂、养牛、养猪、养鸡等种养殖加工一条龙绿色循环产业，成为边远山
区群众取之不竭的‘绿色银行’，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的目的。 2021 年，全镇人均纯收入达到 12112 元，同比增长 8.25%，
脱贫致富成效显著。 ”

碧水“生金” 一江清水润万民

“这些鱼苗是刚拉回来的，每个鱼池放 1 万多尾。 ”近日，35 万尾
鱼苗活蹦乱跳着进入陆基锥桶高位养殖鱼池， 激荡着坝河镇斑竹园
社区乡村产业振兴的“一池春水”。

2021 年 8 月，在湖北武汉从事水产养殖 10 余年的村民唐印章带
着经验和技术回到了家乡坝河镇。 “坝河镇用水、用电、通讯等设施完
善，我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决心，创立汉滨区程泰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采用陆基锥桶高位养殖养鱼技术，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优质山泉
水养殖生态鱼。 ”唐印章说。

在养殖基地内，记者看到一个个直径为 10 米、深 15 米的高位养

鱼池整齐排列，这些圆桶型鱼池由铝锌板围成，里面铺设了蓝色防渗帆
布，底部为锥体结构，每个池子一端的管道处，循环水正源源不断地往
桶里灌，池水能恒温保持在 25 摄氏度左右，且每个圈养池可保持 24 小
时持续增氧，为鱼苗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生长环境。 同时，还配套建设排
污口、拦鱼网、连通池循环系统等塘底排污工程，打造集规模化、标准化
于一体的高密度生态循环养殖模式。

不仅如此，与传统的养殖模式相比，这样的养殖模式还便于精细化
管理，可降低鱼儿病害发生率、提高产品质量等。

唐印章说，在传统池塘养殖模式下，鱼的“吃喝拉撒”全部集中在一
个大池塘中，养殖尾水处理难，水体环境难以控制，鱼病防治难度也大，
但是利用陆基高位鱼池养殖就能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

坝河镇副镇长陈志恒说：“养殖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 占地面积
3100 平方米，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陆基养殖高位池 11 个 1100 平方米，
二期规模预计 2000 平方米，养鱼 70 万尾。 建成后，将成为汉滨区最大
的陆基养鱼产业基地，带动 150 人就业，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
平，生活质量的改善，产生良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

据了解，坝河镇境内有大小河流 10 多条，水质优良，水资源丰富，
镇上把河水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旅游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实施河堤加固、植绿美化、综合整治、防汛防滑、安全饮水等项目，坚决
杜绝“三高”企业和产能过剩项目落户坝河，实现了镇村污水无害化、生
态化。

陈志恒说：“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促进当地水产养
殖、水上游乐、康养民宿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生态优先 康养旅游好“钱景”

“我们一家在这租住村民房子快半个月了，天天出门赏花、拔野菜、
爬山、听鸟叫、呼吸新鲜空气，吃香喷喷的米饭、鲜嫩可口的鱼肉、地地
道道的农家菜。 ”慕名前来樟树村游玩的杨女士赞叹不停，她说在这里
体验到了儿时的快乐。

“今天天气这么好，约好朋友一起来晒太阳、看梯田、观山色，这里
真的太美了。 ”游客张先生说。 在樟树村，三三两两的游人穿行在田野
里，赏景拍照，舒心惬意。

“我经常带儿子来这里玩，他特别喜欢这个园区，在这里，孩子可以
跟农作物近距离接触，了解农作物生长知识，体验劳动的乐趣。 ”李女士
一家玩的很开心。

位于坝河镇最南端的樟树村山高林密、光照充足，空气清新、田地
开阔，降雨适中、四季分明。 明清时期，这里出产的大米因多年上贡朝廷
而获得“上古巴河、贡米之乡”的美誉，声名远播。 2019 年，在坝河镇党委
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扶下， 樟树村民陈心贵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
源优势，在“稻”和“渔”上下功夫，做好水稻种植、稻田养鱼、农耕体验、
民宿康养、乡村旅游文章，打造农旅融合新亮点，在发展产业的同时美
化了乡村。

采取同样做法的还有坝河镇寺姑村，该村所在的伏羲山海拔较高、
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森林郁郁葱葱，适宜猕猴桃生长，所产的猕猴桃细
嫩多汁、清香鲜美、营养丰富、酸甜可口。

“我们每年都要举办‘猕猴桃节’，开展特色农产品展示、文艺展演、
猕猴桃品鉴等活动。 ”寺姑村猕猴桃产业合作社负责人程鑫介绍说。

近年来，坝河镇寺姑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依托“支部+企业+园区+合作社+科研单位+家庭农场+贫困户”模式，
种植猕猴桃 1200 亩、核桃 1195 亩、黄花 300 亩，养殖乌骨黑凤鸡 40000
只，年出栏肥猪 300 余头，带动主导产业和旅游业快速发展，帮助群众
致富增收。

坝河镇长代记鑫介绍说：“坝河镇天蓝水绿，一年三季有花，四季有
景，树木常绿，空气清新，很多外地人被坝河镇的自然环境所吸引，来这
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走的时候还要买一些大米、硒鱼、核桃、木耳、猕
猴桃、土蜂蜜、土猪肉，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

利用生态资源、田园风光、民俗文化等资源优势，坝河镇以农业为
基础，以旅游为依托，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助农增收致富奔小康，用
实际行动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

存入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 坝河镇党委书记鲁波说：“我们将
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发展，大力建设‘两山’银行，继续释放绿色发展新
动能，持续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推乡村振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坝河力量’。 ”

寻找“最美退役军人”

05
责任编辑 吴苏 邮箱 1030738808@qq.com 热线电话 0915—3311918

总第238期 2022 年 7 月 13 日秦巴文旅

在安康，若问及安礼刚的名字，兴许大伙儿
并不熟悉，但若提及“食裳汇”，美食爱好者们几
乎无人不知。 若再添上江华城的“湘遇”“秦江山”
高新区的“山城外”等餐饮食肆……熟悉的食客
想必已经知晓它们幕后的掌舵者———安礼刚。

今年 40 出头的安礼刚是一名退役军人，祖
籍湖北孝感。 幼年母亲因病亡故后随奶奶生活，
父亲为养家前往安康修筑襄渝线铁路。 1999 年，
年仅 19 岁的安礼刚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应征入
伍，当兵期间，因缘结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一
位美丽的安康姑娘，至此他的人生与安康紧密相
连。

2007 年复员后，安礼刚带着妻小，毅然选择
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安康。 那时，他还只是个一穷
二白的小伙子，抹去了军人的荣耀，一切才刚刚
开始。 然而时间并不允许他迷茫太久，养家糊口
的责任压到了安礼刚的肩上，8 年军旅生涯铸就
了他刚强勇毅、迎难而上的军人品质。 他决心放
手一搏，用全部积蓄闯开他的创业大门。

在服饰与熟食的创业选择上，安礼刚经过市
场调研，综合各方面的优劣势，最终定下了烤鸭

这门生意。 7.7 万元的转让费，学技术、租房子后
进货钱也吃紧，一家人蜗居在小店内，连休息的
地方都没有。

万事开头难，为了把生意做好，安礼刚每天
天不亮就起床进货、腌制、烤卖，每天要忙上十几
个小时。 咬牙坚持的安礼刚，深知自己已经没有
退路，他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念继续日复
一日忙碌着， 希冀自己的努力能赢来更大的回
报。

苦心人，天不负。 正当安礼刚无力为继，周转
面临困境倍感无助之际， 突发了猪流感疫情，猪
肉走低，市场对烤鸭的需求猛增，店子扭亏为盈。
安礼刚终于攒下了一笔收入，掘得了他人生的第
一桶金。

有了成功的经验和果实，安礼刚也变得更敏
锐大胆，彼时正值淘宝扶植“小而美”店铺，安礼
刚这一次把目光落在了“小而美”的饰品经营上，
他频频穿梭在义乌，钻研市场需求，调整经营策
略，果然再一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安礼刚并不满足于此，同期便与人合作开起
了面馆、烤鱼店、冒菜店。 2014 年，有了一定积蓄
的安礼刚瞅准了正在装修的食裳汇，对餐饮颇有
信心的他，盘下了两间店铺经营当时大热的麻辣
香锅和黄焖鸡。 市场没有辜负他，合作伙伴夸他
为人可靠，雷厉风行，敢想敢干。

创业的成功不仅让安礼刚的实力渐渐雄厚，
也增强了他的信心，随着店铺越开越多，品类也
愈渐丰富。 店里数百名员工，每年光工资支出就
高达数百万，辐射带动就业的同时，他还积极开
设岗位、提供场地、传授技术并扶持退伍军人自
主创业。 旧日一穷二白的小伙子蜕变成纵横商海
的精英，但军人的初心依然火热沸腾。

致富后，安礼刚秉持着一贯的作风，热衷公
益之余还定期组织员工清明祭扫英雄纪念碑，节
假日探访慰问老人，为他们送去温暖。 他说：“身
为退役军人，就应承担起责任，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下一步，企业还
将成立党支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提供平台。 ”

在汉滨区石梯镇，提起刘孝宁的名字，人们
都竖起大拇指。 群众都说，他会干事，能干好事，
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好干部。

今年 49 岁的刘孝宁只有高中文化，1989 年
刚刚高中毕业的他怀揣着梦想步入军营，开启他
精彩的军旅生涯， 入伍三年他荣获多次表彰奖
励，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
1995 年在旬阳县化工厂工作 3 年， 期间还被旬
阳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同时被列入优秀干部
人才库。 之后独自来到汉中市创业，刚开始给别
人干，边干边学，后来慢慢地包揽一些小工程，一
点一滴，逐渐积攒，就这样经过了 10 余年的摸爬
滚打有了一定积蓄。当时刘孝宁老家乡村道路建
设如火如荼，亲朋好友劝他回乡创业。 2008 年，
刘孝宁怀着创业梦想回到家乡， 承包了张滩、石
梯等乡镇通村路工程建设，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工
程建设每个环节，他都从严把关，确保每处工程
都能达到优良标准，时间长了在建设单位树立了
好口碑，大小活路应接不暇。

2015 年在石梯镇青套村换届选举中， 镇上
推荐他担任村上副支书，村干部、当地村民也极
力推荐。他思前想后，觉得一人富不算富，带领大
家富才更能体现价值。 下定决心后，刘孝宁便毅
然决然回村担任村上副支书。

刘孝宁上任两年后， 就迎来脱贫攻坚关键
期，他和第一书记对全村进行精心规划，很快摸
清了全村“家底”。 建立柿子园区，吸纳贫困户加
入，采取公司+农户的办法，让贫困户依靠产业脱
贫。村里的柳树河、孙家山村级道路没有硬化，村
民出行很不方便，刘孝宁和镇村干部、帮扶干部
先后多次向市区相关部门争取项目，在他们的努
力下， 共争取 500 余万元道路专项资金， 对 7.3
公里村级道路进行硬化。 争取安全饮水入户，让
全村 16 个村民小组 482 户 1641 人全部喝上了
安全放心水，解决了易地搬迁 140 户 513 人集中
和分散安置。 2018 年 3 月，在换届选举中，他由
副支书转任支部书记。

为搞好村上工作，刘孝宁还把经营多年的农
家乐转让出去，一心投入到带民致富中来。 他还

投资几万元购买了大墩船，方便村民出行，村内
农户过红白喜事均免费使用。 脱贫攻坚期间，青
套村安置房建设、乡村公路建设、饮水安全、产业
发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2019 年全村顺利脱贫
摘帽。

脱贫攻坚之后刘孝宁又积极投入到乡村振
兴工作中来。 2021 年，在苏陕协作常州工作组的
大力支持下，刘孝宁多次带领村干部及产业大户
赴常州市考察学习，通过分析论证，最终确定发
展碧根果种植和黑猪养殖项目。目前园区已栽种
碧根果树 800 余株， 建成标准化养猪厂房 1500
平方米，吸纳 20 余人务工增收，带动辐射周边农
户 106 户。

刘孝宁，一位满腔热血走出去，又信心满满
走回来的山里娃，始终保持着军人风采，如果说
放弃安稳体面的工作走向二次创业是个人选择
的话，那么改变家乡贫困面貌、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提高生活质量，则是他的人生情怀。 多年来，
他始终秉持着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的初心，这正是一个当代退役军人
“退伍不褪色”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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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发展，位于汉滨区东部的坝河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曾经的穷困落后镇如今已成为
宜居宜业更宜游的特色镇。在坚持走绿色经济循环产业
发展的路上，坝河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让
荒山坡成了产业园，返乡者成了新农人，无数村民也因
此受益，增收致富的梦想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一一实
现。走在坝河镇的田间地头，村前屋后，处处可见绿色产
业连片成行，路旁花树杂芜、风景成诗。“康居坝河，生态
小镇”已跃升成汉滨区闪闪发亮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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