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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阳 阔 步 朝朝 阳阳 产产 业业
记者 吴苏 通讯员 陈发宝 郑挺挺

进入一年中最热的 7 月， 汉滨区早阳镇的村落
乡野间已经迎来了部分农作物的丰收季。 高低起伏
的山脉间， 早熟的玉米像列队的士兵般在黄土地上
挺立的笔直， 枝干上籽实饱满的玉米垂下棕褐干瘪
的玉米须，向大地宣告着自己的成熟；千亩烤烟示范
园区内，比人还要高的烟苗秆上，已有泛黄的烟叶被
村民一捆捆收割到背篓，进入烘干加工程序；蔬菜大
棚里，辣椒、茄子、西红柿等蔬菜一片五彩斑斓，等待
着农人采收后进入菜市场， 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上时
令美味……整个早阳大地， 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勃勃
生机。

进入“十四五”的关键之年，产业兴旺的气象在
早阳镇的山乡大地上已经卓有成效， 早阳镇长向伟
说：“围绕镇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 紧盯当前
阶段的重点工作任务，早阳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核心，打
好产业发展的硬仗，统筹推进各项产业提质增效，全
力将早阳打造成汉滨区的特色农业样板镇，助力‘三
农’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

立体农业效益高

走进该镇的寨垭村， 蜿蜒的山路盘旋在高耸的
山脊间，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山里人家，顶着暑热薅
去黄豆地里的杂草。

自汉滨区吹响“粮油套种”的冲锋号以来，早阳
镇的各村组都积极备战，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要求，多措并举抓实粮油生产，牢牢把握粮食安
全主动权，守护人民群众的“粮袋子”，确保粮油生产
提质稳产增效。

在寨垭村，300 亩大豆玉米被种在整治好的摞荒
地里，间或套种在核桃林下、拐枣园里，实现了果园
套粮油的多渠道增产增收。 村支部副书记张峰告诉
记者，由于地广人稀，海拔又高，寨垭村的产业基础
条件相对薄弱，“十三五”期间，借助脱贫攻坚产业发
展契机，全村才发展了 700 亩拐枣。 如今，当年陆续
种下的拐枣已经逐步进入了盛果期， 村民依靠加工
拐枣酒，每年也能增加一笔收入。 但眼见着村里搬走
的人越来越多，留下的撂荒地也长满了杂草，作为村
干部的张峰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恰逢国家大力号召
地方践行“稳粮扩豆增油”，了解到中央、省、市、汉滨
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后， 张峰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动
员村上各小组的农户种粮种豆。 “我们这里好多年轻
人要么出去打工了，要么搬走了，留在村里的，大部
分都是老龄人口，要说服他们整地种粮，除了政策补
贴跟上，其他的服务工作也要做好。 ”为发挥村民能
动性， 张峰以自己当初成立的顺阳造林农民专业合
作社为核心， 统一整治村上的撂荒地， 免费提供化
肥、农具，号召村民们积极种豆种玉米。

整个春末夏初， 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3 月播种
玉米，5 月套种大豆， 让原本荒芜的土地重新焕发了
生机。 满树果实的拐枣园下，魔芋也长得枝繁叶茂，
土地活力被充分唤醒。

村民周袁文在黄豆地里， 一遍挥锄薅草一边对

记者说道：“现在种粮食国家还给补贴， 吃不完了卖
掉，或者加工成饲料喂猪喂鸡都好得很，只要我这把
老骨头还能动弹，就乐意种地。 ”

而根据“粮油播种面积和产量不得少于上年”的
目标要求，早阳镇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任务为 53700
亩（其中夏粮 27500 亩、秋粮 26200 亩）。 为落实好目
标任务，镇党委、政府结合各村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细化任务，分解到村，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工作责任，
让大豆、玉米等作物在红薯地、烟草地、拐枣园、核桃
园等地纷纷扎根生长，全镇的田园间，处处呈现出枝
繁果盛的喜人场景。

农旅融合前景广

由于海拔高度和土壤环境适宜林果的生长，早
阳镇早在 “十二五” 期间就积极发展核桃等林果产
业。 而作为汉滨区的五大主导产业之一，核桃曾遍及
各乡镇，仅早阳镇的早阳村就有 1200 亩核桃生长在
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成为该镇一道颇引人注目的风
景。

盛夏的烈日暑气逼人，照在皮肤上灼热感十足，
站在核桃树下，遮天蔽日的绿荫却自成屏障，擎出一
片阴凉天地。 仰头看去， 密密麻麻的核桃树硕果累
累，只把细的枝丫都压得垂在地面，村民们乐得直呼
“今年核桃大丰收，算是见到效益啦。 ”

可在几年前，核桃远没有如今的繁茂，由于人口
的大量外流和村民缺乏技术等因素， 导致核桃园曾
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局面，这一度让村民对核
桃产业失去信心。

镇党委、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联系上级部
门及汉滨区林业局，针对核桃树丰产不丰收，病虫害
等问题进行防治，去年以来，在各村成立了核桃管护
队，培育了一批林果病虫害防治及果园管护的人才，
让千亩核桃园重新变得果实累累。

今年 70 岁的陈开琼就是享受到了核桃管护好
处的村民之一。 “以前我们也不懂技术，知道核桃价
值高， 但是管护不到位导致果子没等成熟就全掉光
了，今年镇上请人教我们技术后，核桃都好好挂在树
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能采摘了，卖出去我还能挣几千
块钱哩。 ”

而除了核桃， 该村还借助区位优势， 将江边的
300 亩柑橘打造成农旅园区， 对果农进行技术培训，
使得原本无人管的橘园成了当地人气旺盛的旅游打
卡地。 村支部书记丁善桥介绍说：“以前因为疏于管
护导致柑橘园的经济价值没有提升，从去年开始，镇
上就专门请了技术专家上门来指导， 把技术服务送
到田间地头。 前段时间又再次针对村上的产业进行
了统筹规划，进一步加强管护措施、落实责任，就是
为了盘活林果产业，使其发挥出更高的价值，进一步
提质增效，早日实现产业兴旺。 ”

解决了核桃、 柑橘等林果产业生长中的技术问
题，早阳镇党委、政府又未雨绸缪拓宽销路，镇村干
部除了通过熟人圈大力宣传外， 下一步还准备在果
实成熟季通过电商平台促进销售， 增加村民收入的

同时，提高地方知名度，为后续农旅产业进一步发展
聚人气、添活力。

烤烟大镇增收强

作为汉滨区烤烟生产第一大镇，经过多年发展，
烤烟产业已是早阳镇的支柱产业之一，全镇 14 个村
种植 4000 余亩烤烟，越来越多的村民依托烤烟产业
走向了小康。

站在高跃村的烤烟产业综合园区内， 连绵起伏
的山丘上到处都种满了烤烟，村民们扛着背篓、戴着
草帽，鱼贯而入地进入烤烟地里，将根部已经泛黄的
烟叶采摘下来，再由车辆运送到加工厂，进行下一步
的烘干分级。 炎炎烈日下 ，领头的李大爷顾不上擦
去额间的汗水， 眼疾手快地将面前成熟的烟叶扒下
来装进篮中，又迅速钻入另一片地块。 “种烤烟是个
辛苦活，薅草追肥、封顶打叉，种下地就再没有闲时
候，但是种烤烟收入还可以，我种的少，一年也能赚
个 3 万多，加上在这边务工的收入，日子过得倒还凑
合。 ”提及烤烟的效益，李大爷黝黑的脸上顿时舒展
出笑容。

近年来，为将烤烟产业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让更多村民因这片“黄金叶”致富增收，早阳
镇党委、 政府紧紧围绕全市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紧扣汉滨区委“做精早阳烤烟”定位和建设烤烟
大镇目标，全力推进“百千万”烤烟工程(即：全面培育
百亩大户，千亩示范村，万担烟叶强镇。 )下大力气破
解烟农难题， 壮大集体经济， 扎实推进巩固衔接工
作，擘画好早阳镇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如今，高跃、石门两个千亩烤烟村规模日盛，高
跃村更是积极把烤烟产业融入乡村振兴主战场，充
分发挥现代烟草农业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推动作
用，深入探索烟农增收途径，全力开拓“烟叶＋N”的
产业促农增收模式，建立“以烟叶种植为核心，多元
化经营为延伸”的增收体系，力争把高跃村打造成为
烟叶兴、烟农富、烟区美的典范。

“产业配套、多业融合”的机制下，早阳镇的蔬菜
产业也与烤烟互相辉映，走向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该镇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的秦叶情公司， 厚植早阳乡
土发展蔬菜大棚，经过多年壮大深耕，在高跃、高举
等村建成百亩蔬菜保供基地， 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
篮子，也让当地村民鼓起了钱袋子。

奔赴在乡村振兴的跃升之路上，早阳镇按照“高
山兴烟芋、浅山兴果蔬、科学环保兴畜禽、一村一品
有特色”的产业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建设烤烟大镇、
魔芋重镇、畜牧强镇、林果示范镇、蔬菜发展引领镇
目标，大力发展优势产业。 镇党委书记金鑫说：“实施
‘十四五’的关键之年，早阳镇党委、政府将聚力推动
补链强链，加速产业提档升级，以绿色农业生产为主
色调，在全镇形成‘串珠式’产业格局，奋力谱写出早
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描绘好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
产业根基的富民答卷。 ”

在汉滨区石梯镇， 提起徐尤娣的名字大家都竖起
大拇指，交口称赞，夸她是丈夫的好帮手、贤内助。 凡
是去过东茂山楂园的人们，都会熟记她的名字，由她制
作的当地土菜，色泽诱人、开胃暖心，能吃出家的味道。
去的人乘兴而去，满意而归，山楂庄园吸引着不同的消
费群体前来游玩体验。如今，东茂山楂园已然成为当地
的一张靓丽名片，吸引八方来客，把自然美、生态美、家
居美融入其中，成为美丽乡村的生动符号。

徐尤娣生于 1979 年， 是流水镇学坊垭社区的人，

她从小爱好美食，出嫁前就学得一手好厨艺，家常小炒
是她的拿手菜，经常给当地的“红白喜事”掌厨做饭，在
当地积累了很好的口碑。依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
在外拼搏了好几年的她， 于 2016 年同丈夫回乡创业，
成立了汉滨区东茂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以山楂种植
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园区，夫妻俩齐心协力，以将园
区打造成为具有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农产业园为
目标，日复一日忙碌着、奋斗着。

都说成功男人背后必定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事业
的女人， 一个好女人对男人的成功有着莫大的帮助。
徐尤娣陪着丈夫经过五年的艰苦创业，园区现已初具
规模，2019 年申报成为汉滨区级园区。400 余亩的山楂
园，年产量达到 110 吨以上，园区带动农户 43 户 155
人。 徐尤娣夫妻俩和工人在园区干活，剪枝、施肥、锄
草、采摘、加工，都是亲力亲为。 她犹如洁白的山楂花，
坚韧的开在向家梁上。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徐尤娣对园区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 作为贤内助她对丈夫大力支持，鼓励他
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干自己想干的事业，并且全力以
赴投身到丈夫的事业中去。

2020 年 4 月，山楂庄园开业了，徐尤娣亲自下厨
接待来客。 来自农村的她，深爱着脚下这块土地，经营
的庄园更是注重特色，主打农家菜，让客人吃出本味和
乡愁，每年她喂养四头猪，以野果和野草为饲料喂养，
猪长到百余斤后，便开始散养，让这些猪在山楂园里吃
掉落的果子和杂草， 常年在山坡上溜达的猪， 变成了
“跑山猪”，筋道有口感，每年杀猪后全部熏成腊肉。 因
为依托山楂园区，她研究推出的山楂红烧肉、山楂爆炒
腊肉、 山楂粉蒸肉等系列菜肴深受游客喜爱。 而规模
庞大的园区内，沟壑多，自然环境优美，自然禀赋形成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里的野菜品种也多，在日月天地
的润泽下，长得茂盛鲜嫩。 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春
暖花开之际，她便翻山越岭，挖着芥菜、鱼腥草、野芹

菜、野生菌类、椿芽、蕨菜、地耳、野蒜、灰灰菜等，为游
客制作出一桌桌带着山野气息的美味佳肴。 她做的白
蒿酸菜面、白蒿蒸馍很受欢迎，都是游客必点的菜品。
因为对人热情厚道，收费合理，菜肴有特色，徐尤娣把
生意经营得越发红火。

每年到了盛花期，山楂花由白变粉红，开得漫山遍
野，成为山坳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游客前来观瞻，赏花，品尝庄园里的农家菜，安康城区、
汉中、西安的游客都慕名而来，观山楂花开，吃当地农
家菜肴。 一名叫张芳的安康游客， 第一次来山楂园吃
过山楂农庄的菜肴后便赞不绝口，念念不忘，现在她几
乎每个月都来一次， 和徐尤娣更是成了好朋友、 好姐
妹。 她说：“这里的山村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农家菜肴
富有特色，徐尤娣待人热情，是山村里的‘阿庆嫂’，在
这里消费踏实放心。 ” 安康宝业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军
对这里更是情有独钟。 “农家乐我吃得太多了，但这里
山村风光好，风景独特，山楂园规模巨大，盛花期间是
山村最美的画卷，这里的农家菜肴味美菜香，能吃出山
野的清香，更重要的是老板娘热情厚道，每次来都让人
感到宾至如归，像家一样的感觉。 ”在山楂花盛开的季
节和山楂果采摘期， 园区每天游客接待量达两三百余
人次，车满为患，生意火爆，应接不暇，每年山楂庄园纯
收入都在几十万元，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
收。

业余时间，徐尤娣还有一个爱好，她喜欢发抖音，
每年到了盛花期和收获期， 她便定时定点发布山楂花
盛开怒放的美景。 她的“山楂妹子”抖音号，已经成为
“网红账号”，粉丝达到了万余人，她还拍摄当地种养户
的土豆、桃子、土鸡、车厘子、山羊、蔬菜等农特产发布
到抖音，为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园区里的山楂树见证了徐尤娣的成长。 她一步一
个脚印，和丈夫一起奋斗，让园区从无到有，从小变大。
现如今，园区里已是春有花、夏有果。每到山楂成熟时，

满园飘香的果实， 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在这 “天然氧
吧”，不由让人惬意抒怀。人们享受这美好的田园风光，
还能满足自助采摘、就地尝鲜等多方面需求，真正实现
农业和休闲观光的有机统一。 随着园区建设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产业链条的陆续完善， 也带动园区周边的农
户有活干、有钱赚，最终实现了回乡创业的梦想。 2021
年 7 月，徐尤娣被市妇联、市文广局评为“最美厨娘”，
2021 年 3 月被汉滨区妇联评选为 “巾帼就业创业之
星”，成为大众争相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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