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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美水美人更美！”这是记者踏入旬阳市铜钱关
镇的初印象。 巴山深处的秘境小镇，在一片绿意葱茏
中显现出人杰地灵的质感。 山上鸡鸣犬吠、山下田园
山居，掩映其间的，是一处处加工厂房、一块块沃野良
田，忙碌在侧的村民们，正用勤劳与智慧将生活的底
色添染得愈发绚烂。 而无论是产业园区，抑或旅游民
宿，扎根于这片土壤上的产业载体，都得益于该镇大
力推进“归雁”工程，让一大批在外创业成功的游子回
流到家乡，激活了当地“三农”发展的一池春水。

铜钱关镇镇长刘续介绍说：“依托区域内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镇党委政府连续多年来立足镇
情实际，围绕产业基础建设，实施‘归雁返乡’工程，在
政策支持、项目建设上给予倾斜，在事项办理、手续审
批上开放绿色通道，采取亲情招商、上门招商、‘点对
点’招商等一系列办法，让归雁回巢，为家乡建设贡献
力量。 ”

荣归故里，“中国好人”酿好酒

在铜钱关镇的“归雁”队伍中，绕不开的必然有
2017 年曾被中央文明委授予“中国好人”荣誉称号的
杨厚根。

生于 1962 年的杨厚根， 和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
勤勉能干、质朴上进，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不仅学
会多项技能，还在很多行业都打拼过。 2009 年，杨厚
根去往西安从事建材批发生意，彼时，无论城市农村，
房产建设都呈燎原之势。因为讲诚信，服务又很好，杨
厚根在这一阶段成交了大量生意， 攒下了不菲的家
业。 8 年时间，杨厚根奔忙无休，每日穿梭在雾霾和钢
筋水泥的街道缝隙间， 让他越发怀念家乡的绿水青
山。 2017 年，当时的旬阳县委、县政府在西安组织了
一次招商活动，面对家乡父母官的感召，念着故乡父
老乡亲的面容，杨厚根心中的情感如洪水般决堤。

老家铜钱关的拐枣树，地里的甜秆，让他想要回
乡做一款健康的， 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好酒。 2017 年
底，杨厚根带着干事创业的决心，回到老家铜钱关镇
的天宝寨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搭建了厂
房、购买了设备，开始大量收购本地拐枣酿制拐枣酒。
“要做高品质的酒，首先原材料的生长环境要好，水源
也有严格要求，厂址也要选择相对平坦的地势。”内心
的标杆尺度，让杨厚根对酿好酒这件事生出了精益求
精的执念。

“拐枣酒的酿制需要经过多道工序， 我们从第一
步选择原材料时都严格要求，要熟透的拐枣果，还要
人工去籽，加上糯高粱、白茅根等优质原材料精心酿
造而成。”七八个月的时间过去后，滴滴醇香的酒液从
管道口汩汩流淌出来，再经过一年多的窖藏，杨厚根
的鑫宝葫牌拐枣原浆酒于 2021 年正式上市。 为了帮
助拓宽销路，打开知名度，当地镇村干部不遗余力通
过各种渠道帮助其推广宣传，让鑫宝葫拐枣原浆酒能
够声名日盛，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专心酿造一款好酒的这些年， 杨厚根打开思路，
在被绿色浸润的家乡山水中以农带旅，在酒厂旁边的
荒滩上，建设了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康养住宿于一
体的生态农业园区，硕大的酒樽雕塑旁，小桥流水、庭
院深深，颇有田园山居的风情。 按照他的构想，下一
步，还要在旁边打造酒文化博物馆，让更多爱酒、好酒
之士在饮美酒佳酿、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酒文化的
历史。

5 年时间过去了，曾带着改变家乡面貌，酿造健
康好酒梦想的杨厚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他坦言

道，一路走来，虽有艰难困苦，但当地党委政府都很关
心，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下，相信鑫宝葫会发展得越来
越好，自己这只“归雁”也能带着家乡父老的寄望展翅
翱翔，飞得更高。

龙头引领，土鸡养殖富乡亲

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潮流的离
乡打工潮在今天的铜钱关镇已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或曾经离乡打拼的大山“创客”在这
里上演了一个又一个“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故事。

80 后的屈政策便是其中的翘楚。 2000 年的初春，
屈政策和老家同乡一道前往西安做工程清包，在西安
待了 8 年后，他回到老家铜钱关镇，和妻子开设了一
个综合商贸超市。 一年后，他又辗转去往内蒙古承包
煤、铁矿，直到 2012 年回到家乡，开始了一门心思扎
根农业的新征程。

在农业项目的选择上，屈政策曾有过一番思想挣
扎。 “那时候刚回来， 虽然大方向肯定是围绕农业发
展，但是具体做什么，考虑很久都没有想清楚。索性就
跑出去考察， 大江南北去了很多地方看农业项目，最
后还是决定因地制宜，结合我们这里良好的生态禀赋
和自然资源，养殖本地土鸡。 ”

2013 年， 屈政策成立旬阳富兴生态农民专业合
作社并同步注册了陕西鑫绿林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正
式开启了他的养鸡“大业”。 “刚开始起步阶段规模没
有弄得太大，就是一步步看发展情况和市场行情慢慢
扩张。 ”从 2015 年起，屈政策的养鸡事业迎来了高速
发展的新阶段。 “2015 年正是脱贫攻坚大力推进的时
候，第二年我们就大范围进镇、进村、进组入户摸底排
查，制定产业帮扶措施，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为农户免费发放鸡苗、围网还有有机玉米，提
供技术指导、培训、疫苗防治等服务，农户只需要按照
我们制定的科学养鸡方式把鸡养好就行了，等鸡到了
出栏期，我们会派人上门回收，极大地拓宽农户的增
收渠道，降低他们的投入成本，达到精准有效帮扶。 ”

整个“十三五”期间，屈政策共帮扶全镇 700 余农
户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养殖基地的规模也达到了两千
亩以上，还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接，研究掌握了蛋
品孵化、培育、脱温技术，形成产业链，更好地促进企
业良性循环。 进入“十四五”时期，屈政策又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号召下， 创新开拓出新的助农增收模式，通
过“借鸡还鸡，借蛋还鸡”，投入 170 万元补贴资金，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
中，把帮扶延伸到农户家中，为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
庭和高龄剩余劳动力群体找到了时间短、 见效快、成
本低的增收路径。

如今，屈政策的养殖基地已是国家林下特色示范
基地，他本人也被当地村民推选为天宝寨村的党支部
书记。下一步，他还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养殖更多特色
品种鸡，同时持续加大电商培育力度，把铜钱关土鸡
卖向更大的市场。 而回忆起当初返乡做农业的过往，
屈政策的心里有着几多感慨。 “农业是个苦行当，养土
鸡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年多亏了各级政府和家
乡亲人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才能坚持下来把产业越
做越大。现在看来，当初回乡的决定非常正确，农业如
果没有新鲜血液回流，就无法实现创新发展，我也争
取在我们地方政府政策体制机制的促进催动下，能把
企业更深入地扎根在这片土壤，为家乡发展作出积极
的贡献。 ”

金凤还巢，盘活资源再增效

当记者一行下旬阳高速时，跃入眼帘的便是拾金
子工贸有限公司硕大的招牌。直到去往坐落在铜钱关
镇的山野菜生产加工基地，方才知道，这又是一个“金
凤还巢，带富一方”的故事。

旬阳市拾金子工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石金芝，是
地地道道的铜钱关人，嫁出山外多年，原本羞涩的小
姑娘早已磨砺成坚韧上进的女强人， 回到老家之前，
她在西安从事过建筑原材料的销售，经营过物业公司
和宾馆，多个行业摸爬滚打，让她积累了做生意的经
验和超出常人的远见。 2017 年的一天，在和做餐饮的
友人闲聊之际，提到特色山野菜加工这个项目。 石金
芝便想起，在自己老家铜钱关，有大面积的竹林，每年
春天，村民都会上山挖竹笋，但由于没有销路，即使加
工成笋干，大部分也只能留着自己吃。 这就导致山上
的竹笋每年都会有大量盈余，如此优良的资源，若能
加工成半成品销售，这不仅盘活了资源，还能让老百
姓得到实惠。

说干就干的石金芝， 迅速将想法落实成行动，在
和铜钱关镇党委政府对接后，后者为其在厂房建设审
批、土地流转方面开设绿色通道，让石金芝在很短时
间内便搭建好了野菜加工生产线。 2018 年春，石金芝
开始大量收购竹笋、蕨菜、灰灰菜、石蜡菜、香椿等山
野菜，经过简单加工后，销售到餐饮企业，很受消费者
的欢迎。

随着市场反响越来越好， 石金芝进一步扩大规
模，依托“985”“211”中国双一流、全国重点高校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山东野菜研究院、安康市农科所、山东
林下种植基地的经验等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技术
指导、研发合作协议，通过生态有机种植、以生产错季
节山野菜种植、研发、深加工为目标，建设成集种植、
收购、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现
代新型企业，为后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举目四望，石金芝的创业故事在铜钱关镇早已不
是孤例，随着当地党委政府为加大项目建设采取一系
列措施推进招商引资，其成效落实的具体反映，便是
各项产业遍及乡野。土鸡养殖、山野菜加工、拐枣酒酿
制、烤烟、茶叶、林下养蜂、乡村旅游……17 个村 (社
区)的沟沟坎坎间，各类经济作物让阡陌原野具有了
更加蓬勃的生动气息。 而追本溯源，产业振兴的背后
离不开一个个“归雁”人才，这些胸怀赤子之心的企业
家们，在乡村发展迎来机遇的新起点，以人本资源和
生态资源为依托，找准了产业发展的切口，撬动地方
优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为农业赋能增
效，也让大批群众因此鼓了腰包，生活质量得到了显
著提升。

在镇党委书记张先锋看来，乡村振兴主要在于产业
振兴，产业振兴的核心又在于人才振兴。通过镇党委、政
府多年如一日的招商引资，催生了众多敢想、敢干、敢闯
的人才返乡创业，其创业方向也多为绿色农业、有机农
业、生态农业、观赏农业、休闲农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
或带动他人、或自身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推动铜
钱关镇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按照铜钱关镇党委政府山上建园区、 川道建民
宿 、社区建工厂的产业构想 。 张先锋说 ：“在 ‘十四
五’ 规划的爬坡之年， 全镇上下将坚定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瞄准外出发展人才队伍 ，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 热忱为归雁人才和投资企业服务 ，
积极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共同缔造铜钱关镇乡村
振兴的美好未来。 ”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又是一年一度
的七夕节，最具浪漫色彩的中国传统节日。 平利县长安镇基于本地特有文
化特色和现行市场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文旅、商业、美食、消费等方面，以
文化赋能消费，举办了“盛夏寻清凉，七夕共长安”系列精彩活动。

清晨，在长安塔的瞭望下，相携游于唐韵茶城之中，甜蜜的爱情故事
徐徐拉开序幕。 13 对新人，随着浪漫温馨的音乐，在众多游客的见证下，手
牵着手领取了结婚证,立下此生不渝的誓约。

“和气致祥”“真爱长春”“和鸣盛世” 等书法作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
愿，以此倡导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引导新人们感悟铭记婚
姻缔结之神圣、婚姻家庭之责任、婚姻和谐之美好，树立社会新风尚。 “穿
针乞巧”“晒书晒才”“编中国结”……一对对新人积极踊跃、各显神通。 手
执五色丝线，同时连续穿过五孔针，比一比谁能最先将线快速全部穿过针
孔，期待“得巧”；巧手编织中国结，传承红色中国情，七夕飞花与诗，情意
绵绵，深远悠长。

七夕寻古韵，中华文化历久弥新，
新时代赋予传统文化新内涵， 在一次
次的活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涵育文化信
仰，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星月同光，明河共影。连日来，在
石牛水街中，赏夜景、看表演、玩游戏、
尝美食，精彩狂欢不停歇，来往游客熙
熙攘攘，共赴这场浪漫之约。

霓虹点亮美好生活，夜市“食”起
人间烟火。随着减税降费政策落地，长
安镇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放大“七夕”
带动效应，积极支持住宿、餐饮、零售、
文旅消费 ，培育夜食 、夜游 、夜宿 、夜
购、夜娱等业态，打造夜间消费集聚示
范点， 加快消费恢复提振实体经济。
“生意好得很，一晚上能挣快两千块钱
呢，天气虽然热，但咱越干越有劲儿！”
在石牛水街做烧烤生意的个体经营户
张卓介绍说， 七夕节带来的客流量让
美食一条街家家爆棚， 许多原本没有
稳定工作的居民， 跟着吃上了 “旅游
饭”。

浪漫七夕节，多彩“长安夜”，平利
长安把秦风楚韵、 徽派民居转化为现
代经济元素， 将茶城水街打造成人人
向往的休闲游览胜地。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艺 张均）近日，为更好地服务全县青年职工、给广大单身青
年男女提供交友机会， 搭建单身交流交往平台， 正值汉阴县双乳镇千亩荷塘荷花盛
开，汉阴县总工会、汉阴县妇女联合会、共青团汉阴县委在双乳镇千亩荷塘举办“丝路
青缘·荷你有约”青年联谊活动，该县镇村领导及 5000 余名群众参加此次活动。

走进同心岛 ，写
下爱情宣言 ，良辰美
景中处处 透 着 温 馨
浪漫 ，来自汉阴县各
镇各部门 以 及 中 省
驻汉各单位 80 余名
单身男女 青 年 结 成
对子开展活动，通过
脱单盲盒墙、 击鼓传
花、你比我猜、背对背
拥抱、西瓜甜蜜蜜、贴
脸运气球、 爱有引力
等活动拉近青年男女
距离， 帮助在汉阴地
区工作的各行业优秀
单身青年们创造一个
相互认识、相互交流、
发展友谊、 收获爱情
的平台。 现场气氛轻
松活跃， 洋溢着甜蜜
的气息 ，呈现出精彩
纷呈的文化盛宴 ，展
示了新时代 青 年 积
极向上的 精 神 面 貌
和对美好 爱 情 的 向
往 ，赋予这个 “七夕 ”
更多的爱与温暖。

““归归 雁雁 ”” 还还 巢巢 兴兴 桑桑 梓梓
———旬阳市铜钱关镇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吴苏

汉阴县举办“丝路青缘·荷你有约”
青 年 联 谊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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