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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美食行业协会积极推广当地美食
本报讯（通讯员 余国玉 肖蓉）为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近日，西安培华学院会计
与金融学院汉阴美食特色素材挖掘实践队在汉阴县
进行“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了解当地传
统美食。

汉阴县美食行业协会对此次活动积极配合 ，
带领实践队沉浸式了解和体验特色美食石叁珍蘑
菇宴、涧池烩面片、白火石汆汤、汉阴炕炕馍、墨鱼
汤 、蝌蚂蛄蚪 、蕨粉皮子 、油炸米饺制作技艺和文
化渊源。 实践队学生主动与师傅们沟通交流其美
食背后所蕴含的当地文化内涵以及该美食的悠久
历史。

据悉， 汉阴县美食行业协会将会以更丰富多样
的活动为载体， 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和汉阴美
食名片推广工作中去，为“锦绣汉阴”建设贡献美食
力量。

向阳财政所积极开展财会人员
电信网络反诈宣传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汪忠良）为进一步普及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常识， 提高镇村财会人员防范意识
和能力，近日，紫阳县财政局向阳财政所积极开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 针对镇村财会务人员开
展电信网络反诈宣传教育。

多措并举，加强宣传。通过观看紫阳民警抓捕诈
骗分子的视频,督促财会人员下载反诈 APP，让财会
人员知晓诈骗手段， 积极动员财会人员主动加强防
范，积极开展宣传。典型案例，敲响警钟。通过列举分
析紫阳县被骗人员典型案例、 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电信诈骗手法及防范措施， 提醒广大财会人员要
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做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
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确保
个人、单位资金账户安全。 广大财会人员纷纷表示，
今后将从自身做起，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与家人及周
围群众一道共同构筑起守好 “钱袋子” 的 “铜墙铁
壁”。

金寨镇农技服务到田间
本报讯（通讯员 黄仲涛)为保障粮食安全，近日，

旬阳市金寨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 1300 亩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基地为农户把脉问诊， 提升农户种植水
平、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全镇以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为主线，以
间作期两种作物主要病虫害协调防控为重点， 开展
综合应用农业防治、生态调控、生物防治和科学用药
等防控措施，实施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切实提高防
治效果，降低病虫危害损失。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既能有效兼顾主
粮和油料的平衡，又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金寨镇
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 这带来新
的管理难题， 玉米是单子叶作物， 大豆为双子叶作
物，如何做好除草、病虫害防治？针对这些技术难题，
农业站实行包村联户机制，把“技术课堂”开到田间
地头，给群众面对面讲授“夏管”技术，指导种植户科
学施肥、防病、防虫、灭草。

金寨镇根据夏季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预警、 应急
处置、田间管理等工作，建立分工管理明确制度、以
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防范机制，为
全面提升“夏管”技术水平和确保秋粮稳产增产提供
坚实保障。

桑树布满山坡绿意盎然、村道干净整洁连通房舍、村民头顶
烈日采摘烟叶……走进旬阳市甘溪镇施加坡村，一幅产业兴旺、
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山村画卷映入眼帘。

“我今年种了有 40 亩烤烟，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收入 16 万元
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正在烟田里采收烟叶的施家坡村 1 组种烟
户耶学印，一边用手擦着额头的汗珠，一边笑着说。

“这几年我依靠养羊把日子过好了，我很知足。 ”家住施加坡村
4组的代安保，是全村的养羊大户。 过去在外漂泊打工，一年下来挣
不了多少钱。去年靠养的 200只羊收入了 15万元，今年又增加了养
殖数量。 “收入 20万元是没问题的。 ”代安保满脸笑容地说:“去年销
量特别好，最后都供不应求了。 ”

施家坡村由旬阳市财政局负责包联，近几年，该村依靠得天
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着力做大做强蚕桑、烤烟、种养殖产业。 该
局高度重视该村产业发展，发展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念
好念活“产业经”，让更多的村民嵌入多条产业链中，初步实现了
产业兴旺与村民增收的同频共振。

截至目前， 市财政局涉农财政整合资金向该村投入 30 余万
元， 带动发展烤烟 1100 亩、 蚕桑 500 亩、 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
1000 亩，生猪、牛、羊等畜牧养殖 1500 头（只）。 另外，为稳粮扩
豆，在桑田里全部套种了大豆 500 亩，守牢了群众的“粮袋子”。

“施加坡村的优势在产业，带动辐射广，群众基础好，发展愿
望强。 ”旬阳市财政局驻村第一书记刘田说，为了把村上的产业

做好，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方面
狠下功夫，探索路子。 目前重点打造了一个农旅结合的观光农业
示范园区即旬阳市兴旬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家乡的气候环境好，村民的观念意识强，特别适合发展蚕桑
产业。”旬阳市兴旬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文迅开心地说。
“你看这房前屋后一片一片的桑树就是合作社的‘摇钱树’，也是
全村村民的‘摇钱树’。 ”

经了解，胡文迅是土生土长的施家坡村人 ，早年家境贫困
外出闯荡打工 ，经过多年的磨炼积累 ，事业有了起色 ，圈内也
有了名气。 近几年在当地倡导发展“归雁经济”的感召下，胡文
迅毅然回到家乡，投资成立了旬阳兴旬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
“之所以叫 ‘兴旬 ’，就是想为家乡的发展 、为乡村振兴做点事
情，用自己的奋斗成果报答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 。 ”胡文迅感
慨地说。

为让“归雁”安心创业，驻村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多方协调，及
时解决遇到的相关问题，顺利完成园区规划、流转土地、技术培训
等节点工作。“目前，农业园区已初步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胡
文迅说，特别是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示范桑
园 1600 余亩，其中有果桑采摘体验观光园、茶桑菜桑园及叶用桑
园。

施加坡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但在通往乡村振兴的
大道上，却释放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活力，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
获得感显著提升。

草木丰茂，夏意正浓。 清晨，沿着白河县茅坪镇联合
村 2 组产业路步行 1000 余米，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宽阔整
洁的厂房———白河县世春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走进厂
房大门， 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人正在忙着给两侧兔笼
里的肉兔喂养饲料，欣欣向荣的气象洋溢整个厂区。

“在外闯荡多年，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我心里始终不
踏实，直到回到家乡，跟着老乡们一起干活，我才感觉到
每天过得是那么充实快乐。 ”4 年前，在重庆投资餐饮和
酒店行业的刘世春响应镇村招商引资的号召， 带资回到
茅坪镇联合村老家创业。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 刘世春了解到肉兔市场需求
量大，有着周期短、繁殖快、产量高、饲养性价比高等优
势，是很有前景的阳光产业，且联合村的水质土壤、温湿
度、光照和气候等条件都很适宜肉兔养殖。 2019 年年初，
刘世春动员合伙人开始发展肉兔养殖业，于 2020 年成立
了白河县世春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投资 200 余万元，
建立 3000 平方米的厂房，购置颗粒机、兔笼等生产设备，
以及安装粪便排污等配套设施。

为壮大企业发展，镇村积极主动全程提供优质服务，
扶持完善配套设施和提升产业基础条件。 2021 年 9 月份
连续一个月的强降雨导致产业路受损严重， 一边是饲料
运不进来，刚育种的兔苗嗷嗷待哺，另一边是出栏的肉兔
大量积压，运不出去，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2022 年镇村
主动对接，争取资金硬化产业路，打通了产业发展的“最
后一公里”。“现在通往我们公司的产业路已经全面硬化，
产业发展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说起产业路，刘世春笑
容满面。

“4 年前刚开始学养兔子时，我曾专门到山东肉兔养
殖基地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肉兔养殖技术培训， 通过他们
提供技术支持与帮助，极大地增强了我养兔的信心。 ”以
前刘世春对养殖一窍不通，通过这几年的摸索、实践和同
行的交流，如今的他对肉兔养殖、配种、防疫等专业知识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肉兔养殖“土
专家”。

“这个月 1.5 万只肉兔已经出栏，下午就发货。 ”这是
刘世春刚刚电话里接到的订单，厂房门口，一笼笼出栏的
肉兔，码得整整齐齐，准备运往四川的农贸市场。“我们的
肉兔已经同四川、 重庆和西安等多地市场签订了收购协
议。未来，我们的肉兔还将销往全国各地，做好产销衔接，
让我们不必再为肉兔的销售而发愁， 同时为也乡村振兴
增添新活力。 ”刘世春说。

目前，白河县世春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 30 余户脱

贫户签订了临时用工协议， 与 4 户脱贫户签订长期用工
协议，下一步还计划建立饲料加工厂，引导鼓励农户利用
荒山坡地资源种植畜牧草，公司统一回收；同时公司还给
村内有意愿养兔的农户提供兔苗和技术指导， 并回收肉
兔统一销售，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谈及未来， 刘世春满怀憧憬：“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养
殖规模，扩建厂房，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子，形成集饲
料生产、肉兔养殖、兔肉深加工、销售、绿色生态种养殖为
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打造立体生态种养殖产业园区，
以产业助增收，以产业促振兴。 ”

“刘世春在外面闯荡多年，数次创业，眼界广、经验

足、思路开阔，我们村正需要这样的‘领头雁’领飞带富。”
联合村党支部书记孙明政如是说。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支撑和源头活水，茅坪镇将辖区的致富能人、退役军人
和大学毕业生等优秀人才登记造册、分类建档，建立乡
贤人才资源库，以便于充分掌握人才的优势与特长，为
发展做好人才储备。每年岁末，茅坪镇村都会组织辖区
内的致富能人召开座谈会， 了解他们在外创业情况和
想法， 并向他们介绍家乡创业政策， 鼓励他们返乡创
业、争做头雁。

本报讯（通讯员 罗朋 王文艺）近年来，汉阴
县双乳镇双乳村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创
新探索出“荷虾共养”绿色循环生态产业模式，依
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持续增收， 稳步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完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不断
加强村规民约建设， 群众的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提
升。

实行支部联建，明确发展方向。双乳村积极实
施“三变”改革，利用在国道周边地势平坦和交通
便捷等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为解决劳动
力欠缺和资金有限问题， 该村党支部和邻近资金
实力较强的江河村党支部、 劳动力密集的集镇社
区党支部创新实行“三联”工作机制，优势互补，建
立利益联结共同体，对适宜当地发展的产业前景、
市场形势、资源优势等进行考察和分析，最终确定
了发展“荷虾共养”产业项目，明确了村级产业发
展方向。 目前，双乳村共发展“荷虾共养”产业 980
亩，新建智慧猕猴桃园 100 亩，正在积极打造陕南
小龙虾第一村品牌， 产业发展思路清晰， 措施有
力。

创新经营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在集体经济发
展实践探索中，双乳村形成了“三统一、两分开”的
经营模式。 统一种苗投放，投放的种苗种类、大小
保持一致，从源头上保障了虾苗的品质。统一生产
技术， 由陕西潜虾养殖公司专业人员负责整个园
区的生产技术指导， 制定了详细的养殖操作规程
和注意事项，同时，每年对有意愿的农户或者经营
主体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为养殖提供了技术支撑。

开展联营共建，壮大集体经济。双乳村通过资
源联享，有效解决了土地、水源、技术、销路等问
题。聘请湖北小龙虾养殖技术人员，实行统一技术
指导、人员培训和支付报酬，按亩产 300 斤以上提
总产值 10%作为技术分红， 共同解决小龙虾养殖
技术难题。积极探索吸纳市场主体参与扩大经营，
确定了集体预留 30%、 成员分红 70%的发展运营
思路，先后发展农家乐 5 家，联建村利用各自优势
了解市场、销售和价格等信息并及时共享，有效解
决市场销路问题，同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村民家
庭年增收 800 元以上，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由原来
不到 5 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20 万元每年。

如今，双乳村正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依
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村民
收入快速增长，干群凝聚力不断增强，逐步探索出
了一套乡风文明、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乡村发展
新模式，正向着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而不懈努力。

8 月，走进宁陕县龙王镇西沟村油葵地里，只见漫
山遍野的油葵迎风怒放，沐浴在阳光下，绿油油一片，美
不胜收。

“别看现在不高，但长得可快了，再过一个月就全开
花了。 不仅花好看，将来油葵籽也能卖个好价钱。 ”正在
锄草的邓海峰介绍，油葵即“油用向日葵”，投入少、易管
理、产量稳定，与种植花生、玉米相比，不仅能增美，亩均
还能增收上千元。

宁陕县龙王镇人大代表、西沟村党支部副书记邓海
峰是油葵种植的“先行者”。 2012 年从武警部队退役后，
在外打拼多年，凭着对家乡的热爱，2018 年，他积极响
应村“两委”号召，主动放弃在外高薪务工的机会，毅然
返乡发展产业，并示范带动当地村民搞特色种养殖。 依
托村内良好的环境、肥沃的土地、充足的光照等优势和
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开始发展油葵种植产业。

油葵在当地种植历史悠久， 自古以来村民便会种
植，但零星散种不成规模，收效甚微。同时油葵又是低投
入高产值的经济作物，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撑，推行规模
化规范种植才能提高效益。

“发展之初，种植大户少、散户多，土地小、效益低，
于是我就考虑通过土地流转把周围大片的农田流转到
村集体中来，形成规模效益。”邓海峰说。经过土地流转，

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增多，油葵种植面积得到扩大 ,土地
收益也得到提高。

种植油葵既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当地
村民增收。今年邓海峰种植的 30 余亩油葵，预计取得一
亩 2000 元左右的经济效益。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他们在家闲着就打
牌，没有稳定的收益。而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干零工，一个
月至少也有 1000 到 2000 元的收入。 ”邓海峰提到，随着
村民“打工、分红”双项收入的实现，农民收入有保障，村
集体经济也趋于稳定，还打通了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
子”。

村民胡德武高兴地说道：“空地闲着也是闲着，给邓
书记种植油葵、魔芋，村里也漂亮，我们在这还能做事，
不仅有土地租金还有工资，收入还真不错。 ”

据了解 ，近年来 ，宁陕县龙王镇紧抓乡村振兴的
历史机遇 ，采取 “党建+特色产业 ”模式 ，引导基层党
员 、返乡人员 、乡土人才 、退伍军人发展特色产业 ，统
筹各项惠农政策 ，从土地流转 、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
创业支持，实现了聚力、聚财、聚智。同时，整合盘活土
地资源，探索发展油葵、魔芋等绿色产业，为乡村旅游
增添新亮点，为百姓增收开辟新途径。

﹃
荷
虾
共
养
﹄
生
态
产
业
助
振
兴

清晨，曙光照在海拔 2060 米的平利县八仙镇天书峡湖畔，湖光山色，有一种别样的美。酷热的夏日，22 摄氏度的天书峡备受游
客青睐，自 4 月开园以来，景区已接待游客 3 万余人次。 蔡汝平 摄

油葵向阳开 致富好“丰”景
通讯员 王辉 陈阳军

小山村念活“产业经”
通讯员 陈昌智 杜仁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