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五谷飘香，大地一片金黄。 眼下
正是秋粮收获的季节， 汉滨的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的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当前，中原镇“高山优质水稻品种”示范基
地的 1500 亩水稻喜获丰收。 正是民谣“千亩稻
田翻金浪，恒河唱歌青山扬”中呈现出的金秋丰
收画卷 。

中原镇镇、 村两级党组织始终把粮食安全
扛在肩上，耕在地中，落实在增收中。

麻庙村整户外迁人员较多， 一些农户自己
不种还不愿意让别人种。 村党支部了解情况后，
逐户宣传做工作，采取合作社流转形式，打破地
域界限，实行小地变大地，租给有种粮积极性的
大户种植，实现了集约化经营。

“原来我们的地东一块西一块，种起来费时
费工，土地整合后，我租赁了 120 亩耕地，搞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今年净利润达 4 万元。 ”
麻庙村八组村民王辉高兴地说。

为了让每一块土地都不撂荒， 该镇在党员
干部中开展“我在村里有块‘试验田’”活动，号
召镇村干部在所在(驻)村带头领种，参与规模化
种植，盘活土地资源。

中原镇镇长郭景峰开挖 180 亩撂荒地种上
了大豆、 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陈阳安承包 100
亩水田种起了水稻、 双湾村党员何玉成带头把
20 亩撂荒地开发种玉米……像这样的党员干部
有 48 人，领种“试验田”2600 余亩。 今年中原镇
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500 亩，纯大豆种
植 5000 亩，撂荒地治理提升 1200 亩，水稻种植
1500 亩，为实现粮食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

“我们以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旅游兴镇为
定位, 通过村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示范、群众
主动参与的方式，稳步实现经济强、产业兴、环
境美、百姓富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继续以‘北山
粮仓’为主依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村
集体合作社为农业‘主力军’,推动农业产业化发

展,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中原镇党委书记寇华说。

喜获丰收的坝河镇樟树村村民王观友更是
喜笑颜开：“我种养了 4 亩稻花鱼， 鱼苗是农业
农村局送的不要钱，现在鱼儿又肥又壮，每亩可
收获 40 公斤鱼，平均卖到 32 元 1 公斤，真是太
好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在该村，像
陈才平、 王观友这样依托稻渔综合种养致富增
收的村民就有 200 余人。

“在稻田里养鱼，稻田能给鱼提供杂草、虫
和稻花等食物，而鱼又可为稻田清除杂草、病害
虫，增加肥力，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减少施
肥和农药成本，养出来的鱼长得快，肉质细嫩、
口感好，是纯天然的生态鱼，深受消费者喜爱。 ”
区农业农村局渔业站站长王永辉介绍道。

据了解，稻渔综合种养让樟树村形成了“一
田两用、一水双收、稳粮增效、渔粮共赢”的资源
节约型、生态保育型循环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这
种模式既解决了单一的高密度鱼养殖造成的水
体富营养化， 又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提高土
壤肥力，极大提升了大米的质量，也提高了市场
竞争力。

“今年合作社总共收获稻谷将近 10 万公
斤， 稻花鱼 500 多公斤， 稻花鱼在当地就卖完
了，大米也很俏销，没有包装的价格 1 斤从过去
的 1.3 元提升到了 5 元，精选包装过后的大米通
过电商网销每斤最高价格已经卖到了 21 元，全
村 100 余户群众增收致富有了可靠的保障。 ”安
康昌盛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心贵兴
奋地说。

谈到樟树村下一步的发展， 坝河镇党委书
记鲁波说：“要始终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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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群众持续增收致富提供强劲

动力，不断助推乡村振兴，造福一方百姓。 ”
10 月 13 日，走进茨沟镇茨口村撂荒地治理

示范田，放眼望去，过去的撂荒地，已是如今的
高产田。 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秆，金色的稻田连成
了片，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

伴随着“轰、轰、轰”的响声，一台水稻收割
机开足马力正穿梭在稻田里， 一茬茬水稻源源
不断地被卷入收割机， 经过脱粒处理输送出丰
收的果实，秸秆即时同步粉碎处理，从收割机尾
部吹散还于稻田。 稻谷满荷随即被卸载，工人们
将收获的一颗颗稻米入袋、 装车、 运往加工仓
库，人工、机械齐上阵，变“丰收在望”为“颗粒归
仓”。

“我们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在茨沟镇流转
土地 150 余亩，主要用于水稻种植。 今年在汉滨
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和帮助下， 水稻产量连年
增收，光今年水稻亩产已达到 600 公斤以上，可
以说是喜获丰收。 公司在盈利的同时，也为周边
群众提供了近百人的就业岗位。 ”安康君宜汇聚
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闵存军介绍说。

“在今年全区经历高温情况下， 亩产达到
685.3 公斤， 比传统水稻种植增产 100 公斤左
右，取得这么好的收成，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得
感谢区农业农村局驻村工作队和社区干部，不
仅向我们宣传发展粮油产业的各项奖扶政策和
农机购置补贴， 而且在种植各个环节提供技术
指导服务。 ”大河镇大坪社区种植大户赖荣奎怀
着喜悦的心情说。

“今年我们农技部门在水稻层面上强化技
术指导，从品种选用、集中育秧、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关键技术环节对各种粮主体开展全程的技
术跟踪指导，大大提高了技术到位率。 今年北山
粮仓核心区 3500 亩水稻每亩产量达到 600 公
斤以上，其中，大河镇大坪社区 230 亩优质稻高
产示范田亩产达到了 685.3 公斤，增产效果十分
明显，带动了全区水稻平均亩产较往年增产 1%

以上。 ”汉滨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研究员汪
德义说。

据了解， 今年全汉滨区秋粮种植面积 40.5
万亩，已收获 33 万亩，可望在 10 月底前全部收
获完毕。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中、省、市关于稳粮扩
豆增油的安排部署，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工作，以
中原、茨沟等北山 7 镇为核心，按照统一品种、
统一技术、统一防控、统一品牌销售的方式，加
大政策撬动、技术推动和示范带动，已建成北山
粮仓核心区 3500 亩， 辐射带动发展 1.45 万亩，
目前，已全部喜获丰收，单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进一步夯实了全区的粮食生产基础。 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打造北山粮仓优质米基地， 按照扩规
模、提质量、增效益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做优做
精北山粮仓优质米品牌， 将北山粮仓打造成名
副其实的汉滨粮仓。 ”汉滨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
广站副站长黄长虹说。

近年来，汉滨区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坚持以
“粮油科技示范点”为突破，落实科技特派员镇
村粮油示范基地包抓全覆盖。 加大粮食主推技
术和测土配方施肥、免耕栽培、水肥一体化及绿
色高效种植等技术应用， 配套开展病虫害统防
统治、联防联治，全面提高粮油产量、质量和效
益。 定期开展粮油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
引进与示范推广，以北山粮仓优质米基地建设、
玉米大豆复合套种、 粮油规模化种植大户培育
为抓手，按照“做精核心示范区、做优辐射带动
区、做实产能提升区”的总体思路，多措并举稳
粮扩豆增油。

汉滨区大力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三年
行动， 已培育规模化粮油种植经营主体 300 余
家，培育一批有爱心、有热心、有诚心、有良心、
有恒心的“五心”农业经营主体，全方位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奋力谱写粮食安全汉滨新答卷。

汉
滨
区
秋
粮
喜
获

通
讯
员
周
濬
冯
文
波
梅
杰

丰
收

8
2022 年 10 月 23 日 策划 冯荣平 统筹 汪金波 责任编辑 吴昌勇 校对 郭飒 组版 尹幸

沃野平畴，流金叠翠。金秋十月，村美景美人
和谐，产业兴旺奏欢歌。

眼下，正值秋冬蔬菜种植时节，在汉滨区茨
沟镇景家社区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抓农
时，全力开展秋收秋种。在红岩食用菌基地，一行
行排列整齐的菌棒上长满了香菇，工人们正在忙
碌地采摘、搬运。在茨口村烟站，金灿灿的烤烟映
入眼帘，烟农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对烟叶进
行分类、定级、过磅、打包、入库，整个收购流程规
范、秩序井然，收购现场在繁忙的身影下，处处洋
溢着丰收喜悦。

今年以来， 茨沟镇立足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坚持“规划牵动、做优产业布局；党建带动、做
强产业基地，主体驱动、全力加快产业发展，品牌
驱动、促进产业质量化”的产业发展思路，做优做
强 “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稳步走出一条
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之路。

坚持规划牵动，优化产业发展格局

为破解农业产业低效、 农村发展活力不足、
产业发展薄弱、单一种植产品附加值低、效益差
的问题，茨沟镇立足镇域土地资源、气候环境、地
形地貌等特点，通过走访调研，编制了陕西省首
部镇级“十四五”乡村振兴实施规划，以中心集镇
和付家河“一心一轴”为主线，提出“红色文旅、绿
色林果、金色种植”三色产业，建设“党性教育、富
硒核桃、林下种植、稻油一体、优质烟叶、体验采
摘、菌菇生产和山货交易”八个基地，做靓“红叶
溪谷、清酒之乡、豆腐小镇”三张名片，重振茨沟
豆腐宴特色美食，狠抓豆腐宴和豆腐宴产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的发展定位，全力打造“溪谷画
廊、生态茨沟”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目前， 茨沟镇已建成核桃基地 2.5 万亩，稻
油一体基地 2000 亩， 优质烟叶生产基地 4000
亩，魔芋种植 3000 亩，清酒原料 1000 余亩，羊肚
菌种植 800 余亩，黄豆种植 5000 余亩，冬桃采摘
园区 200 余亩， 建成茨沟山货交易市场 2000 余
平方米，实现老产业创新、新产业做大，走多元化
产业发展之路，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坚持党建带动，全力打造产业基地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茨沟镇坚持以党
建引领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增添红
色动力。

创新 “支部+企业+农户” 的产业发展新模
式，探索产业致富道路，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组
织化水平。 茨口村探索土地托管模式，盘活土地
资源，围绕粮食种植做“大文章”。 村党支部将原
来的撂荒地进行了整理开发，并把部分群众的零
散土地统一集中到村党支部，以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统一流转，与农户签订流转协议。 村党支部将
连片土地流转到当地企业安康市君宜汇聚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经营， 群众每年不仅每亩土地有
400 元的收入，而且还能在园区务工，实现了增
收致富。

如今，走进茨口村，昔日的“撂荒地”变成了
“水稻田”，120 余亩水稻在空气里弥漫着阵阵稻
香。景家社区党支部结合村情实际，转变思路，创
新“支部引领、党员带头”模式，引导党员群众种
植大豆 300 亩、水稻 101 亩、玉米 500 余亩、烤烟
168 亩；发展养蜂 3000 箱；组织消费帮扶收购农
户稻谷 1 万余斤，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条、增加了
附加值，而且还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了
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全镇培育红岩、铁尺等 6 个
烤烟示范村， 建设 7 个种植面积 80 亩以上的家
庭农场，培育致富带头人 51 人。

坚持主体带动，全力推进产业发展

产业强不强，关键看“领头羊”。 茨沟镇通过广
泛宣传，培育多元种粮主体，发展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合作社等粮油经营主体 20 家，林下种植黄
豆 3 家，发展稻油一体 2 家，播种粮食 2.7 万亩、大
豆纯种 5000 亩，大豆玉米复合套种 2500 亩，发展
水稻 2000 余亩，引领带动粮食规模生产。

同时，创新“合作社+农户”“园区+基地+农
户”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开展“耕、种、防、收、

储、加、销”等循环产业生产经营方式，建立粮食、
农机等服务组织 1 个，通过政府补贴，引导开展
作物生产、加工、销售等全方位托管服务 ，解决
“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

立足资源优势，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产业基地+农户”的方式，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农
产品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增强特色产业带动农民
增收的能力。茨沟镇弘禾现代农业园区，把闲置土
地重新利用起来，解决了当地百姓就业问题。每到
核桃采收期间， 每天可以吸纳 20 余名群众务工，
该园区建了一个加工厂，通过“山上建园区，山下
建工厂”的方式，延伸核桃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目前，全镇累计发展经营主体 28 家；发展魔芋 4
户，专业养殖 4 户，药材种植 4 户。

坚持品牌驱动，促进产业质量化

按照主抓一产、培育二产、谋划三产的发展
目标，茨沟镇依托现有资源和优势，坚持把品牌
建设作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成功
举办茨沟豆腐小镇暨豆腐品牌培育发展论坛会，
安康城区 10 家餐饮企业及 20 多名企业代表、专
家和烹饪大师共品豆腐美食， 共话发展愿景，签
订豆腐宴产业培训发展结对帮扶协议，直播线上
观看人数 2.5 万人。

着力培育 10 个种植加工新型经营主体，引
导开展社会化服务和生产托管模式，增强市场竞
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目前，全镇已形成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茨沟鲜豆腐、魔芋豆腐、神仙豆腐、茨沟
豆腐干、茨沟豆瓣酱、王莽米核桃、汉哥豆腐乳、
溪谷土蜂蜜、泉然羊肚菌、土猪熏腊肉、泉水稻米
和茨沟香菇等一批特色农副产品，通过品牌的引
领、示范和聚集效应，2021 年，全镇产业实现产
值 1.1 亿元， 累计带动 2882 户 9608 人贫困人口
增收。

展望未来，茨沟镇继续探索实施“联合党委+
党支部+产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确保区域
有重点、村村有园区，不断深化村村、村企、村社
三联共建，奋力实现农村美、农业强 、农民富目
标。

沃野田畴绘新景
———汉滨区茨沟镇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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