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平利县三阳镇，村庄干净整
洁，房屋错落有致，茶垄碧绿蜿蜒，河
流绕村而行。

今年以来，三阳镇立足本土生态
实际，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
绿色经济，形成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
丰产增收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小切口改变大环境

“过去啊，我们这院坝、屋子都是

想怎么摆就怎么摆，现在全镇开展环
境整治，到处都变干净了，看着心里
舒坦，自己也更愿意收拾，前段时间
我们村还获得了市级文明村的荣誉
呢！ ”牛角坝村村民高祥财由衷地感
慨道。

作为小富沟村的首批厕改户，村
民汪国银高兴地带着大家参观他家
刚刚改造完成的厕所。 干净的防水地
板、洁白的墙面、崭新的洗手池和原
来简陋的旱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自从家里建了新厕所， 比以前干净
多了，也没有味道，连苍蝇蚊虫都少
了。 ”提起改建后的厕所，汪国银喜不
自禁。

今年以来，三阳镇按照“扫干净、
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要求，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以乡村振兴示范村
牛角坝村为引领， 完成美化庭院 26
户、旧房改造 40 户、改建圈厕 14 处、
拆除残垣断壁 8 处、 清除污臭水 10
处、 安装防护栏 1980 米、 绿化 2800
平方米，带动全镇实现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小镇“颜值”、助力乡村振

兴的良好局面，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优
美舒适的居住条件，切实建设好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小菜园情系大民生

“我们牛角坝村作为全县首批乡
村振兴示范村， 为了让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快融入，在安置点旁边规划
建立了占地面积 1200 余平方米的
‘小菜园’， 为 35 户搬迁群众的生活
带来了便利，解决了吃菜难题。 乡亲
们空闲了就在菜园种种菜、 施施肥，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吃到放心的蔬
菜。 小仓房也建在安置点后面，主要
用于存放搬迁群众的大型农具、生产
器械等物品，方便日常使用。 ”牛角坝
村党支部书记陈行洪指着面前整洁
的菜园和仓房如是说。

“小菜园”的建设，是三阳镇持续
做好移民搬迁后扶工作实施的一项
惠民工程。 截至目前，三阳镇通过就
近就地综合利用安置点周边撂荒地
或租赁土地方式，已为 3 个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共计 935 户流转土地 35
亩，这不仅帮助搬迁群众找回了对土
地的情怀和在新家园的归属感，还彻
底解决了搬迁群众的“菜篮子”问题，
实现群众的“安居梦”。

小叶子支撑大产业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发展绿色经
济，提高茶产业竞争力，打响三阳茶
品牌， 三阳镇新建高效茶园 500 亩，
实施低产茶园改造 3000 亩， 新建茶
叶加工厂 6 个。 通过对全镇 1.9 万亩
茶园开展修剪管护及茶网蝽防治工
作，利用无人机防治技术，整合合作
社 、企业 、茶农 、劳务公司等各方力
量，构建“合作社+技术人员+茶农”产
业管理责任体系，融合“人管+制管+
技管”三管合一方式，利用高标准管
护、机械化采摘、清洁化加工等措施
提高种植技术，提升茶叶品质。

为提高茶园综合利用率，优化茶
产业结构，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农
户稳定增收，三阳镇紧抓乡村振兴示

范村创建机遇， 积极探索 “政府+农
户+企业” 的创新合作模式， 政府鼓
励 、农户出力 、企业助力 ，打破茶农
“靠一季茶叶吃一年”的生产瓶颈，在
牛角坝村建立占地面积 1000 平方
米、年产 100 吨的标准化夏秋茶加工
厂，开发红黑茶生产线，生产特色富
硒红黑茶产品，促进以春季绿茶为主
的传统产业结构向夏秋茶扩展，延长
茶叶采摘周期和产业链条，促进茶产
业释放长效“红利”。

自投产以来，仅夏秋茶加工线就
吸纳 200 余人就地就业，为村集体创
收 10 万余元 ， 企业增收 40 万元以
上，辐射带动全镇茶农增收 200 余万
元，实现茶园增产、茶企增效、茶农增
收的“三赢”目的，真正让农民因茶致
富、因茶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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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金疙瘩”实现新价值

在岚皋，魔芋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植物，更是当地农户的“香饽饽”“金疙瘩”。
让农户们爱不释手的原因，除了当地条件适宜魔芋生长，岚皋县委、县政府也广泛动员家

家户户种植魔芋，农民有激情，产品有市场。
久久为功，36 年的时间，魔芋成了岚皋持续发展时间最

长、产业化链条最全、农村产业增收最稳、社会层面影响最大
的特色产业。

采访途中， 初冬萧瑟的山林中大片大片的魔芋正值丰
收。

县上魔芋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展农村产业最怕认识
上的摇摆性。岚皋县从 1986 年开始发展魔芋产业，把魔芋做
成了区域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动摇、
不懈怠、不折腾，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咬定目标不放松，一
届接着一届干。 每次遇到魔芋发展低谷，都要及时组织各大
班子领导、科技人员召开会议，认真研究，统一认识，坚定信
心，提出“低潮发展，高潮受益”的科学发展观点。

如今，岚皋县采取“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发
展模式，着力提高产业化组织程度。通过“建基地、强扶持、补
链条”等多种措施，持续推动全县产业高质量发展，率先在国
内研发了林下种植魔芋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为生产有机魔
芋产品提供关键条件，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取得了明显成
效。 主导产业产值 17.04 亿元；持续推进“百园提升”工程，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 80%， 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
48.5%，品牌化率达 100%；强化农业物资装备支撑，建成并投

入使用魔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 12 条，魔芋加工转化率达到 71.2%，建仓
储保鲜库 2610 立方米；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企、定向指导。 加强农业技
术培训，累计培训农技人员 470 人次、农民 11400 人次、农村实用人才
782 人。 培育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366 人；建成了魔芋绿色标准化集成示
范基地 2.3 万亩， 质量安全追溯覆盖率达到 100%， 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推行农民转地建园“收地租”和农民脱产务工“挣工资”模式，农民
通过在魔芋企业或园区内务工，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目前全县共有魔芋
加工企业和现代魔芋园区 37 家；累计培育加工企业 5 家（其中规模以上
2 家），培育省级园区 1 家，市级园区 5 家，县级园区 28 家，全县 3021 户
（含魔芋经营主体 34 户）9667 人种植魔芋，芋农人均增收 3260 元。

6 个国家级称号是对岚皋魔芋的充分认可，在过往的成绩上，岚皋
县踔厉奋发，着力打造全国魔芋知名品牌，加快构建现代魔芋产业体系，
做大做强魔芋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市场营销“百城千店”；挖掘地域魔芋
文化，形成县域经济特色品牌。

到 2025 年全县魔芋产业实现综合收入达到 20 亿元，建成国家级魔
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让魔芋成为岚皋县域经济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岚皋魔芋，未来可期。

三阳镇：村庄颜值高 群众生活好
通讯员 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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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项产业能够不间断地发展 30 年以上，必然是可持续发展的杰出代表，创造
了极大的社会价值；在岚皋，魔芋在这里扎根生长了 36 年。

如今，因魔芋而兴的巴山岚河拥有近 13 万亩种植面积，年产量达 14 万多吨。 在林下、
在山坡、在谷地，随处可见魔芋身影，覆盖了 10 个重点镇 45 个村，种植规模 10 亩以上产业
大户有 1589 户。 2022 年，魔芋产业实现产值 14.9 亿元，这对于一个山区县来说，殊为不易。

握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商标局注册商标、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全国魔芋
产业重点县、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魔芋之乡”这些称号，持之以恒的岚皋县，把眼
光望向了未来。

“老典型”有了新面貌

“伍支书要去人民大会堂啦！ ”2021 年 2 月的一天，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蔺河镇蒋家
关村飞遍了岚皋县。

人们口中的 “伍支书” 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在他的带领下， 蒋家关村现有魔芋种植面积
12000 余亩，2017 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魔芋“一村一品示范村”。这个四面环山的村落一下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典型”。

“说起来，蒋家关村算是岚皋县种植魔芋较早的村，从小打小闹到大规模种植，已经有十几年
的历史，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对了。”伍先忠告诉记者，蒋家关村创出了名号，但是不能躺在这个名
号上吃一辈子。

围绕全国魔芋“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建设，村上实行了“抱团”发展。 按照“产业联盟”的思
路，蒋家关村利用本村魔芋产业基础好、种植面积大、种芋繁育、加工、技术服务产业链等优势，与
联建各方根据自身产业基础情况，因村制定魔芋产业发展规划，不断扩大魔芋种植面积，魔芋种
植面积达 18000 余亩。

种了这么多魔芋，怎么来抵御市场风险？ 蒋家关村又想了一招，村魔芋专业合作社筹资 140
万元，以入股形式吸纳周边的大湾村、草垭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资金 80 万元，加上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 130 万元的“三变”扶贫资金，建成了魔芋加工厂，采取订单收购和保护价收购。伍先忠说，
每到魔芋成熟时节，加工厂工作人员就会“带着秤杆子，开着车子，带着票子”挨家挨户收购。在旺
季，这里每天能收购上百吨鲜魔芋，工厂每天也能加工 30 多吨。

按照岚皋县委组织部《关于明确推行“三联”工作机制示范点建设标准的通知》要求，蒋家关
村党支部牵头，分别与县经贸局机关党支部、大湾村党支部、棋盘村党支部、草垭村党支部、明富
魔芋公司党支部签订联建协议，建立以支部联建为核心、以产业联盟为路径、以资源联享为目的
“三联”工作机制。 确定以蒋家关村为中心加强魔芋产业建设，延链补链强链，与联建支部形成共
建、共强、共富的魔芋产业发展局面，做强做优魔芋产业。

2022 年蒋家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争取 100 万苏陕协助资金项目，在建一座 600 余平方米的
魔芋食品加工厂。蔺河镇立新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争取 50 万元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魔芋良种繁
育基地项目，在李家沟口流转土地 10 亩，建设大棚 14 个，引进白魔芋、安魔 128、岚皋花魔芋、珠
芽黄魔芋、珠芽白魔芋、秦魔一号等品种进行对比实验，建成魔芋提纯脱毒扶壮种子选育培育扩
繁基地。

目前，蒋家关村魔芋产业已形成种芋繁育、种植、加工、技术培训服务完整的产业链条。
魔芋让这个“老典型”村有了新面貌，“仅靠魔芋一项，全村人均增加收入 4000 多元。 ”伍先忠

说，不光种魔芋有收入，在加工厂里工作的村民还有一份工资，每年加工厂工资支出就有 40 多万
元。 2022 年，蒋家关村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保底分红 12.6 万元。

2021 年 2 月 25 日，伍先忠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有了魔
芋这个支柱产业的加持，伍先忠和蒋家关村早早谋划着来年的发展。

“外来户”找到新归宿

车子拐进位于六口的工业园区，润福源魔芋发展有限公司的厂房地面上，堆满了刚刚收来
的魔芋，6 个硕大的魔芋被整齐地摆成一排，记者抱起其中一个，沉甸甸的重量在手中向下坠。

“这一个魔芋有 20 多斤。 ”声音从背后传来，一个不高但很结实的男人站在后面，他接着介
绍，“这里只是一小部分，等天气好点，还会有更多的魔芋被送进来。 ”

眼前这个男人叫张智美，他和妻子从福建福州千里迢迢来岚皋种魔芋。
说起来这里，也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他俩之前在福建南平市武夷山从事茶叶种植、加工

销售，一位紫阳朋友告诉他们，在陕西安康，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魔芋。 从那之后，这个名字
就记在了张智美和他妻子黄雪琴的心里。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一身疲惫的张智美和黄雪琴站在了岚皋的土地上，他俩还是放不下
心里种下的那个“魔芋种子”。

“当时亲戚朋友们都说我们疯了，远走他乡从事未涉及过的领域，毕竟隔行如隔山，但那时
我俩却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来岚皋创业，9 头牛都拉不回。 ”黄雪琴笑着说。

一个月的时间，张智美和妻子跑遍了岚皋县蔺河、官元、石门、滔河等地方，为了更好地了
解岚皋魔芋，他俩还聘请了一个本地人作为向导，入农户、进园区，彻底被这里的好山好水产出
的富硒魔芋所征服，决定来岚皋投资办厂，投身魔芋产业的发展。

“2021 年 1 月，我们在岚皋注册成立了公司，投资 1000 万元，专门从事魔芋种植、加工和
销售。 ”张智美说，他们引进了国内全套先进的智能生产设备和监测仪器，拥有从切片、烘干到
提炼不同等级精粉为一体的加工链机器。

收购、生产旺季时，厂区里会有 50 多个工人加班加点，村民吴术刚把 56 亩山林地流转给
了黄雪琴种魔芋后，闲暇时间就来基地上班，去年在园工做工 70 天，纯收入达 28400 元。

目前润福源魔芋发展有限公司一天能加工 40 多吨产品，在饱负荷生产下，一个季度可加
工鲜魔芋 3000 余吨。 如何给这些产品找到充足的原料供应？ 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张智美说，
公司面向岚皋全县开展收购，县上还对收购本地魔芋进行补贴，帮扶力度之大也让他们安心在
岚皋发展魔芋产业，“今年以来，公司在四季镇打造基地，种植了 800 多亩林下魔芋，下一步，还
会追加 2000 多万元投资，进行魔芋速食产品研发。 ”

妻子黄雪琴通过建园种魔芋，慢慢跟着周围的人都熟络起来了，不但学到了魔芋的种植管
理技术，而且还学会制作魔芋豆腐，以及魔芋的多种美食吃法，他俩不仅把根扎在了岚皋，对未
来也做了美好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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