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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一年之计在于春， 眼下正是早春蔬菜育苗时
节。

走进汉滨区忠诚现代农业园区的育苗大棚，
一排排育苗盘摆放整齐，一株株菜苗青翠欲滴，长
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忙着选苗、间苗、拼盘分级管
护， 每个环节有条不紊， 现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象。

“我们从年前开始培育辣椒、茄子、大番茄、小
圣女果、西甜瓜、西葫芦、黄瓜等蔬菜种苗，到目前
共培育 1500 多万株， 可以供应种植面积 7200 亩
以上。 ”园区技术员曹峰介绍。

时下， 随着气温回升， 大量拱棚开始整地起
垄， 待气温适宜后随即定植， 种苗需求量日益增
加。 曹峰每天守在园区，盯着工人们播种、通风、洒
水、施肥、喷药防病，加班加点促生产，确保第一季
3000 万株蔬菜苗第一时间送到种植户手中。

忠诚现代农业园区是汉滨区蔬菜苗主产区，
也是陕南片区最大的蔬菜保供基地。 园区现有高
标准育苗温室 22 栋， 配套全自动微喷灌系统、精
量播种机、可移动育苗床架和卷帘机、保温被、微
耕机等设施设备。

中午时分，园区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大棚里
雾气氤氲，一株株辣椒苗、茄子苗、西红柿苗茎叶
翠绿剔透，五六个女工正坐在棚里分拣菜苗。

“第一批育的苗已销完，现在正进行第二批育
苗工作。 ”冯茂银边分拣边介绍。 冯茂银家住建民
街道冯家坝村，已在园区务工 5 年多，从配肥最基
本技术学起，到现在掌握育苗全套技术，实现年收

入 3 万多元。
苗好五成收，秧好一半功。 对于菜农来说，优

质的蔬菜幼苗是好收成的前提和保障。 过去，村民
们从外地购买种苗，不仅成本高，还存在种苗死亡
率高、适应性差的问题。 现在通过智能温室大棚培
育出了本土蔬菜苗， 采用苗床自动化喷淋系统技
术，配有移动式育苗床、自动化温控设备，出苗率
达到 98%以上， 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优质的蔬菜
幼苗，既省心又方便。

育苗中心不仅满足了当地菜农产业发展需
求，还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5 岁的冯茂银就
是育苗产业受益者之一。 在忠诚园区，像冯茂银这
样的工人有 168 人，他们都是附近的农民。

“冬春季重点承担日光温室育苗，夏秋季重点
承担单拱棚育苗，一年 365 天不停歇，全年繁育瓜
果蔬菜种苗 6000 万株以上。 ”园区负责人刘瑞红
说，“园区在满足本地菜苗供应同时， 还向周边市
县供应菜苗、果苗，并开展蔬菜新品种试验示范和
种植户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收。 ”

一个好产业，就是一条致富路。 近年来，忠诚
现代农业园区采取“集约化种植、科学化管理、订
单式销售”模式，通过整合土地资源、科技帮扶、推
广无公害绿色有机种植等措施， 促进和带动了蔬
菜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目前，园区蔬菜种植
面积超过 2800 亩，年产西红柿、黄瓜、茄子、韭菜、
辣椒、西瓜、草莓等优质果蔬菜 8000 余吨，成为当
地农民持续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近日， 走进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
村，茶园翠绿、白墙黛瓦、精美彩绘映入
眼帘， 处处洋溢着美丽乡村的勃勃生
机。

产业发展好 过上好日子

清晨的三里垭村茶园，茶叶上的露
珠在阳光照射下晶莹透亮。整齐的茶垄
里， 二组村民陈思朋正忙着给茶树施
肥。 他高兴地告诉笔者，在茶园里干活
一天能挣 150 元，仅采茶、管护茶园，一
年就能挣 2 万元。

三里垭村在历史上曾被誉为“贡茶
之乡”。近年来，全村将茶产业作为主导
产业，提升茶园管护水平，建造高标准
茶园，打造贡茶茶叶品牌，茶叶远销至
北京、上海等地。 2022 年，全村 2300 亩
茶园销售收入 530 万元，村民因茶实现
稳定增收。

来到平利县众旺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四组村民袁盟正将泡发的小麦和
稻壳制成一个个圆柱形羊肚菌营养袋。
他告诉笔者：“把羊肚菌‘伺候’好了，一
袋就能长 15 至 16 个， 能卖 200 多元
嘞 ！ 去年 ，10 亩羊肚菌卖了 40 多万

元。 ”
先富带 动 后

富。袁盟提供菌种
和技术，去年指导
3 户村民种植羊
肚菌，一年共收入
50 多万元 ， 今年
又有 6 户村民先
后建起了种植大
棚，羊肚菌让村民
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

除此以外，三
里垭村还立足资
源优势，发展富硒
粮油、 黄牛养殖、
漆树育苗等特色
种养业，让村民在
乡村振兴路上步
伐更加坚实。

人居环境美
居住更舒心

一座座 徽 派
民居整齐划一，一
条条村组道路硬
化平整，一户户院
前屋后干净整洁
……看到村子面
貌大变样，该村老
人洞集中安置点
五保老人刘显德

看在眼里，喜在心田。
“以前，村里大多是土路，一到下雨

天，特别不方便。放养的鸡鸭四处跑、到
处拉，村里的环境卫生差得很。”谈及村
里环境变化，刘显德打开了话匣子：“现
在，刷了墙、修了路，还建了花坛护栏，
住着舒心多了。 ”

近年来，三里垭村以“扫干净、摆整
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为契机，
通过“定制”改造提升方案，推进人居环
境大幅提升。 制定房屋提升补贴政策，
鼓励砌砖墙建门楼， 打造徽派民居；征

求村民意见，填土坑平土地，硬化拓宽
道路；定制仿古青砖，围建花园菜园，打
造美丽庭院；坚持就地取材，利用竹子、
茅草搭建鸡棚，实现人畜分离；绘制精
美墙绘，扮靓美丽乡村。

三里垭村先后完成房屋提升 55
户、改厕 11 户、硬化道路 336 米、建设
花坛护栏 3713 米，村内环境焕然一新。

陈规陋习除 文明新风浓

傍晚，漫步在三里垭贡茶新村茶园
步道，观光步道两侧的照明灯杆和垃圾
桶上的宣传牌格外醒目：“以和为贵，宽
容礼让”“勤奋劳作，踏实苦干”“和颜顺
语，态度安详”……村民李先生在灯杆
前停下来，指着“新二十四孝”宣传牌，
向女儿讲解孝敬老人的重要性。

联村领导程小琪介绍，为了摒弃陈
规陋习，引导村民弘扬文明新风，三里
垭村围绕贡茶茶园，打造廉政文化园和
新民风生态园，以二十四孝、廉政文化
为重点，制作 80 余块文化标志牌，让文
明新风与茶园风光深度融合，让村民和
游客在游园中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文
明新风的洗礼。

据悉，除了营造新民风氛围，三里
垭村发挥村规民约作用，组织“两委”与
乡贤开展忤逆不孝、高价彩礼、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专项治理行动。 同时，定期
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等八
大评选活动，通过及时劝导、树立典型，
培育文明乡风。

城关镇党委书记高魏表示：“民族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我们将坚持走农
旅融合发展之路，以三里垭乡村振兴示
范村为样板，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努力
实现全镇产业兴、 环境美、 农民富目
标。 ”

立春过后，大地回暖，春耕备耕工作正迎来高峰期，岚皋
县抢抓农时，加快“旱改水”项目推进、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推
广，全力以赴保障春季农业生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在堰门镇中武村，200 余亩刚改造完成的“旱改水”项目耕
地错落有致，一道道地膜整齐排列，数十名村民正紧张忙碌在
田间地头，整地、覆膜，有条不紊。 曾经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陈
忠明，正娴熟地操作着小型耕地机犁地松土，额间的汗水遮不
住其脸上的喜悦。

“在园区务工，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也能存些
钱，外面开支太大了。 ”陈忠明说道。

据了解， 中武村虽然耕地资源丰富， 但此前都是分散经
营，存在经济收益低、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为充分利
用土地价值，中武村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统一流转土地进
行“旱改水”改造，通过“连片规模化种植+劳务用工”的方式，
让农户从中受益。

“中武村连片‘旱改水’项目实施以后，一是解决了农村劳
动力分散、各自经营、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二是结合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我们统一规划、统一打造，实现村容村貌提
升；三是带动周围搬迁小区的群众就近务工增收致富。 ”中武
村驻村第一书记苟如海介绍。

据了解，中武村连片“旱改水”项目总计划 300 亩，已建成
220 亩， 计划每年种一季水稻一季油菜， 年收入在 90 万元左
右，除去各类开支，预计集体经济年增收 10 万余元。

在民主镇马安村，放眼望去，一排排白色的地膜与一垄垄
棕色土壤相互映衬， 为了能够顺利按照规划一年种植三季作
物，农户们扛着锄头穿梭在田间地头，有序地播种、施肥、覆
膜，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工作。

“薄膜和种子都是村上统一安排的， 中间栽的是土豆，大
概五月份收，苞谷是七月份收，天气转暖后还要套种黄豆，这
样一年就能收三季粮食，大家种地的积极性都很高。 ”马安村
二组村民陈建平说。

马安村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按照“相对集中、
示范带动”的原则，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采购种子、统一
技术指导，引导农户进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并根据当地
海拔、土壤等条件和本地群众播种习惯，利用冬季土地空闲套
种本地土豆，实现了“一地多用、一地多收”，有效促进农业生

产增效、农民增收。
“套种黄豆的话，地不得荒、不得闲，还带一定的氮肥，可以增加土壤自身的

肥效，每亩最低收入能达到 5000 元左右，比原先增加了 30%。 ”马安村党支部书
记陈建斌说。

截至目前，马安村已冬播马铃薯 200 余亩，制作玉米标准化苗床 100 余个，
全村落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双行马铃薯+双行玉米+双行大豆 400 亩。

今年以来，岚皋县冬春已播种马铃薯 7.8 万亩，整地 9 万亩，实施“旱改水”
1000 亩。备玉米、水稻良种 16 万斤，备农药 6 吨、肥料 800 吨、农地膜 20 吨；各类
农资储备数量充足、品种齐全，可满足春耕生产需要。 全县春季农业生产正在有
条不紊地推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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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乡村入画来
通讯员 柏驰

忠诚园区：3000万株蔬菜育苗忙
通讯员 刘一薇 张媛 崔一帆

本报讯（通讯员 周启双 卢才慧）
日前， 第七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联盟
主任年会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召开 。
会议期间，举行了 2022 年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综合竞争力“双百强”及年度人
物、“最具影响力”服务品牌颁奖典礼，
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荣获“2022 年度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综合竞争力十佳机构”称号。

据悉， 本次大会由中国公共资源
交易跨区域合作联盟与湘潭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公采视讯传媒联合主办，
来自全国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监
管、 代理机构以及优秀企业代表 300
余人出席会议。 大会以守正创新———
推动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 主旨是弘扬各级交易机构在工作
开展中的先进做法， 共同学习新的行
业政策、构建新发展格局、守正创新，
推动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公共服务职能
定位， 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推进措
施，持续创新工作方式，深化平台互联
共享， 全面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
革。 2022 年，建成不见面开标、远程异
地评标、 金融服务平台等 8 个电子系
统，提升信息化水平，交易服务各环节
实现一网通办和项目交易全流程电子
化， 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的充分利用， 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
本。 深化“六个零”服务举措，提升服务
质效，建立绿色通道制度，为招投标活
动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精细
化交易服务， 全力满足重特大项目交
易需求， 保障招标投标工作规范有序
高效进行， 促进安康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创新“12345+交易”集成服务模
式，将 12345 热线拓展为法定异议、质
疑和投诉之外的社会监督渠道， 进一
步规范交易行为， 促进公开公平和阳

光透明交易。 平台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吸引更多领域和更多类型的交易项目
主动进驻平台，2022 年交易规模首次
破 200 亿元大关、 实现节资增收总额
11.67 亿元。 在 2022 年全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评价考核中综合排名位列第
三，11 项交易工作受到省级业务主管
部门书面表扬。

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 。
今后，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将会以本次荣誉为契
机，继续贯彻落实中、省、市各项工作
要求，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
环境为重点，统筹规划，协同推进 ，共
享资源，创新体制，强化监督。 立足交
易服务主体职能，打造交易数字化、服
务标准化、监管精准化的平台，促进阳
光公平交易。 积极学习行业先进经验，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推动安康公共资
源交易高质量发展，为“营商环境最安
康”品牌增光添彩。

为“营商环境最安康”品牌再添光彩
市行政审批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入选 2022年度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竞争力十佳机构

我市行政审批局（公共资产交易中心）代表上台领奖（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