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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分，穿行在平利县各大项目建
设一线 ,一批批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一个
个重大项目拔地而起，平利人民在做好防
暑降温的同时，保进度、抓节点，不断刷新
项目建设“进度条”，全力奋战奏响夏日项
目建设“奋进曲”。

炎炎夏日，平利县在大抓项目建设的
同时，积极应对持续高温天气，科学制定
防暑降温措施，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按照工
期计划有序推进。 在城区智慧地下停车场
项目建设现场 ，40 多名施工人员正在安
装脚手架、设置防护网，有序进行安装作
业，为项目如期竣工奠定了基础。 “项目部
给我们准备了防暑降温药品和饮品，中午
也按时休息，避开了高温时间段，为了保
证项目按时完工，苦点累点也值得了。 ”该
项目钢材部负责人王定钢说。

无独有偶。 7 月 12 日,在平利县西大
桥建设工地，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墩施
工。 入伏以来，该施工单位采取购置发放
防暑药物藿香正气水、熬制绿豆汤、加大
饮水供应、调整作业时间、搭遮阳棚拉遮

阳网等措施，切实做好夏季施工的防暑降
温工作，确保项目建设高速推进。 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土地清表，三通一平，预
制梁场、项目部建设和桥梁主体范围内的
管线迁改。 旧桥拆除完成 80%， 桩基 32
根，完成 58%；完成箱梁预制 3 片、承台 3
个、11 号桥台支护桩 23 根……

今年以来，平利县认真落实省市“高
质量项目建设推进年”安排部署，牢固树
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投资就是稳增
长”的理念，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提质、
提速、提效。 截至目前，30 个市级重点项
目全部开复工，占年计划任务 64.6%，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8%。

年初， 该县及时印发了市级重点建设
项目、县级领导包抓重点项目、重点前期项
目、重点债券项目、重点招商项目、项目资
金争取六张责任清单，逐一明确包抓领导、
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压实项目建设的领
导责任、主体责任、建设责任。 对重点建设
项目实行“日晾晒、月调度、季观摩、年考
核”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加压倒逼落实。

7 月 2 日，平利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华
在老县新材料产业园调研督导工业稳增
长工作， 他先后来到年产 20 万吨高纯石
英砂、2 万吨高纯晶硫化钠等重点新建工
业项目现场，逐企看进度、解难题，要求全
力加快项目建设。

重点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牛鼻
子”。 平利县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始终
保持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的工作劲头，各
相关部门最大限度形成工作合力，发挥领
导联系包干、专班牵头抓总作用，在确保
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上下联动
密切配合，做到苦干、实干、巧干、科学干、
系统干，把时间往前赶、把工期往前排、把
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
见效，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以项
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

在城区各学校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
员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抢
工期、抓进度，确保如期交付使用。 “截至
目前，平利县第五小学、第二中学、职教中
心新校区、 第四幼儿园均已完成主体施

工， 力争 8 月底所有工程全部竣工验收，
所有配套设施到位， 项目如期交付使用。
项目建成后，城区教育资源布局将更加科
学合理，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将起到
积极作用。 ”该县教体局负责人介绍。

平利县坚持土地、资金等要素跟着项
目走，加大用地收储报批力度，今年以来
已收储建设用地 260 亩，两批次报批土地
124 亩，供地 100 亩，大力开展征地拆迁遗
留问题攻坚行动，着力解决建设用地瓶颈
制约。 加大资金争取力度，紧盯中省财政
金融政策，强化项目储备，加大沟通衔接，
有效解决项目建设资金问题。

项目建设内容丰富、任务庞杂，需要
抓住重点、层层推进。 为此，平利县制定作
战图，明确任务表，坚持挂图作战抓推进。
对市县重点建设项目和民生实事项目继
续坚持 “挂图作战 ”机制 ，明确时间到节
点、落实责任到人头，日战夜攻加速推进，
确保项目建设每天有变化、 每周有进展、
每月有成效，目前已竣工投产投用 34 个。

2016 年，24 岁的程涛踏出大学的校门，浓浓
的乡愁，让他义无反顾开启回乡之旅。 家乡岚皋
县是一个小县城，干什么？ 怎么干？ 让程涛犯了
难。

通过不断走访市场调查，程涛把目光放在生
猪养殖上。 但是养殖行业前期资金投入大，面对
一个刚出学校的人， 这无疑成了一个最大的难
题。 但他并没有被困难阻挡前进的脚步，各处奔
波寻找合伙人，同时不断给家里人讲养殖业的市
场前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家人的支

持，也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伙人。2017 年，程
涛与合伙人一起成立了岚皋县华阳畜牧业有限
公司。 经过几年不断努力，抓住了 2019 年生猪行
业前所未有的市场爆发期， 赚得了人生第一桶
金。

可是好景不长，一段时间，他的养殖场不断
出现小猪毫无征兆死亡的情形，程涛急得吃不下
饭也睡不着觉，各种途径查阅资料、抽血样本检
测。 一两个月后，第一批小猪已经所剩无几，他找
到岚皋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中心专家，到现场

实地了解，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在专家的指导下，
问题很快解决了，生产逐步踏上正轨。

程涛在经历这次事件后，坚信没有技术就没
有发展，他在抓好养殖产业的同时，经常外出学
习交流， 参加国家各级农民教育培训班学习，不
断获取市场信息与资源，提升自己的综合技能水
平，通过努力，获得了陕西省高级职业农民的资
格认定。 而他们创办的岚皋县华阳畜牧业有限公
司也成了全县第一家规模化、 现代化的养殖企
业，先后获得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认定。

三年入门，五年入行。 程涛认为，养殖行业的
发展并不仅仅是自身的发展，同行业相对健全的
发展，才能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市场发展。 2020
年，他敢为人先，不把同行当竞争对手，牵头成立
了岚皋县畜牧产业发展协会， 担任秘书长职务，
把自己的养殖经验、 养殖方法分享给养殖户，通
过不断的努力，岚皋养殖企业陆续增加，养殖行
业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程涛骨子里总有一
种不服输的干劲，面对市场的各种挑战，生猪交
易市场的起起伏伏，他从不退却。 抓好自身发展
的同时，程涛也没忘自己的社会使命。 几年来，通
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方式带动农户 30 余户，户均
增收 2000 元，每逢春节，他都会为民主镇枫树村
185 户村民送上春节慰问物资。 同时还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奉献爱心，履行社会职责。 而他也
被评为岚皋县优秀职业农民。

“我相信，只要善于把握机遇，勇于挑战、吃
苦、耐劳、钻研，就能有所收获。 只要肯努力，一定
会把我们的富硒生猪农产品卖到全国市场，让乡
亲们都走上致富路。 ”程涛自信地说。

盛夏时节，汉阴县双河口镇青山绿水间的小
村落更显静谧美好，深蓝色的光伏面板一片片排
列在农户屋顶上， 源源不断的将光能转化为电
能，借“光”致富，以“能”兴农，勾勒出一幅乡村振
兴的美丽图景。

“我家屋顶安了光伏发电板， 自己没有花一
分钱，还得到了分红，我已经领了 1300 元了，一
想到阳光也能换钱， 每天晒太阳时心里暖暖的，
生活更有动力了。 ”双河口镇三柳村村民邱翠霞
高兴地说。

近日，三柳村举行户用光伏贷分红仪式。 此
次参与分红的共有 6 户农户，分红仪式现场一片
热闹景象，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上台签字并领取
属于自己的分红。 大家纷纷表示“屋顶上都结出
金疙瘩了”。

双河口镇三柳村作为建设银行定点帮扶村，
也是建设银行陕西分行首批新金融产品———户
用光伏贷的试点村。 该绿色融资产品整合了政
府、企业、建行帮扶等各方资源，在分散农户家庭
屋顶采用 “户用光伏贷+建行帮扶资金+国有光
伏企业担保和安装”模式，国有光伏企业对贷款
兜底保障，让农户不掏一分钱，真正实现零首付、
零风险。 贷款结清后，光伏组件及收益归农户个
人所有， 平均每年增收 4000 元左右， 屋顶变电
站，阳光变收入。

据了解，同时启动的还有中国建设银行引进
的腾讯公益资金建设的双河口镇“新金融+新公
益”户用光伏项目。 该项目作为腾讯在全国的首
个试点项目， 首期已完成 6 个村 40 余户农户的
并网发电。 公益资金的注入，有效破解了山区光
照时间不足的融资难题，也为脱贫山区大力推广
户用光伏电站探索了新路子。 项目期内，农户可
获得长期稳定的屋顶租金收益，村集体获得剩余
发电收益。 光伏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仅有效将清
洁能源产业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在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强对周边农户的辐射带动
作用，通过分红方式进一步带动农户致富增收。

一片片太阳能光伏板犹如一棵棵向日葵，不
仅种在了屋顶，更种在了农户们的心里。 从每天
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到一点点把农民的腰包鼓
起，光伏已为双河口镇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插上了
“光之翼”，点亮了乡村振兴路。

一大早， 汉滨区早阳镇寨垭村盆栽
魔芋基地管护负责人陈开社就迎着朝
霞，骑着摩托车来到魔芋田里。 他大步地
沿着田埂走上一圈，俯下身子，认真地察
看魔芋长势，叶肥茎壮、长势正旺，陈开
社的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对于魔芋喜欢在半阴半阳、湿润、温
暖的环境生长，陈开社早已摸透，他熟练
地打开喷灌设施， 让 “渴” 了的叶片先
“喝”个饱。 “种魔芋不像种庄稼，每一环
节都得精心照料， 一不注意都会导致失
败。 ”看着沐浴在水雾中的魔芋，陈开社
认真地说。

据了解， 盆栽魔芋不仅比普通地里
种植的抗干旱、抗雨涝灾害能力强，还能
有效控制软腐病的传播，减轻除草压力。
近年来早阳镇采取 “企业+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进行试点套种，发展魔芋种
植 104 亩，盆栽魔芋 30 亩。

陈开社是早阳镇龙泉人，今年是他
头一次接触盆栽魔芋，作为基地管护负

责人 ，盆栽魔芋的 “大家长 ”，他最牵挂
的还是这群“绿娃娃”。在高温高湿天气
下，陈开社的心头又泛起一丝疑虑。 正
在陈开社一筹莫展的时候，汉滨区早阳
镇产业办主任胡高保，也是从事魔芋研
究二十多年的行家里手来到了种植基
地。

“老陈，是不遇到啥困难？ ”胡高保在
园中走了一圈，蹲下身子，认真地观察起
魔芋的叶面、茎部的颜色，严肃而专业地
说，“现在正是魔芋软腐病、 白绢病发生
的高峰期，雨过天晴就要做好预防。 我特
意请崔教授来‘把把脉’。 ”陈开社注意到
在胡高保身后站着的一位身形清瘦、目
光明亮有神的中年男子。 胡高保介绍道，
崔鸣是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副会长、
安康市魔芋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蓖麻、樱树套种可以给魔芋提供遮
阴降温，喷雾灌溉能给魔芋降温补水。 同
时盆栽目的是防止积水， 有效隔离病害
传播。 中间用地膜铺地，防止杂草……”

崔鸣穿梭在魔芋丛中 ，
时不时弯腰查看， 边看
边 向 陈 开 社 详 细 分 析
着，为陈开社吃下“定心
丸”。

“从 ‘土疙瘩 ’变成
‘金疙瘩’。 崔教授这么
说，心里有底。 ”陈开社
消除了内心的疑虑 ，爽
朗地笑着说。

“早阳山清水秀，有
种植魔芋的传统， 为魔
芋产业发展创设了优良
的条件。 魔芋与樱花树、
蓖麻套种， 既为魔芋遮
阴纳凉， 又增加了观赏
性 ， 同 时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 崔鸣教授高兴地
说，“一地三种” 这种创
新模式可以形成种植、 观光为一体的农
旅休闲（集种植、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 将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盛夏时节， 走进宁陕县龙王镇棋盘村夏家湾蚕桑基地， 环顾四
周，翠绿的桑园染绿了田间山头，山下标准化养蚕室一排排整齐架子
上，小蚕奋力啃食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如同优雅动人的乐曲。

“今年春蚕收益还不错，合作社养了 45 张蚕，除去开支，净收入 5
万多元。 ”看到蚕床上的蚕宝宝正在蠕动着身子不停啃着桑叶，宁陕
县龙王镇棋盘村党支部书记蔡世乐滋滋地算了一笔致富账。 “养蚕周
期短，见效快，市场价格稳定，今年蚕茧价格好，夏蚕养了 100 张，计
划全年养 400 张左右。 ”

“我们养这个蚕每天喂三次叶子， 早上四点起来消毒撒石灰，六
点钟喂早上第一餐，十二点半喂第二餐，下午六点半喂第三餐。 ”合作
社务工人员刘成莲介绍道。 “以前由于技术不到位，夏蚕容易化脓成
僵，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多养，但是现在，合作社聘请了石泉县养蚕专
家，手把手教我们调温、喂食、打药，蚕子很少会得病了，基本上都能
养成。 ”

“从 6 月 25 日引进第一批小蚕到现在，20 多天时间，蚕已经快要
吐丝了。 ”在宁陕县龙王镇棋盘村蚕桑专业合作社里，技术员老王拿
着手电筒，熟练地在蚕群里挑选出将要吐丝的熟蚕，把它们放到方格
蔟上，熟蚕爬到一个舒适的格子里便开始吐丝结茧。

养蚕业是宁陕县龙王镇棋盘村的传统产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家家户户栽桑养蚕，成为全镇最大的养蚕村。 多年来，养殖户沿
用传统方法种桑养蚕，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蚕桑业发
展缓慢。 直到近年来，镇村两级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子，依托“依
山傍水靠田”的村情特点，围绕“抓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目标，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在棋盘村和莲花村大力发展桑蚕产业，
实现传统蚕桑文化和现代蚕桑养殖技术有机结合， 使蚕桑产业发展
迎来了新机遇。

“在家门口就业，照顾家庭不说，年底还有分红。 ”宁陕县龙王镇
棋盘村蚕桑专业合作社员工刘成莲一边喂蚕一边惬意地说，“我在桑
园一个月平均下来有 1000 多块的收入， 开销比外出打工少很多，每
月还能攒下一笔钱，家里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

这一切都得益于该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2020 年该镇在县委 、
县政府和驻村帮扶部门的帮助下，加大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由党支
部牵头 、农户参与的模式 ，依托原有 100 亩蚕桑园 ，按照 “一核两
片”发展规划，以棋盘村为中心，打造区域蚕桑基地，改造 200 余亩
闲置土地、抛荒地为桑园 ，成立了蚕桑专业合作社 ，修建标准化养
蚕室统一进行集约化代管、科学化养殖等技术指导，并制定相应奖
励机制，调动农户养殖积极性 。 2022 年全镇 100 多户农户积极主
动参与，养蚕 500 余张，人均年收益增加 3000 元以上，实现稳定增
收。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琪 王利）在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的秦牧林
果农业园区内，1200 亩果树郁郁葱葱，树上的蜂糖李圆润饱满，即将
成熟，树下一排排白芨和黄精长势喜人。 今年以来，池河镇通过特色
产业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一地双收，让土地效益最大化。

“白芨我们套种有三年了，黄精是去年才套种，种了药材之后等
于把土地合理利用起来，能增产增值。 ”石泉县秦牧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秦绪杰站在果园中边查看边介绍。 “农业园里主要种植有蜂糖
李、紫皮脆李、清脆李、桃子、梨子、樱桃等果树，套种了黄精 400 亩，
白芨 600 亩。 ”秦绪杰介绍，“今年李子大概产值在 10 万斤，收入预计
在 200 万元。 因为中药材基本可以保住农业园的管护支出，每年的水
果就成了纯收入。林下种药材主要是以园养园，李子是纯收入，药材 3
年后开挖，一亩地纯收入是 2 万元，1000 多亩地（药材）纯收入可能也
就是 2000 多万元。 ”

和谭家湾村一样，池河镇良田村也将瓜蒌和黄精进行套种，实现
一地双收。 “瓜蒌是一种喜阳作物，我们要给它搭架，上面长瓜蒌，下
面土地就空闲了，恰巧黄精又是喜阴的作物，我们进行套种。 ”石泉县
池河镇良田村党支部书记钟家刚说，“黄精三四年后就能收， 预计亩
产达到 5000 斤，然后跟佳朗公司签的合同，每一斤 5 块钱保底收入，
这样每亩地就有 2.5 万元的收入。 瓜蒌是每年一收， 今年种了 50 多
亩，预计亩产在 6000 块钱以上。 ”

近年来，池河镇按照“龙头带动、园区载体、延链补链、集群发展”
的思路，通过林果套种中药材及中药材复合种植，发展瓜蒌、黄精、白
芨、菊花等中药材 2200 余亩，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我
们将继续探索林果药的特色发展，积极提高一地多收生产发展模式，
大力提升群众收入。 ”石泉县池河镇副镇长尹丰说。

本报讯（通讯员 黄琦）今年上半年，
我市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完善标准化工
作体制机制， 协调推进标准制定和实施，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五有”工作
特点。

标准化工作机制有新作为。充分发挥
我市陕西省旅游景区服务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单位作用，促进生态旅游标准
化、品牌化建设。 围绕市委、市政府“富硒
产业标准化年”， 配合和指导相关部门成
功申报“陕西省富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抢占全省富硒产业标准技术高地，为我市
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引领、技术
支撑、质量保障。 通过政策宣传、分工负
责、合力推进，形成了市场监管部门主管、
行业部门主抓的良好工作局面。

地方标准研制有新进展。 上半年，全

市 新 增 省 级 地 方 标 准 1 项 ，DB61/T
1684-2023 《地理标志产品 平利绞股蓝》
的发布，为我市着力提升绞股蓝产业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夯实了技术基础。今年
征集市级地方标准立项申请 61 项， 经过
立项论证同意 37 项标准报请省局审批，
涉及籽种育苗、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公路
智能工程、社会服务、行政审批等领域。发
布市级地方标准 7 项，标准制定数量创历
史新高，全市企事业单位标准研制能力呈
现稳步提升良好态势。

标准化全域发展有新突破。我市地方
标准从农业技术标准逐步向多领域发展，
2021 年，恒口示范区 （实验区 ）管理委员
会成功申报第二批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
试点项目。去年，汉阴县国家级“政务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获得立项，是全市第一

家获得政务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今年
上半年，“瀛湖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
成功入选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是国家批准立项的 10 个项目之一，是陕西
省唯一一家获得立项的项目。 我市申报的
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覆盖面不断拓展，全
社会标准化意识不断增强。

富硒产业标准建设有新成果。联合印
发《安康市富硒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方
案的通知》，发布《安康富硒茶第 1 部分：
产地环境条件》《安康富硒茶第 2 部分：茶
树栽培管理技术规范》《安康富硒茶第 3
部分：加工技术规程（绿茶）》等 7 项标准，
标志安康富硒产业从产地环境、病虫害防
治、到生产、加工整个产业链的标准体系
基本建成。 截至目前，全市现行有效富硒
产业地方标准 49 项， 其中省级 28 项、市

级 21 项 ，涵盖了富硒茶 、魔芋 、粮油 、畜
禽、饮用水等大部分富硒产品，富硒产业
标准体系的不断健全，为其他产业发展提
供了标准化样板。

标准实施与监督有新成效。加快推进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不断
提升企业标准意识。 上半年，全面启动了
茶叶过度包装专项治理活动。市市场监管
局联合市级媒体，宣传《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GB23350）》，
得到国家总局《茶叶过度包装专项治理行
动简报（第 6 期）》点名表扬。 根据 6 月 16
日省局印发的《陕西省食品类企业标准自
我公示情况统计通报》， 我市公开食品类
产品包装标准企业 298 家，占比 11.9%，排
名全省第一。

平利奏响夏日项目建设“奋进曲”
通讯员 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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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河镇林果套种
中药材增效益

桑蚕吐出致富新“丝”路
通讯员 王辉 陈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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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助力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土疙瘩”变“金疙瘩” 小小盆栽大魔芋
通讯员 吴楚楚 冯维杯 宋孝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