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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葱茏茏嫩嫩绿绿绞绞股股蓝蓝 富富百百姓姓又又美美环环境境
通通讯讯员员 黄黄小小彬彬 范范丽丽莉莉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在石泉县各个葡萄种植园内，一串串
晶莹剔透的葡萄沉甸甸地挂在藤蔓上，煞是惹人喜爱，吸引了众多市
民和游客采摘。

在两河镇金盆村，村民彭方军种的 6 亩葡萄陆续成熟，伴随着微
风，一股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 前来采摘葡萄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
一边体验着田园采摘的乐趣，一边享受夏日的甜蜜滋味。

“这里的葡萄又大又甜，特别好吃，我经常和爸爸妈妈过来边玩
边吃。 ”游客云智杰说，“我是这附近的，外地游客也经常过来，说这个
葡萄好吃。 ”彭方军种植的主要是沪太八号葡萄，经过几年的摸索，技
术已经成熟，产出的葡萄品相和口感都很好，每到葡萄成熟时，就会
吸引不少游客采摘。 “一到成熟季节，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光本地
的，外县区也有人过来采摘，今年预计可以产 2 万余斤，大概能卖 40
万元。 ”彭方军说。

在城关镇丝银坝村的葡萄园里， 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枝
头，透着诱人的光泽令人垂涎欲滴。 由于距离县城近，不少市民和游
客都会在休息时间来园里采摘。

“这里葡萄特别好吃，特别甜，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摘，自己来摘
非常方便，口感也很好，这回又摘了两大包，价格也非常实惠。 ”游客
李菲菲说。 丝银坝村村民陈春艳从 2015 年开始种植葡萄，现在种的
主要包括藤稔和巨峰两个品种， 产出的葡萄主要批发给超市和水果
摊贩。 每年在 7 月 15 日以后开园，自己采摘每斤 12 到 13 元，向各大
超市、摊贩批发 10 元一斤，经常供不应求。

据了解，石泉县共种植葡萄 150 亩，主要包括阳光玫瑰、户太八
号、藤稔、巨峰等品种，今年产值预计近 400 万元。

12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里， 机器声轰隆
作响，50 余名手艺娴熟的工人们正在有序忙碌
着......“我们家原先没什么经济来源， 多亏了这
么好的就业政策，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非常感谢! ”正在参与现场技术培训的工友余兴
兰放下手中的针线笑着说。

今年 55 岁的余兴兰 5 年前从山上搬进了
汉滨区吉河镇前进社区， 最开始只是依靠家中
老伴打零工换取收入， 如今在听闻社区开办了
新工厂后， 便主动应聘了手工缝制一岗，“现在
当然好了！ 又学手艺又能赚钱，工作离家又近，
日子也是越过越有滋味儿了。 ”

以“就业富民”为先导，汉滨区吉河镇抢抓
发展机遇,对落地的社区工厂提供优质服务，并
根据企业需求量身“筑巢”，力促企业扎根吉河
发展。 目前全镇已先后建成了吉河坝、马坡岭、
矿石、恒华家园等 5 家社区工厂，解决群众就业
300 余人。

“随着安康汇利沣毛绒玩具有限公司的强
力入驻，我们的社区工厂已经‘旧貌换新颜，整
装再出发’，一定会以更新的姿态、更强的活力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助
力乡村振兴。 ”吉河镇党委书记卜兆芬表示。

据了解， 本次开工投产的安康汇利沣玩具
有限公司，正是吉河镇引进的第五家社区工厂，
作为公司的创办人———陈命伟心系家乡， 紧跟
市、区打造玩具文创产业新都的决策部署，通过
按照“总部企业+新社区工厂+家庭工坊”的发
展模式，将“小工厂”打造为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的“大产业”，工厂现能带动周边 100 多名村民
就业，预计年产值在 2000 万元左右。

近年来，汉滨区大力发展“归雁经济”，通过
落实 《关于加快推进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发展打
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吸引
广大人才返乡创业就业， 在带动区域经济的基
础上，实现项目回迁、资金回流、技术回乡、智力
回哺。 目前，全区新社区工厂总量 181 家，累计
带动 1.34 万人就业， 在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
的同时， 也不断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和强劲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酷暑时节，走进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千亩
富硒稻种植区，绿油油的稻谷昂首挺胸，颇有少年狂气，在经历春夏
季阳光雨露的洗礼后，稻穗开始灌浆吐苞，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稻田管护助力秋粮丰收。 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绿稻田展示了科技
兴稻的智慧。

“今年雨水好，日照也充足，稻子也长得壮实，我们按照技术人员
的指导选种、插秧、防虫害，采取网格化管理种植早稻和晚稻，施有机
肥、不打农药，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用过的种植模式，现在从稻子长势
看，比去年明显要更好，预计每亩能多收 50 公斤左右。 ”看到稻田里
长势喜人的稻子，农户李成林对稻谷丰收很有信心。

“乡村要振兴、科技要先行。 ”为提升科技助农软实力，大力推进
智慧农业、发展富硒水稻，真正带动农户增收。 近年来，该镇积极引进
水稻有机种植技术，由现在的有机种植替代早期施化肥、洒农药的传
统耕种模式，定期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农户的种
植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走绿色生态路线发展富硒水稻，田间沃野释
放了“种风景”与“收效益”的双重红利。

今年以来，汉阴县城关镇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的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富硒水稻种植管护机制，从科学插秧到虫
情监测，该镇把跟踪指导服务深入到田间地头，为富硒稻丰产丰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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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盎然，清香四溢。 平利县青山茶
业有限公司的千亩绞股蓝产业园内，成片
的绞股蓝葱茏嫩绿，埋头采摘的忙碌身影
同田野、民居、河道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夏
日田园绿色画卷。

“现在看到的绞股蓝基地有 800 亩，从
种到收全过程让周边农户参与，平均每天采
摘鲜叶 2000多斤。 ”看着园区里的人忙碌，
平利县青山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范茂清说,
“绞股蓝属于短平快的产业， 当年种植当年
就有收益，每亩年收入在 6000元左右。 ”

今年 46 岁的范茂清是平利县城关镇
龙头村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闯荡，做过
小本生意，下过煤矿，跑过运输。 在外闯荡
的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绞股蓝，
便萌生回家乡发展的想法。

平利县是中国绞股蓝的原产地，其独
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适宜绞股蓝生长，
全球发现的 13 种绞股蓝属植物中， 平利
就有 7 种。2008 年，他返回家乡，整理了家
里的 8 亩土地， 开始尝试种植绞股蓝，虽
然没有种植经验，但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了
范茂清足够的信心。

万事开头难。 不懂行情，范茂清就带
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事事请教，处处学习，
通过几年的发展， 他逐渐开阔了眼界，明
确了方向 ， 很快便在家乡打出了名气 。
2012 年，范茂清成立平利县青山茶业有限
公司，先后在城关镇八里关村、长安镇双
杨村、广佛镇松河村等地流转土地自建绞
股蓝基地 2000 余亩，并建设 1000 平方米
的加工厂房，配套加工生产设备 40 台。 从

整地、修路、选种、植苗到采摘、炒制，他一
心扑在绞股蓝基地上，不知熬了多少个不
眠之夜， 不知炒糊了多少批次绞股蓝茶，
才逐步实现规模生产、品牌生产和优质生
产，取得了满意的收获。

择一事终一生的执著专注，干一行专
一行的精益求精。 范茂清严格守护着所产
绞股蓝的优良品质，基地采用有机肥培植
改良土壤，坚持传统的人工除草，保证了
生态、绿色、有机绞股蓝保持健壮旺盛的
理想状态。 对于车间厂房、机器工具，范茂
清力求性能优良，工艺先进、卫生整洁，生
产流程系统规范，每批绞股蓝茶确保型优

香浓，营养美味，品质稳定。
从起步种植的 8 亩到现在的 2000 余

亩， 一个茶字见证了范茂清的创业历程，
一片叶子造福了周边一方百姓。 范茂清从
种植、加工、销售绞股蓝，精工细作，追求
卓越，品牌打响，客户回头。 近几年来，每
年绞股蓝茶还没上市就被订购一空，经济
效益逐年增长。 2022 年底，他的公司年产
销绞股蓝 50 吨，销售收入 1000 余万元。

“我们把 5 亩地给他种绞股蓝， 我们
两口子也在他那里打工，每月工资有 5000
元。 ”城关镇龙头村姜观波夫妇边采摘鲜
叶边说。

和姜观波夫妇一样靠着绞股蓝茶叶
实现稳定增收的村民不在少数。 范茂清实
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为周围多个镇村的群众提供了就业创
收的机会，每年固定用工 12 人，季节性用
工 300 余人，支付工资 500 余万元。 并采
取农户订单产销等形式与周边农户建立
稳固利益合作关系，间接带动基地周边农
户 100 余户发展绞股蓝 500 余亩，为茶农
创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帮助，使千亩
茶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2004 年，邓海峰告别家人踏上了前往
部队的火车，去往他梦寐以求的军营。8 年
的部队生活，让邓海峰从一名稚嫩的青年
成长为不卑不亢、沉稳自信的男子汉。 在
部队里他用不怕苦不怕累、 认真训练、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赢得班长和战友的一
致好评，每每提及，他都感慨万分，有时夜
里睡觉还仿佛能听到部队的起床号。

2012 年， 邓海峰从部队退伍回家，万

分不舍离开了部队，他知道，转业是国家
政策，作为军人他坚决服从。 他的家乡宁
陕县龙王镇西沟村，作为一个大多数年轻
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的“留守村”，经济不
景气、人口少一直是个问题。 可对于生养
他的家乡，邓海峰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山山
水水，加上父母年纪也大了，需要人在身
边照顾。 他毅然决然返回西沟村，面对战
友、朋友的不理解，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从

小在这里长大没人比他更清楚村里的情况，
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想法，直到 2015 年邓
海峰坚定了信心，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
定：放弃在外优越的工资回乡种地。

“种地有什么出路！ ”回到家乡后，每
天穿梭在田地里，这是邓海峰听过最多的
一句话，可他从未选择放弃。 短短几个月
时间，他就变成了黝黑大汉。 “既然选择了
这条路，咬着牙也要走下去，闯出一片天
地！ ”他不止一次告诉自己。但自己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种地经验可言，盲目下手肯定
会出问题，所以他一边请教“田师傅”，一
边小心尝试种植， 打算一步一个脚印，一
边学习经验，一边扩大规模，等积累了足
够丰富的种植经验再壮大自己的“田地”。
然而，种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市场不
景气，价格上不去，加之种植技术不成熟，
起初不仅没赚到钱还亏损不少，可也正是
他一开始谨慎小心的行事作风，才让邓海
峰没有 “伤筋动骨”， 有了调转船头的机
会。 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听到很多扶持政

策， 这让邓海峰心中萌生出一个念头，转
换思路当个不一样的农民。

2017 年，邓海峰成立宁陕县龙王镇海
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不但自己钻研种植
技术，还时常参加市县举办的职业农民技
术培训， 并到临县学习种植大户先进经
验。 从种植、采摘、收购到装运，邓海峰都
是亲力亲为，充分展现了军人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 这一干就是几年，合作社也达
到一定的规模。 2023 年，邓海峰再次涉猎
魔芋、油葵、“藕+黄鳝”新型种养殖等全新
种养殖方式，将魔芋拓宽到 550 亩，种植
鲜食玉米 350 亩， 带动了周边 25 户农户
75 人就业，户均增收达 8000 元。 同时，他
也表示将继续扩大种养殖规模，发挥新农
人群体“头雁”效应，引领父老乡亲走上致
富路。

花椒挂满枝，振兴新画卷。 近日，走进旬阳市甘
溪镇袁湾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植基地， 漫山遍野
的花椒树枝繁叶茂， 一簇簇饱满油亮的花椒挂满枝
头，微风拂过，散发着浓浓椒香。趁着晴好天气，花椒
树下，椒农们正忙着采摘花椒，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这片花椒树已经种了 3 年多，今年是挂果的第
一年，50 亩地的花椒树预计能产干花椒 110 公斤，
按往年 120 元一公斤的市场价格算， 今年预计能带
来 1.3 万元收入。 ”袁湾村党支部书记王旭介绍，这
些都是从杨凌引进的九叶青花椒品种，品质纯度高，
香味麻味足，深受市场欢迎。

据悉，花椒树生长周期较长，种植后需要 2 到 3
年才能结出少量果实，4 到 5 年后果实数量会慢慢
增加。为保证花椒产量，袁湾村每年都会邀请专家和

技术人员到村开展花椒提质增效培训会， 就花椒栽
培管理、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进行培训，有效提
升科学管理水平。

为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最大限度提升土地附
加值，基地还在花椒地里套种了黄豆等农作物，实现
了“一地多收”。花椒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能够
吸纳周边村民前来务工， 给周边群众带来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 甘溪镇袁湾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这一
主线，因地制宜发展辣椒、羊肚菌等瓜果蔬菜，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下一步，该村
将持续采取村集体带动、抓点示范推动、政策奖补驱
动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产业质量效益，为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坚实的产
业基础。

盛夏的秦岭满山苍翠，在秦岭腹地的宁陕县，鲜
食糯玉米迎来新一轮丰收季， 丰收的序曲在群山之
间拉开序幕。

走进梅子镇生凤村鲜食玉米种植农场， 放眼望
去，田间绿意盎然，玉米秆节节拔高，穗棒颗粒饱满，长
势喜人，村民们肩背背篓正在地里来回穿梭，动作娴熟
地采收、装车，说笑声彼此相闻，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

“我们从早上 5 点就开始掰包谷， 一直掰到 12
点，为了保持新鲜度，下午就不掰。 由于我家种的少
就到这儿来打点零工，做半天是 100 块钱。 ”梅子镇
生凤村村民徐少武高兴地说。

在采摘结束后，村民们有序装袋、装车，统一送
往宁陕县供销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鲜食玉米全产
业链生产车间生产加工线进行销售。

走进宁陕县供销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当日

采摘的糯玉米堆满仓库， 生产车间里鲜食玉米加工
正在火热进行中。鲜玉米经过蒸煮消毒后，通过机械
传送带进入加工流水线，再经过脱皮、分拣、清洗、漂
烫、杀菌、风干、速冻、打包等多道工序后最终成为待
售的鲜食糯玉米。

据宁陕县供销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经
理冯上杰介绍，目前公司已经收购了大约 22 万穗玉
米，加工好后准备销往北京和江浙地区。

宁陕县从抓基地、抓种植、抓技术、抓生产、抓管
理入手，形成了统一供种、统一栽种、统一管理的“三
统一” 生产管理模式。 企业与鲜食玉米种植合作社
（家庭农场）签订收购协议，约定种植品种、质量标
准、保底收购价格，保护农民积极性，推动了集中连
片种植，让种植户直接参与、直接收益，同时鲜食玉
米产业也拓宽了群众就业渠道。

近年来，岚皋县滔河镇积极探索生态养
殖模式，紧紧围绕“产业振兴”这一关键，因
地制宜发展养殖产业，为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夯实产业基础。

“目前存栏已经有 200 多条了， 以前每
年卖肥羊四五十条，别人引种再卖上个几十
条，一年下来毛收入在 10 万元左右，比外出
务工好多了。 ”在滔河镇兴隆村养羊基地，村
民段武兵边清理羊圈食槽边介绍。

清理完羊舍， 段武兵便将山羊放入山
林，让它们自由觅食。 妻子叶义凤则在家用
厚朴树叶剁碎了喂给小羊羔吃。 正是这种生
态养殖加“药材食补”的方式，他们养出的山
羊，肉质紧实、低脂无膻、香味浓郁，深受县
域内消费者的青睐。

段武兵家中共有 5 口人，上有年迈多病
的父母， 下有残疾的儿子， 家中负担沉重。
2017 年底，段武兵在村“两委”的协调帮助下
学习了养殖技术，并办理了金融贷款，建起
了羊场。 2018 年，段武兵花费 20 万元从四川
成都引进了 40 只金堂黑山羊， 开启了他的
养殖道路。 5 年来羊场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养
殖技术也在不断提升， 目前已养殖山羊 200
余条，自繁自育的成功率超过 90%。 “在身体
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还想把规模扩大点，起
码养个 300 来条， 这样一年收入也就更多
点。 ” 段武兵说。

与段武兵一样靠养殖发家致富的还有
同村的村民袁书生。 看到袁书生时，他正在
养鸡舍里给鸡喂食。 “现在有两个圈舍，马上
准备清扫消毒，立马上小鸡 1500 只。 ”袁书

生说。
2008 年，袁书生为了增加收入，在自家门前搭建了一个简易

鸡舍，饲养了 30 余只小鸡，由于自然散养的土鸡体型健壮、肉质
紧实，常常供不应求，袁书生便将养鸡场扩建至 350 平方米，养鸡
数量也增加到 5000 只左右，一年下来毛收入达到了 50 万元。

“今年已经出栏了 1500 只商品鸡，目前还剩 500 余只，上半
年净收入在 12 万元左右，下半年我计划再养 2000 只左右，这样
一年也有 25 万元左右的净收入。 ”谈起养鸡，袁书生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滔河镇深入落实巩固衔接工作，以产业发展为重点，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充分利用林下
资源，探索生态养殖模式，拓宽群众致富门路，让更多的群众增收
致富。 截至目前，全镇存栏生猪 7700 头，牛 380 头，羊 3700 条，家
禽 64200 只。 在发展生态养殖的同时，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
饲料种植、订单养殖等方式带动 36 户 97 人增收致富。

葡萄迎丰收 采摘正当时
通讯员 王利 龚远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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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花椒树 致富大产业
通讯员 胡万密

鲜食糯玉米奏响“富民曲”
通讯员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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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种出新出路
通讯员 向红静 唐晓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