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过后，走进汉滨区瀛湖镇青
春村，田地里长势喜人的烤烟随处可
见。 辰康种植家庭农场的烤烟分拣室
里，工人们正在对烘烤完成的烟叶进
行分级分拣，油亮的金色叶子随着双
手的翻飞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烤烟确实是个好产业，周期短，
见效快， 还能带动群众增收……”在
辰康种植家庭农场的小院子里，一场
别开生面的烤烟产业发展推进现场
会在这里召开，付家扁村党支部书记
毛希义正在向其他 8 个村的党支部
书记分享自己的“致富经”。

从最初需要填煤烧炭的烤房到
如今烟叶公司提供的五连体烤房，用
现代生物质燃料取代了传统的燃煤，
作为第一批烤烟种植大户，毛希义也
算是见证了烤烟产业在瀛湖镇的发
展历程。 2021 年，由于对种植技术的
缺乏，烟叶产量不高，经济收入较少。
但经过烟站专家的不断指导，毛希义
逐渐从一个“门外汉 ”成为了烤烟种
植“专家”。 从最初的十几亩到如今的
100 多亩，围坐在一起，毛希义给大家
算起了一笔经济账：“一炉能烤 1000
斤左右干烟叶， 均价十四五元一斤，
一炉烟叶一万多元。 100 多亩烟要烤
40 多炉， 今年预计收入可达 50 多万
元。 ”

毛希义的这番 “掏心话 ”让在座
的支部书记动了心。 “今天，我们参观了阳坡村烤烟基地和青
春村的家庭农场， 又听了毛支书和种植大户胡照磊的种烟分
享，回村后我们也要加紧谋划了！ ”西坡村党支部书记曹仲根
说。

随着烤烟产业的不断增强， 支部书记们对种植烤烟充满
了信心， 而镇长马世瑜的一番话更是给他们注入了强心剂。
“按照瀛湖镇大的产业发展布局，我们在东边大力发展烤烟产
业，同时也会给大家提供资金、政策以及智力支持，也出台了
相应的烤烟奖补政策……”

蝉依旧在鸣， 烟田里一片片烟叶肥厚宽大， 一阵凉风吹
来，漫坡遍野碧波涌动；家庭农场里，一幅烤烟产业发展的蓝
图也正在慢慢绘就。

本报讯 （通讯员 沈莉）
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切实发
挥财政惠民资金效益， 白河
县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工
作。

统一“一个标准”。根据
省级文件精神，按照全县农
村土地确权面积、补贴资金
总量以及补贴系数测算，全
县 亩 补 贴 标 准 按 60 元 执
行 ,补贴资金必须全部直补
到户，确保广大农民直接受
益。

明确“两个严禁”。 严禁
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
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
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
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
以及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
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
地给予补贴； 严禁对种植苗
木、 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
及其他破坏耕作层植物的耕
地、 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新

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的耕
地及抛荒地、 撂荒地给予补
贴。

把握“三个严格”。 严格
把好数据关。 安排专职人员
实地逐户调查统计耕地面
积，核实耕地种植、质量等状
况，精准统计补贴面积，确保
数据准确性；严格资金发放。
通过财政惠民资金“一卡通”
发放资金， 确保补贴资金直
达农民手中，坚决杜绝骗取、
贪污、挤占、挪用等违规发放
问题发生；严格政策宣传。通
过张榜公示、 高素质农民培
训、印发惠农补贴明白纸，广
播电视流媒体等方式加强补
贴政策宣传力度， 做好相关
政策解释工作， 提高政策知
晓率。

据悉，该县 1355 万元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已全部
兑付到户， 有效调动了农民
群众自觉保护耕地、 提升地
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旬阳市神河镇丰家岭村五组的田
间地头，经常会有一个拿着手机拍照或者
唱歌的人，陌生人都会感到很好奇 ，但这
个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高素质农民陈先
双正在拍抖音、 发微信指导村民种养技
巧，他正用火热的激情点燃着整个村庄的
产业振兴之火。

丰家岭村距神河镇政府 4 公里，基础
条件优越，土地资源丰富，是全镇产业发
展的重点村。 2013 年春节前夕，在河南省

南阳市开办木材加工厂的陈先双回到家，
看见村子里因年轻人都出门打工，留守的
都是些老人和孩子， 连片的耕地大多撂
荒，冬日里更显得荒凉，与之前的满地庄
稼、遍山牛羊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心中不
禁酸涩，凭着自己对土地的热爱，毅然决
定放弃年收益达 50 万元的木材加工厂 ，
回到家乡开始了他的产业发展之路。

“要想富，先修路。 ”2013 年刚过完春
节，陈先双通过多次实地查看，积极与村

民协调沟通之后，便开始忙于产业路的建
设。 修路想着简单，实际上困难重重，钱是
大问题，陈先双便毫不犹豫出资 60 余万元
用于产业路建设。 在乡亲们的大力支持
下，一条长 8.8 公里、宽 3.5 米的产业路贯
通了 700 余亩的土地。 随后，他又动员 15
户村民购买了农用三轮车，彻底改变了种
地靠肩挑背扛的现状，全村 500 余人受益。
产业路的贯通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农户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荒芜的土地也变成了聚宝
盆。

2014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陈先双
又开始琢磨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让
留守的劳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
陈先双充分利用村里高山草场众多，饲草
资源丰富的资源禀赋，创办旬阳县先锋生
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建成市级标准
化养羊示范社。 经过多年努力，培育杂交
种羊 310 只，带动 46 户贫困户发展肉羊养
殖，创新“送羔还羊”扶贫模式，在全市得
到推广。 为了让更多的留守劳动力参与就
业，2019 年以来， 陈先双开始流转土地种
植烤烟，每年解决 50 人在园区务工，其中
残疾人 10 人，让剩余劳动力都有了经济来
源。 丰家岭村通过养殖与烟草两项主导产
业，实现了人均增收 800 元，为产业脱贫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5 年夏季，连阴雨导致该村主干路
严重水毁，烟农大量烟叶急需出售 ，陈先
双又一次出资 7000 多元，组织村民及时抢
修，解决了烟农的燃眉之急。 2016 年的夏
季，丰家岭村又遇上了百年大旱 ，很多水
井都干枯了，村里老人们只能步行一里多
路提水吃。 陈先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买

了一些水桶，每天开上三轮车，坚持为老
人们送水，直到旱情缓解，就这样坚持一
个多月。 2020 年疫情以来，陈先双更是积
极行动起来，不仅向镇政府捐赠一万元的
防疫物资， 还当起了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尽心尽力为乡亲们做好服务。

作为乡亲们产业发展的“领头雁”，陈
先双深知责任重大，平时的学习也从不停
歇。 他非常珍惜农业部门组织的每一次外
出培训，不断钻研业务，将所学的知识灵
活运用到实践中。 经常利用农闲时节，组
织乡亲们开展技术培训，用最通俗易懂的
语言把最实用的技术讲给乡亲们听、做给
乡亲们看。 2019 年、2020 年连续荣获安康
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教学竞赛二等奖，2022
年荣获高素质农民培育“名师名课 ”竞赛
优秀奖。 陈先双也被特聘为安康市高素质
农民教育培训市级师资库畜牧专业教师、
被旬阳市农业农村局特聘为合作社技术
辅导员、特聘农技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是陈先双的
座右铭。 他有着职业农民的勤劳、厚道和
智慧，更有共产党人的责任、胸怀和担当。
功夫不负有心人， 因为他的执着努力，旬
阳县先锋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7
年、2018 年分别被安康市农业局评为 “标
准化肉羊养殖场”“市级示范社”；2017 年、
2018 年被安康市残联评为“残疾人就业创
业基地”；2019 年被评为省级“残疾人创业
就业基地”。 陈先双个人分别被神河镇评
为“致富带头人”“优秀共产党员”，被旬阳
市扶贫局评为“优秀包帮干部”，被旬阳市
委农办表彰为旬阳市 “十佳职业农民 ”。
2022 年获得安康市 “优秀高素质农民”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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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雁 ” 引 领 前 行 路
通讯员 华荣群 赵苗

“下个月中旬猕猴桃就要开园采摘，眼
下是猕猴桃膨果的关键时期， 管护绝对不
能松懈，到时才能卖上好价钱……”。

“我已在猕园架设了喷淋设施，还对果
树进行了叶面施肥， 最近几天又在地里锄
了一遍草，一点马虎眼都没敢打！ ”

近日，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科技特派员
谢利华乘着早上的凉爽天气， 带上单位 3
位跟班的“徒弟”，驾车前往佐龙镇指导猕
猴桃种植户的秋管工作。

小车在 211 国道上行驶 30 多分后，又
转向驶入佐龙村一条蜿蜒的山路， 少时便
来到一片猕猴桃基地， 只见漫山遍野猕猴
桃挂满了藤蔓，团团簇簇十分喜人。

“这么热的天，又让你们跑一趟。 ”

“不客气，我这个特派员就是专门为你
们服务的……！ ”

一到地头， 园主袁华就和谢利华热情
打起了招呼。

顾不上喝口水， 谢利华就直奔园中察
看起果子的长势，两人边走边聊，热络的如
同一对亲兄弟。

袁华是岚皋县第一批建园种植猕猴桃
的产业大户。 2017 年，他投入 430 万元，从
村中 96 户人家手中流转山坡地 400 亩，成
立了新园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
启了自己的猕猴桃产业的创业之路。 自此，
他就和县农科中心的高级农艺师、 科技特
派员谢利华打上了交道。

2020 年， 袁华园中的部分猕猴桃初挂

果，然而售完果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一些果树
染上了可怕的溃疡病。 为了避免病害传播造
成全军“覆没”，他只好痛下杀手，对整片园子
里的猕猴桃砍伐后重新嫁接， 因此这片猕园
也就成了谢利华心中最重的牵挂。

只要有时间，谢利华不管袁华在不在家，
就会径直开车到园区来看一看， 有时还会和
县猕猴桃协会， 约上邀请来的省专家一同到
园区进行技术指导。 从施肥、防虫、剪枝、嫁
接，这几年谢利华都是主动上门技术服务，生
怕再出现一点闪失，直到新枝滕蔓满架，今年
重新挂果后，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今年我家的果子长得特别好，按照市
场行情，预计能产鲜果 3 万多公斤，收入 30
多万元。 ”袁华欣喜地说。

“袁总今年开始回收投资， 明后年口袋
就要鼓起来了！ ”

“早就盼着这一天呢！”袁华开心地回应
着，笑得一脸灿烂。

穿梭在园中，一行几人不时在挂满藤架
的猕猴桃前驻足停留，谢利华现场讲解秋管
知识、回答提问，袁华听得是津津有味。

走出猕园，年过半百的谢利华早已汗流
浃背。 他咕哩咕咚喝下一瓶矿泉水后，接着
又驾车驶向佐龙镇金珠村猕猴桃种植户张
玉虎的园中。

小车行驶在产业路上，望着眼前猕园丰
收在望的果子，谢利华感慨地说，下乡巡回
技术指导，虽然苦和累，但能让果农挣上钱，
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

本报讯 （通讯员 吴亚婷）
近期， 汉阴县猕猴桃长势喜
人，即将进入成熟时期，丰收
在望。 走进猕猴桃种植基地
里，放眼望去，一层层猕猴桃
架分布在各个山头， 整齐有
序。猕猴桃藤蔓爬满支架，叶
片郁郁葱葱，架子底下，密密
匝匝挂满了猕猴桃， 团团簇
簇，个个饱满鲜嫩，即将成熟
十分喜人。 工作人员正抓晴
好天气开展猕猴桃管护工
作，除草、剪枝、绑枝……一
派繁忙景象。

汉阴县地处亚热带 ，气
候温暖，森林茂密，非常适宜
猕猴桃生长， 土壤富含天然
硒元素，因此，生长出来的猕

猴桃色泽光亮、品质优良，而
且价格合理， 深受消费者青
睐。 目前， 全县发展猕猴桃
3.21 万亩，挂果面积 2000 余
亩， 预计可产出猕猴桃 800
吨。

近年来，汉阴坚持“一县
一业”主体定位，抢抓猕猴桃
产业发展机遇， 立足生态富
硒资源优势， 以打造富硒高
端果品为目标， 围绕 “两中
心、两基地”规划布局，高标
准建园，规范化管理，全产业
链发展， 初步形成了产供销
一体化的格局，科技、金融等
配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
县猕猴桃产业已进入发展快
车道。

在中国电信紫阳分公司由包联高滩镇
天桥村调整至界岭镇双泉村之后， 迅速落
实驻村人员，快速进村开展工作，通过 3 年
扎实有效地帮扶，“联” 出了村民的感情，
“联”出了和谐民风，“联”出了发展动力。

进村后，驻村人员很快发现，村级班子软
弱、人员不齐、各方面工作难以进展。 便和现
有班子充分沟通，迅速健全、调整了村两委班
子。 在驻村工作中，驻村工作队始终坚持工作
纪律，每天按时到岗，率先垂范凝聚人心，改
变了作风涣散的现象。 工作中积极为班子献
言献策，团结一致共谋发展，通过村组干部学
习培训、上党课、开展主题日活动，引导村两

委班子在开展工作中坚持高标杆定位、 高标
准落实，使村三套班子基本形成合力，干部素
质得到了大大提高，培养后备干部 3 人、入党
积极分子 5 人，现双泉村三套班子成员，除一
名委员在外务工，其余全部在岗，形成了一支
素质过硬的领导班子， 为后续双泉村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双泉村在中药材种养殖、 劳务输出有
自然条件和优势，2022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一起制定产业发展计划， 组织村民种植
大黄 200 亩、猪苓 100 亩、黄精 3 亩，试养蚯
蚓 8 亩。 2022 年集体经济组织抓示范种植
大豆 60 亩， 同时带动农户种植大豆 600 余

亩。 闲暇之余驻村工作队深入家庭，多频次
动员农户养猪、喂鸡、鼓励农户劳动增收，在
帮扶紫菱公司、家有合作社两家养殖大户的
基础上， 发展动员带动村民养猪 10 头以上
养殖大户 7 户，全村全年养猪 2000 头以上，
组织劳务输出 700 人次。

指导村级民主管理、监督、协商机制，加
强村务监督，深化新民风建设，动员农户种
花种草，全村无乱堆乱放的现象，做到了庭
院干净、整齐。 为了大力弘扬新民风，每年
举行多次新民风表彰活动、爱心超市积分活
动，通过树典型、促新风，2022 年一人获得
市级道德模范，今年又申报了多名省、市、县

级道德模范，年初双泉村还组织到县参加社
火文艺演出。 目前双泉村杜绝了乱办无事
酒现象，驻村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遇矛盾纠纷不回避，及时化解了数起
陈年矛盾纠纷，完善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培育了文明乡风。

3 年来，为村解决实际困难 15 件，总投
资 25 万余元， 在中药材产业园区修建了手
机塔，为双泉村搭建了数字平台，安装平安
乡村视频监控，改善了村级办公条件，为村
民产业发展购大豆种等，有效激发了群众致
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汉阴万亩猕猴桃
即将迎客采摘

8 月 18 日，在位于石泉
县云雾山镇云阳村的野生
淫羊藿林下繁育基地，一簇
簇淫羊藿长势良好，镇村干
部正忙着除草、管护。 为有
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云阳村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能人大户”的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种植林下野
生淫羊藿产业。 目前已建成
800 亩，预计 2024 年全面建
成 1500 亩规划面积， 每年
可提供淫羊藿种苗 180 万
株， 淫羊藿药材 10 万公斤
以上， 产值 350 余万元，为
群众提供就地就近务工岗
位 80 个。

孟少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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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及时兑付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联”出真感情 实干促振兴
通讯员 李晓杉

谢 利 华 的 牵 挂
通讯员 张天兵 杨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