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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至 2 日，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组导演敦康、央
视农业节目制片人孙海涛一行来宁陕现场拍摄地方美食，全方位展现
宁陕特色美食———神仙豆腐。

央视摄制组一行四人，先后走进宁陕县梅子镇、皇冠镇、渔湾逸
谷、十八丈瀑布、平河梁大草甸等民宿、景点，拍摄宁陕的自然生态美
景、地方美食、人文风情。 同时以摄影家为主线展开系列情节，将镜头
聚焦宁陕的神仙豆腐，从采摘原料到制作过程再到制作美食，他们详
细拍摄制作全过程，不仅展现了神仙豆腐独特魅力，也深入挖掘了宁
陕特色美食背后的故事。

制作“神仙豆腐”的主人公叫任斌，家住宁陕县梅子镇安平村。 初
中毕业后，17 岁的任斌在外学过美发开店创业，也干过服装生意。 父
母的召唤和对故土的眷恋，让他放弃相对稳定的生意，于 2017 年毅然
决然地回到了家乡。

“安康农管所包挂我们村科普宣传，讲述制作‘神仙豆腐’的原材
料六道木适宜这里规模种植。 ”任斌说，通过自学和外出考察，他在自
家承包地种了 10 亩六道木。 后来，任斌又到重庆奉节学习制作神仙豆
腐技艺，结合本地特色，让产品一路畅销。

尝到甜头的任斌，将种植规模扩大到 20 亩。 “最好的时候，一年卖
了十几万元，忙的时候，请 20 个人来除草、摘叶子。 ”除了制作售卖新
鲜的神仙豆腐外，任斌还将六道木鲜叶子晒干，卖到了临近的市县。

在保持种植面积、加强科学管护、提升神仙豆腐的同时，任斌将神
仙豆腐作为自家民宿的招牌菜，成了客人必点的佳肴。 “除了自己产销
一部分， 隔天就往宁陕县城菜市场送一趟神仙豆腐， 每次能卖 600
元。 ”任斌高兴地说。

“我想先把民宿办好，还想规模种植，发动村民把坡地、边角地都
种上六道木，再办个小型加工厂，把叶子收来，加工成干粉，让六道木
变成大家的摇钱树。 ”任斌对下一步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来，宁陕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林业兴县”发展路径，
立足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同时，围绕“秦岭瑰宝、
宁陕山珍”品牌和特色农业产业，先后认证了“宁陕香菇”“宁陕天麻”
“宁陕猪苓”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创建了 2 个省级品牌，培育
了 2 个绿色、8 个“无公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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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 ”岚皋县蔺河镇新建村在这样如诗如画的晨曦中缓
缓拉开帷幕。 一座座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在薄雾中若
隐若现，一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盘绕在岚河边新建村家
家户户，道路两旁绿树摇曳。 此时此刻让人仿佛置身于
一幅“脚下是田园，鼻尖是清香”的水墨画中。

9 月 8 日白露时节， 正值烟叶采收烘烤的关键时
期， 在新建村三组周家堡烤烟种植家庭农场烟田里，随
处可见忙于采收的烟农，他们抢抓时节，采摘、搬运、编
竿、烘烤，到处弥漫着金叶的芳香……

奋斗的人生最幸福，也最精彩。 陕西省高级新型职
业农民、48 岁的场主陈界明早上 5 点就开始了忙碌的
一天。 “今年种植烤烟 100 亩，产量约 1.8 万公斤，产值
大概 50 万元。 ”他擦了擦汗水，笑盈盈地说，这几年没有
外出打工在家种植烤烟，对比下来还是种烟划算。 种植
烤烟 2 年多的陈界明表示， 今年由于田间管理比较到
位，目前烟叶长势喜人，品相、均衡度都比去年有较大提
高。

陈界明是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人，去年 1 月在蔺河
镇新建村流转了 100 多亩闲置土地种植烤烟，并成立周
家堡烤烟种植家庭农场。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但这
难不倒勤劳的陈界明。没经验、没技术，陈界明就诚恳地
向身边的烟农、烟技员学习。别人开工，陈界明就跟着去
烟田主动帮忙干活，一个环节也不偷懒，不懂就问、不会
就学。 有培训会、技术员入村指导，陈界明都主动参加，
积极请教。

自从种烟后，陈界明就没了闲，从冬天深耕翻犁开
始，到最后分级交售，一项赶着一项，从冬天一直忙到第
二年九月底。

“我不怕苦也不怕累。 ” 望着刚刚烘烤出的 “黄金
叶”， 陈界明眯着眼睛笑道，“种烟是我们一家人吃饭的
碗，得好好端着。 ”

作为一名“新农人”，陈界明对烟叶种植有自己的理
解，他坚信只有科学种烟和精细管理才能有好的收益。

从周家堡烤烟种植家庭农场烘烤厂区出来没走多
远，道路两侧绵延的烟田映入眼帘，一半仍是碧绿的翠
色，另一半已采收完毕，只剩高耸的茎秆。从十里八乡赶
来务工的村民们，穿梭在一人多高的烟株间；小货车满

载烟叶驶向晾房……在青山绿水环抱中格外亮眼，七八
个村民穿梭在烟田间忙着打烟花、采烟叶，一捆一捆扎
好搬运装车拉往烤烟房。

一片“黄金叶”拓宽“致富路”。 小小的烟叶不仅成了
陈界明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也拓宽了周边群众的
增收渠道。 “每天管吃饭，一天有 100 多元收入，一个月
能挣三千多元，还能就近照顾家庭。 ”谈起现在的生活，
新建村 38 岁的村民康自森笑得合不拢嘴。

烤烟作为一种短期经济作物，务工需求量大，新建
村自发展烤烟产业以来，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有效
解决了本村及周边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让他们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烟田”变“钱田”,像康自森这样的
烟田务工村民只是岚皋县一个生动缩影。

有这样的经济收入，陈界明最感激的就是自己组织
的“工人亲友团”。 种烟还得管工好，陈界明请村里的乡
亲们帮他干活，包吃包接送，光是工人费就是好几十万。
对此陈界明道出自己的想法：“烟是三分种七分管，我的
烟要管理本来就要请工人， 请别人不如请村里的乡亲
们，我的烟种好了，他们也有了相对稳定的一份收入。 ”

从一粒粒微小的种子，到一颗颗茁壮的烟株，再到
晾房里一排排柔软油润的金叶子，不仅凝聚着陈界明两
年多的经验智慧，也凝聚着烟农们日夜辛劳的汗水。 从
在外打工到回乡创业，陈界明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
的乡村“新农人”道路，让自己从“会种烟”转变到“慧种
烟”，给农村发展带来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真正从
“新农人”走向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通过自身拼搏
努力富了村民、美了家乡。

“种烟政策一年比一年好，经济收入有了保证，在家
门口种烟不仅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能和乡亲们
一道勤劳致富。 家乡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我希望更多的
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留在家乡。 现在我有了一定经验，
作为一名党员，想带领家乡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帮助大
家共同致富。 ”谈及未来，陈界明信心满满。

陈界明的经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新农人”的坚韧
和不拔、奋斗与不屈，在美丽乡村，他们正迎着朝阳，脚
踏实地打拼属于自己、 属于家人和家乡的幸福生活，一
幅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正徐徐展
开。

“马书记，您是我们遇见最好的书记，也是
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朋友……”， 这是旬阳市
关口镇大庙村里一群烂漫天真的儿童，用粉笔
在村委会的通告板上写下的心里话。这个异地
异乡驻村帮扶的“陌生人”，用实际行动变成了
村民热爱和孩子们喜欢的“知心人”。

2021 年 8 月，按照轮换工作要求，旬阳市
道路运输服务中心马洪波主动申请驻村帮扶，
被选派为关口镇大庙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自驻村以来，“马书记”不负组织重托，把道路
运输服务中心根植于心的“为人民群众提供高
质量运输服务”宗旨带到了村上，在主管局和
派出单位的倾力支持下，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实
事、办实事。两年来，与村两委一起排查解决突

出矛盾问题 11 起，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23
件，先后争取帮扶资金 87.5 万元，修复水毁道
路 5 公里，修建便民桥 1 座，重新装修改善村
委会宿办条件，安装 39 盏路灯……。 他用一件
件真真实实的好事，温暖着大庙村的每一位村
民。

秋日向来好，大庙村秋日的田间地头更是
硕果累累，2052 名群众委托大庙村支部书记等
一行将浓缩全村群众浓浓爱意的两面锦旗分
别送给包联单位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和他们敬
爱的“马书记”本人。 大爱无疆，心系群众，新一
轮的驻村轮换马洪波继续坚守岗位， 选择留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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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走进宁陕拍摄““神神仙仙豆豆腐腐””

一块煤的产业链可以有多长？一辆汽车能
带动几条产业链？一颗苹果的产业链该如何延
伸?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连日来走访了陕西省
数十个在建重点项目，从产业链中深切感受到
经济发展的强劲脉动。为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
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陕西各地聚焦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在链上发力，推进产业链强筋壮
骨，不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区的上海
创力榆林煤机装备制造一期项目厂房，一台结
构紧凑、黄黑相间的悬臂式掘进机格外引人注
目。

“这台悬臂式掘进机整机可配置智能化系
统，实现整机自动定位，具备自主导航、自动截
割、自动监控及远程控制等智能化功能。 ”上海
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陕西
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企业之所以选择
在榆林市落地， 主要是看中陕西及周边的山
西、内蒙古等地对煤矿智能生产装备的巨大需
求。

上海创力榆林煤机装备制造一期项目，是
榆林市市级产业链———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产
业链的延链、补链项目，投产后将助推区域煤
矿工业高质量发展。

以链布局、因链集聚，是陕西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近年来，陕西
在推动有色、冶金、食品、纺织、建筑等传统产
业“老树发新枝”的同时，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向
集群化跃进，以“链长制”为抓手推动重点产业
链发展，加快建设先进制造、现代能源、文化旅
游、战略性新兴产业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目
前，全省 31 条工业产业链、9 条农业产业链、8
条文旅产业链和 8 条服务业产业链正向纵深
推进。

汽车产业是陕西重点打造的支柱产业之
一。位于西安高新区集贤产业园的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扩产项目， 预计 2024 年全面竣

工，作为陕西省省级产业链———乘用车（新能
源）产业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 60 万套， 将有效助力西安成为集汽
车研发、生产制造、零部件制造等为一体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通过传统产业升链、优势产业延链、短板
产业补链、新兴产业建链，陕西所做的链文章
不仅在能源、汽车等行业势头已起，还带动土
特产产业链不断延伸，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延安市洛川县是苹果生产大县，全县 95%
的农民从事苹果生产，去年全县 89%的果农户
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 在洛川县苹果产业集群
一期项目现场， 记者看到工程项目正火热建
设，这是陕西省级苹果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项
目，涵盖苹果种植、采收、加工、销售等产业链
条。

近年来，当地聚焦产业所需抓项目，围绕
苹果产业构建了科技研发链、 矮化密植链、冷
库仓储链、智能分选链、加工制造链、冷链物流
链 6 条链，让“小苹果”全面融入县域经济发展
的“大合唱”中。

洛川县委书记张继东说：“这 6 条链使洛
川苹果产业体系实现了现代化的重塑与再造，
初步具备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特征和
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要求，也加速了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

在链上发力，不仅有利于把实体经济做实
做强做优，还可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商洛
市丹凤葡萄酒产业园项目建成后，通过“公司+
农户+基地”模式，可直接带动 2000 余人增收；
安康市石泉县草池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投入运
营后，可带动约 500 人就业；宝鸡市万全国际
先进钛及钛合金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22 亿元，带动就业约
500 人……

为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陕西许多地方结合重点产业链群绘制产业
图谱，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不断提升重点产业链群综合竞争力。

听，产业链中的发展脉动
新华社记者 贺占军 郑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