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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汉阴县平梁镇人大代表在发展
乡村“庭院经济”工作中，采取“三主动”的履职
方式，鼓励群众盘活房前屋后闲置资源，因地制
宜种植经济果树、绿色有机蔬菜、畜禽养殖等特
色产业，同心同向同力建设文明新乡村。

主动带头。 在 316 国道沿线 9 个村，人大代
表带头培育 56 户示范户，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带头建设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小作坊、
小圈舍，在房前庭院种植覆盆子、小白菜等绿色
有机蔬菜，养殖土鸡等畜禽，在扮靓人居环境的
同时也让自身的钱袋子鼓起来。 同时在石门寺、
清河、安合、蔡家河等村，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开
展十星级文明户和美丽庭院评比活动， 进一步
调动广大农户参与发展庭院经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让庭院微经济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
春水”，为打造宜居宜业乡村贡献人大力量。

主动宣传。 在长坝村、界牌村，代表们走进
群众家中，宣传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庭院经济部
署要求、政策标准，“零距离”与群众敞开心扉、
唠家常、说政策、讲道理、算清账，鼓励群众盘活

房前屋后闲置资源，因地制宜种植经济果树、绿
色有机蔬菜、宜赏宜商花卉盆景等。 同时镇农业
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群众家中庭院一线
教学种植养殖技术，全力服务庭院经济的发展。
截至目前，共开展技术指导 5 次，服务群众 220
余人次。

主动监督。 在义河村、新河村、二郎村，代表
们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走进“庭院农家乐”“庭院
大棚”，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积
极作为、努力解决，为民排忧解难。 同时走访入
户，听取民意，该镇各级人大代表共计走访基层
群众 200 余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80 余条，并
将这些意见建成台账，反映给相关职能站所。

庭院虽小，大有作为。 平梁镇人大将继续发
挥来自群众、扎根群众的自身资源优势和特点，
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以农民增收为目
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继续动员更多农户利
用房前屋后庭院这块“方寸地”，做活增收“大文
章”。

1974 年出生于旬阳市棕溪镇瓦房村
六组的莫振宇，1993 年中学毕业后就外出
创业。 2009 年成立陕西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主要承建高速高铁工程，是众多外出
创业者当中通过白手起家、勤奋实干而有
所成就的典型代表。

2019 年，莫振宇加入“归雁”队伍返乡
创业，本着强村富民、产业兴村的愿望，成
立了宇振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靠
当地老牌蚕桑产业基地及当地广阔的土
地资源、优良的气候环境和富余的劳动力
资源，着力打造集栽桑养蚕、蚕茧加工、桑
旅融合多元化发展的产业园区。 为了能学
到更多技术，他参加了旬阳市组织的高素
质农民培训班，系统学习蚕桑养殖、烟草
种植等技术，2021 年被认定为中级职业农
民。

莫振宇回到家乡发展产业，最大的困
难便是交通不便， 于是出资打通本地长
2500 米，宽 3.5 米的产业路 ，通过流转土
地自建和带动周边群众建设 300 余亩粮
桑间作桑园， 建成 1500 平方米标准化蚕

室，引进轨道养蚕和自动上蔟设备，全年
多批次养蚕 110 张， 生产蚕茧 5500 公斤，
蚕桑综合产值达 150 余万元，产业发展辐
射带动 32 户农户年增收 2000 元以上。 近
年来，合作社先后向社员分红 10 余万元。

在蚕桑合作社发展历程中，他总结探
索出了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桑园基地规
模化。 连片发展粮桑间作桑园 300 亩，按
照技术规范要求栽培管理，实现快速达产
达效。 养蚕设备工厂化。 先后配备自动温
控调节、小蚕共育室、大蚕轨道养蚕、自动
上蔟等先进生产设备， 不断提高劳动效
益。 发展业态新型化。 为破除蚕桑产业一
直徘徊在“高潮撵，低潮砍”的发展怪圈。
合作社一是建成集吃住游于一体的农旅
基地，成功开发桑茶、桑果、桑菜肴等系列
产品，提高桑树产品附加值。 与此同时，开
展社校合作培训教研，打造蚕桑产业教育
园区，以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填补学生实践
教育短板，让学生走进田间基地、生产工
厂， 从实践课堂获得丰富的农业知识，提
高学生对农业科技的认同度。 利益联盟共

享化。 合作社依托资金技术和规模经营优
势，按照“合作社+农户”的共赢发展理念，
组织附近村民以土地流转、 劳务入股、收
入分红等方式入社，通过资源共享 、抱团
发展， 把村民镶嵌在蚕桑产业发展链条
上， 几年来共带动 30 余户 70 余人实现增
产增收。

他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各级认可 ，
2022 年合作社被授予“安康市蚕桑示范基
地”， 被表彰为安康市蚕桑产业优秀经营
主体，由他领办的家庭农场被陕西省烟草
专卖局评为“五好家庭农场”，他本人也被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授予“十大养蚕状元”。
展望未来，莫振宇信心满满：“我还要引进
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 扩大养蚕规模，
把更多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致富，为乡村
振兴贡献我的力量”。

位于岚皋县四季镇杨家院子旅游景区的入口处， 有家名
为三彩阁的农家乐，辣子鸡便是这里的招牌菜。

这天，老板王三翠（网名三翠姐）起了个大早，在农家后院
挑选了一只冠子鲜红、 眼睛炯炯有神的鸡， 说要给大家露一
手，尝尝她的手艺。

“挑选七八个月的鸡口感最好，肉质滑嫩鲜香、不老不柴。
处理鸡的时候，要仔细拔毛，水温 70-80 摄氏度刚刚好。 ”做
了 20 多年辣子鸡的三翠姐，对这道菜烹制的每一个环节都严
谨对待。

如果温度过高，会导致鸡的皮孔迅速收缩，从而使得鸡毛
紧紧附着在鸡皮之上，加大拔毛难度，但水温过低，鸡毛同样
很难拔掉，对于细小的绒毛，三翠姐则使用喷枪仔细处理。

说话行事都雷厉风行的三翠姐，杀鸡、拔毛、破肚、清洗、
切块一气呵成。 三翠姐将本地新鲜青红椒切丝、干辣椒切段，
再备以高度白酒、大葱、生姜、花椒、大蒜、草果、白芷、细辛等
多种佐料，准备工作便已完成。

传统农村做饭大多使用柴火灶，火焰与锅的接触面积大，
热量在锅内散发得非常均匀，会使烹饪的佳肴更加鲜美。三彩
阁也坚持使用柴火灶，灶内柴火熊熊燃烧，锅热放油，烧热至
八成，倒入未经焯水的鸡块，加入适量食盐进行调味，接着放
入花椒、白芷、细辛、干辣椒段等进行翻炒，倒入高度白酒，大
火爆炒，佐以老抽上色，加水，中小火焖制半小时便可起锅。

三翠姐盛起焖好的鸡块，随即另起锅烧油，下入提前备好
的青红辣椒，炒出辣味，加入刚刚焖好的鸡块和蒜头，继续翻
炒。 “喜欢吃干的，就是那种干辣子鸡，喜欢吃汤的，就是我现
在炒的这种，可以泡锅巴、泡米饭，特别好吃。”不多会儿，冒着
热气、 香味四溢的辣子鸡便被三翠姐端上餐桌， 几人围坐一
起，说说笑笑，喂饱了口腹，滋养了情感……

“我奶奶做菜做得非常好，在以前算得上是名厨，那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佐料，她都把鸡做得这么好。 ”三翠姐与辣子鸡
的缘分始于儿时，只可惜那时年纪尚小，并未习得烹饪手艺。

“炒菜哦，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三翠姐所言，万事有
心，人间有味，她也正是怀着对奶奶的思念，对美食的热忱，将
好心情寄托于食物之中，不断地修炼烹饪技术。

如今， 三翠姐已经名扬省内外， 各类烹饪比赛也屡拔头
筹，她所烹制的辣子鸡更是获得了“安康味道”名菜认定。与此
同时，三彩阁的生意也日益火爆，最高峰一天能接待食客 800
余人。

“岚皋辣子鸡，有了汤汁的加持，辣味温和敦厚，就像是我
们温和又热情的待客之道，这大概就是岚皋味道吧！ ”三翠姐
如是说。

今年最后一季蚕茧收购已经拉开序幕。 一大早，石泉县
中池镇社区工厂收购站人头攒动，装满蚕茧的三轮车、小货
车停满了整个广场。 接到消息从各村、社区赶来的蚕农，正
忙着将蚕茧卸下来，一袋袋色泽洁白、圆润饱满的蚕茧倾泻
而出。 经过工作人员的评级、定价、称重、结算，白花花的茧
袋子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红票子， 蚕农们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我早上 9 点就从民主村赶过来了，晚秋蚕我养了一张
半，收了 148 斤。 ”中池镇民主村的周玉根高兴地说，“前一
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桑叶不太好，我一直担心会影响到蚕茧
的质量， 刚刚经过验收， 这一批质量还是不错， 卖了 3937
元，这个价钱我很满意。 ”

“这次秋茧收购价为 26.5 元一斤，和去年比起来，今年
秋茧价格上涨了一块多。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了 2.6 万斤
茧子，预计支付蚕农 68.9 万元。 接下来一个周，我们会在这
里继续收购蚕茧。 ”收购站负责人陈敬山介绍说。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为了推动全镇蚕桑产
业的发展，鼓励蚕农“多养”“优养”，中池镇大力宣传蚕桑产
业奖扶政策，动员蚕农从正规渠道销售蚕茧，通过发放蚕农
服务卡在溯源系统中登记蚕农信息， 确保蚕农能够享受到
35 元一张的蚕种、 一元一斤的优质蚕茧奖补等一系列奖扶
政策。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中池镇自然条件优越，种植
有大片桑园，蚕桑资源十分丰富，因此，蚕桑产业一直是中
池镇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 中池镇将继续扩大养蚕规模，提
升蚕茧质量，深化蚕桑产业发展，做优中池特色蚕桑产业，
推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晚秋时节，走进白河县茅坪镇田湾村，
微风习来，心旷神怡。 所到之处，满眼翠绿，
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掩映在树丛中， 社区
广场上老人惬意地晒着太阳， 小孩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玩耍……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
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让人眼前一亮。

脱贫攻坚的“春风 ”吹来 ，让田湾小山
村“旧貌换新颜”，为了让乡亲们过上更富
裕的生活，乡村振兴伊始，镇村两级找到了
一条更适合田湾村发展的路子。 曾经的田
湾村，交通不便，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
到如今硬化路宽阔平坦，小洋楼鳞次栉比。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闲暇时候还可以跳个
广场舞，挺舒坦。 ”今年 70 多岁的胡奶奶高
兴地说。

近年来，田湾村从难点入手，向短板发
力，通过实行党员干部包片责任制，发动群
众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整改问题厕所 6
户，硬化道路 4.5 公里，安装道沿栅栏 200
米，栽植各种绿化树 60 余棵，绘制各类墙体
宣传画 327 平方米等。 全村共设置垃圾屋 7
处，垃圾箱 20 个，保洁员 7 名，每月定期开
展一次村组干部和所有公益岗参与的卫生
大清扫，垃圾集中运输，保持村内环境卫生
整洁。 完成了 9 组至 12 组的人居环境提升
项目，清理路边杂草，引导群众“扫干净、摆
整齐、清於污”。 拆除影响环境的圈厕 8 处，
完成了 9 组居民点的人居环境提升项目，为
群众建设了集中晾晒区， 完成了田湾村 11
组 3.5 公里产业路修复工程，促进了村内农

业产业发展。
青山掩映，碧水环绕，富有特色的风味

农家乐， 神秘幽静的五龙尖……田湾村的
乡村图景， 满足了不少城里人对田园闲适
生活的想象。 “厌倦了城市的车水马龙，喜
欢骑行的驴友，来到田湾村感觉到了‘世外
桃源’。 ”来自白河一中的陈绪生老师说到。
田湾村柳林鱼庄的豉香中华鲟、 农家闷土
鸡……一道道农家味道让人流连忘返 ，引
得游客赞不绝口!

近年来，田湾村在打造和美乡村的同时，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按照“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模式，依托五峰茶叶产业资源，以
茶叶专业合作社为主的 3 个专业合作社，带
动群众发展产业，实现稳定增收。五峰生态茶

园专业合作社，带动 60 户群众发展茶叶种植
总面积 4000 余亩，年可生产茶叶 6 吨。 合作
社通过流转土地，吸纳务工、反包倒租、收鲜
叶等方式带动群众平均每户增加收入 3000
元以上。 园区还被申报为中小学生实践教学
基地，通过对园区的改造提升，向农旅融合发
展转型，目前已取得成效；白河县程记养蜂专
业合作社、田湾阳荷种植专业合作社、余加坤
养猪合作社等 3 个合作社带动群众 89 户，通
过发展阳荷姜、养猪、养蜂、养牛、养羊等产业
实现增收，每年每户增收 2000 元以上；发展
集体经济， 按程序将集体经济资金分别注入
本村龙头企业五峰茶叶有限公司 180 万元和
本镇经济联合总社 50 万元， 每年取得 6%的
固定收益； 通过苏陕协作工程引入的毛绒玩
具分厂，解决就业岗位 20 个。

“以庭院经济为抓手，田湾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成立产前指导、产中技术服务、产后
销售服务三支队伍，将农户的农副产品进行
整合、注册‘田湾土货’商标进行出售，保证
农户收益，也可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 ”白
河县茅坪镇田湾村党支部书记陈绪虎说。

寻味岚皋辣子鸡
通讯员 马安妮 唐士凯

莫振宇：“归雁”变身“领头雁”
通讯员 华荣群 孔祥江

和美乡村入画来
通讯员 赵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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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庭院开出“致富花”
通讯员 胡小波

紫阳县双安镇曾经主要以传统农
业分散化种植为主， 农民除了种地以
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只能外出务工，
农村逐渐空心化……在新时代，“农业
重镇”如何获取新机遇？ 双安镇将题点
在“硒”上。

经检测， 该镇富硒土壤含硒量平
均为 16.515ppm，发展富硒产业禀赋突
出。 为了打好“富硒牌”，近年来，该镇
立足资源优势， 把富硒产业作为乡村
产业振兴重要抓手， 通过深挖资源优
势，探索转化路径，在发展富硒小镇 、
壮大富硒产业基地、 推广富硒品牌等
方面做活“硒文章”，在“硒”望的田野
上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美丽图景。

“守着这么好的硒资源，大家干劲
十足。 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提高黄桃产
量，提升富硒黄桃品质，把富硒黄桃品
牌做大做强。 ”紫阳县宏锦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太军说。

走进紫阳县双安镇白马村， 桃农
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成熟的黄桃 ，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紫阳县宏锦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太军介
绍，黄桃产业园总面积 550 余亩，引种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精心培育
的中蟠 11 号 、17 号 、21 号等优良品
种，栽植于富硒地白马石，年产量可达
120 吨 ，除去成本开支 ，年纯收入 150
余万元，未来前景可观。 黄桃基地临江
而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这里结出
的黄桃个大、肉脆、味甜。 近年来，村民
们逐渐掌握了黄桃种植管理和采摘技
术， 黄桃质量不断上升， 收益逐年提
高。 双安镇党委政府积极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服务和保障， 在桃源
硒谷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富硒黄桃种植、管护、采摘、销售过
程中，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法律咨询，预防经营风险，妥善化解
项目建设周边邻里界畔纠纷，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闹河村因地势、气候
等因素， 在种养殖产业发展上不占优势， 但村里的山泉水丰
富。 镇村两级经多方考察后，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企业在闹河
村建厂生产富硒矿泉水， 将本村山泉水优势资源转化为富民
资本，做起了“水文章”。

闹河村位于秦巴腹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天然
健康水质。 经检测，闹河村的山泉水中，硒含量达到了国家矿
泉水标准（每升含硒 10-50 ug/L），同时也含有锶、偏硅酸等
其他矿物质成分，含量大且稳定，而且其他元素含量均符合国
家饮用水限量要求，为优质矿泉水。 2021 年双安镇利用闹河
村富硒山泉水资源这一巨大优势， 通过招商引资与安康仁泰
集团开展合作，邀请企业前往闹河村考察富硒矿泉水项目，由
于水源地水质优良，营商环境优越，让投资企业有了极大的信
心，于是确定投资开发利用这一美好资源，建立紫阳县仁泰富
硒矿泉水厂。 据企业负责人徐哲敏介绍，该厂总占地面积 30
余亩，投资 1.12 亿元，计划 2024 年 6 月正式投产，企业正式
投产后，每年可生产 2 万吨水，年收入可达 2000 余万元，稳定
带动周边群众 30 余人务工就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为实现品牌强农，双安
镇坚持“一村一品”，推行“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发展战
略，通过品牌培育、宣传、推介等方式，做大做强富硒产品品
牌。目前，该镇已有富硒大米、富硒黄桃、富硒泉水等富硒产品
品牌，富硒产业逐渐成为该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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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六月至九月，是荷花盛开的季节。连日来，
汉阴县双河口镇龙垭村果蔬产业园的荷花已经盛开，与
周围的美景遥相呼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花赏景。

说起产业园建设，该村惠民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盛良超异常兴奋。“该项目是在苏陕协作的大背景下，推
动易地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的产物。 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90 万元，已建成观光采摘园、农业产业园、研学基地、农
耕文化体验园等。目前，来此地的游客越来越多，有望实
现年产值 60 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280 多个。 ”

近年来，借助苏陕协作发展的东
风，该镇积极争取项目支持，目前已
累计投入苏陕资金 1400 余万元，先
后建成富硒农产品基地、社区工厂标
准化厂房、区域猕猴桃气调库、金银
花种植产业园、果蔬园及三产融合示
范村特色产业提升等项目，项目的建
成使当地群众向上的内生动力被彻
底点燃，越来越多的人在致富路上行
稳致远。

无独有偶，在该镇凤柳村区域气
调库， 工人们正在将果蔬品过磅、分
级、装袋、搬运、存储……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

“我们在这里打工 ，80 块钱一
天，收入还可以。 ”正在基地忙碌的村
民吴善雨高兴地说。

“今年初， 依托苏陕协作扶持建
起的气调库，我们招商引进了安康惠
康源实业有限公司，建成了农副产品

冷链物流基地。基地的建成不仅让入驻企业的农副产品
快捷进入市场，打通农副产品流通‘最初一公里’，还让
当地村民的农副产品搭乘快车，驶出大山。”该基地负责
人白自军介绍。

据悉，该镇不断强化苏陕协作项目绩效管理，主动
发挥项目资产的联农益农效用。 目前，已招商引进安康
惠康源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汉匠原木家具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入驻，直接带动周边 140 余户农户就近就便务工
增收。

苏陕协作共绘发展新图景
通讯员 谢传友 刘娴

风景如画的果蔬产业园区。当地群众在冷链物流基地分装果蔬产品。

果蔬产业园内荷花盛开。

喂养小蚕的莫振宇。

王三翠烹制的辣子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