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3 年 10 月 30 日 责任编辑 罗伟 邮箱 ａｋｊｊｔｋ @１６３．ｃｏｍ 热线电话 0915-3268512

总第884期

经济特刊

金秋已至，稻香果甜、虾肥蟹美，正
是丰收的好时节。眼下，汉阴县平梁镇清
河村养殖的 28 亩澳洲淡水龙虾也迎来
了丰收。

走进清河村龙虾养殖基地， 陕西远
方诗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邱冠嘉正
在捕捞鲜活的澳洲淡水龙虾。 捕捞上来
的龙虾，个个比成人的手掌还长，披着青
蓝相间的“盔甲”，高高举起一对大钳子，
摆出一副攻击的姿态， 显得十分生猛。
“我们这个澳洲淡水龙虾个头比一般小
龙虾个头大、肉质鲜，目前每只重量在 1
两到 2 两左右， 出肉率是普通小龙虾的
6 倍。 ”邱冠嘉一边捞虾一边自信满满地
说道，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从澳洲到汉阴的小山村，如今，在山
坳坳里实现“澳龙自由”成为现实。 澳洲
龙虾何以跨越万里、扎根异乡？故事还要
从今年 6 月份开始说起。

“今年 6 月份，我们得知陕西远方诗
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意欲在汉阴县成立
一个养殖基地，便积极与该公司对接，邀
请他们到清河村进行考察。 通过考察发
现清河村水质良好，非常适合澳洲龙虾、
澳洲鲈鱼、 台湾金草鱼等淡水产品的养
殖需求， 而且我们这个基地原来是大闸
蟹的养殖基地， 经过简单的改造之后就
可以立即投入生产， 既节约成本又节约
时间。同时，这也和清河村壮大村集体经
济，增加集体收入，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的

意图相契合， 因此在今年 6 月份双方签
订了合作协议，该公司正式落地清河。 ”
清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黄纯田介绍道。

说话的工夫 ，200 余斤澳洲淡水龙
虾已经分框装好， 等待即将到来的货车
运往销售市场。 “我们主要卖到成都、重
庆、西安等地，目前韩国、越南的客户也
有找我们订购。从 8 月份开始卖，一直到
现在，真的是供不应求。 ”邱冠嘉兴奋地
说。

好水出好虾，一只只小虾苗投下去，
一筐又一筐的大龙虾长出来。 由于清河
村水质条件优越，管理得当，第一年养殖

就取得了成功，亩产可达到 800 到 1000
斤，实现产值 10 万元左右。

今年陕西远方诗境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清河村的 28 亩澳洲淡水龙虾养殖
基地，共产销售龙虾一万余斤，实现营收
100 余万元。 明年该公司计划轮番套养
澳洲鲈鱼、台湾金草鱼等名贵水产品，提
高基地利用率，促进整体增收。 同时，也
将进一步探索“稻虾种养”模式，充分挖
掘该镇水稻资源，将澳洲龙虾投放稻田，
形成优势互补的生物链条， 力争实现一
地双丰收，助力村民增收。

深秋时节，天阔云高。 驱车走进岚皋
县各个村落， 蜿蜒的村道向大山深处蔓
延，路边的树木成行成列，农家小院干净
整洁，各种植被披上彩妆，层林尽染，文明
乡风扑面而来。

2022 年， 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房屋改造项目上，面对农户资金不足的现
实困难，岚皋巴隆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积
极响应岚皋县“万企兴万村”行动，对接生
产厂家， 将采购成本降低 20%， 集中为
500 户农户供应房屋改造材料 400 余万
元，为农户节省成本 80 余万元。

这只是岚皋县有效开展 “万企兴万
村”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紧扣巩
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求，对
标全省一流、全国上游的定位 ，坚持 “四
抓”协同、“五促”带动，探索推行“345”工
作法，发动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投身乡村
振兴，借助企业资源优势，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引领村企连心共赢，激活乡村内生
动力，引领小山村“蝶变”，为乡村振兴蓄
势添能。

高位推动，抓好开篇布局

“要准确把握‘万企兴万村’行动方法
路径，聚焦助力壮大农村产业、扩大就业
和人才培育、消费帮扶和销售带动、乡村
建设、对口帮扶，全面推动‘万企兴万村’
行动见行见效。 ”今年 9 月 8 日的岚皋县
“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指出。

万企兴万村，政府主导是前提。自“万
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来，岚皋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将该项行动纳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总
体部署、一体推进。专门成立了“万企兴万
村”领导小组，从政策制定、协调指导、工
作推进、 监督考核等方面实现全过程指
导、全链条跟踪、全方位服务，有力有效保
障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精准部署， 发挥各成员单位优势，完
善政策体系，以行动赋能增效。 该县秉承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理念，坚持“互惠互

利双赢”原则，按照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
及时制定印发《岚皋县万企兴万村行动方
案》《岚皋县万企兴万村行动村企结对帮
扶计划》等文件，建立完善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精准帮扶措施等工
作机制，将“万企兴万村”工作纳入年度重
点目标任务、重点推进，为“万企兴万村”
行动落实落地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
线图”，增强服务效能，推进行动不断向纵
深发展、取得实效。

“万企兴万村”行动需要政策支持，岚
皋县先后制定出台《岚皋县人才引进培养
管理办法 （暂行）》《岚皋县促进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奖励扶持暂行办法》《岚皋县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奖励扶持办法
（暂行）》《岚皋县招商引资奖励扶持办法
（暂行）》等系列优惠政策措施，通过完善
系列配套政策和服务体系，以实打实的政
策举措让民营企业安心发展， 做大做强，
更广泛地参与“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行
动，更好地服务社会。

“四抓”协同，强化示范引领

村企结对实现农民、 农村全面振兴，
关键是要形成长期的、可形成闭环的机制
和制度， 发展契合每一个村特色的产业，
才能有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
中，岚皋县探索实施抓项目培育、抓调查
研究、抓精准服务、抓创新培育“四抓”协
同机制，强化示范引领，有效助推“万企兴
万村”行动走深走实。

抓项目培育。 对民营企业参与的“万
企兴万村”行动项目，常态化开展联系指
导、观摩交流、并积极向省市宣传推介。经
省、市“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组审核，
认定“安康市宏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富硒
猕猴桃助农增收项目” 为 2022 年度陕西
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认定“安
康市宏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富硒猕猴桃
助农增收项目”“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公
司富硒魔芋助农增收项目”“安康亚皇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岚皋县柑橘产业助

农增收项目”为 2022 年度安康市“万企兴
万村”行动典型项目。

抓调查研究。县“万企兴万村”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常态化开展“走基层、进企
业、听呼声、办实事”活动，深入企业和镇
村，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协调落实企业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需求及建议等，推
动行动持续升温、全面升级。

抓精准服务。充分发挥政企沟通联系
工作机制和民营企业诉求反馈机制作用，
县主要领导多次带队深入镇村和民营企
业及项目现场，调研和指导“万企兴万村”
行动，研究和解决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面临的困难问题；县“万企兴万村”行动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积极协调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用地、用工、技术、人才等方面的
实际困难。

抓创新实践。紧扣巩固脱贫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求 ， 积极探索推行
“345”工作法，助推“万企兴万村”行动走
深走实，并在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
推进会上做了经验交流发言，岚皋县被省
“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组认定为 2023
年度陕西省第一批“万企兴万村”行动典
型县。

“五促”带动，提升帮扶成效

“香椿可是这里的致富树。 ”日前，在
岚皋县民主镇的香椿园内，岚皋县秦巴红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龚海涛正带领
工人们修剪多余的树脂、 涂刷石硫合剂，
为树干穿上白衣，防止病虫害。

近年来，岚皋县秦巴红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在加快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响
应“万企兴万村”行动，履行社会责任，大
力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采取统一标准、统一管护、统一技术、统一
收购、统一销售的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 截至目前，累计带动民主镇 7 个村、2
个社区等千余农户种植香椿达 8000 亩，
户均增收达 2.5 万元。

不仅仅是民主镇， 俯瞰岚皋大地，自

“万企兴万村”行动以来，该县发挥民营企
业资源优势，采取产业、就业、消费、社会、
公益带动，大力提升帮扶成效。

产业帮扶促发展。 该县将企业资本、
人才、技术与农村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有机结合，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
产业共建、订单生产等方式，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增加农户收益。

就业帮扶促增收。充分发挥企业龙头
带动和园区承载作用，各类经营主体通过
土地流转、股权量化 、务工就业 、返租倒
包、技能帮扶、产业共建 、订单收购等方
式， 让更多农民群众就近就地有活干、有
钱赚。

消费帮扶促销售。充分发挥民营企业
的技术支撑、市场资源、销售渠道等优势，
线上与线下并行发力，线上通过打通整合
电商物流、搭建助农销售平台、培育“大山
乐涛淘”直播带货等方式，汇聚网络人气
促进地方农产品销售；线下通过“商贸流
通企业+农副产品企业+农户基地供应”，
实现产品变商品、商品变现金，带动产业
发展、促进农户增收。

社会帮扶促合作。充分发挥工商联优
势和异地商会作用，先后赴浙江、上海等
地相关城市开展经贸交流，宣传推介岚皋
县优势资源和特色农产品；主动对接苏陕
协作合作城市常州市， 积极搭建产业转
移、劳务输出、项目合作平台。

公益帮扶促提升。鼓励和引导广大民
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公益事业，回报社
会、奉献爱心，在安排就业、扶危济困、敬
老爱幼、捐资助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成效显著，展示新时代非公经济人士的良
好形象。

让企业投资跟着优质资源、 优势产
业、旺盛需求进乡村，让乡村反哺企业高
质量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在全县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截至目前，岚皋县实
现 176 家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与 136 个
村（社区）结对帮扶，惠及人口 3.25 万余
人， 村企共同振兴的滚滚潮流正扑面而
来。

今年以来， 汉滨区深入开展高质量项
目建设年活动，全面推进产业链链长制，通
过“链”上发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批
批大项目、好项目开工落地、投产达效，全
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走进五里工业集中区西北纺织服装产
业城的华顺兴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员
工们正在熟练地生产新一批服装订单，裁
剪、缝纫、穿绳、整理、打包，生产线上各道
工序无缝对接。“西北纺织产业城一期整体
规划占地 826 亩，标准化厂房 48 栋，可解
决就业 1.8 万人， 已有纺纱织布、 服装织
衣、羊毛衫制造、冲锋衣制造等企业入驻，
初步形成了重点产业链串珠式发展模式。”
西北纺织产业集团董事长罗守忠介绍道。

在罗守忠的带动下， 一批东部沿海地
区全产业链项目相继而来。 目前，安康·中
国西北纺织服装产业城已招商签约 161 家
企业，57 家企业已在安康市汉滨区落户和
注册，27 家企业已经投产。 产业城四期项
目全部建成后，将引进服装、箱包、雨伞等
企业近 300 家，提供 6 万个工作岗位，打造
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基地。

汉滨区在纺织服装产业链上， 以新乐
祥、宏源泰等企业为龙头，加快安康西北纺
织服装产业城项目建设进度， 持续实施精
准招商， 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强链延链
补链。同时，抢抓我市打造毛绒玩具文创产
业新都的战略部署， 加快五里工业集中区
毛绒文创总部产业园建设进度， 深化校企
合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
布局产业链，在原材料升级、创意设计、贸
易销售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培育了一批
产业链链主企业， 实现毛绒玩具产品迭代
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五里工业集中区的安康嘉利恒玩具
有限公司内，140 多名工人正在赶制外贸订单。 这家集毛绒玩具研发、
生产、销售综合为一体的标准化工厂，主要与一些世界知名玩具采购商
合作，是浙江网娃动漫文化有限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产品主要出口欧
美发达国家。 “目前我们这个绣花设备有 4 台，满足不了我们眼下的产
能需求，接下来我们准备增加绣花设备，并向园区申请用地，目前正在
落实当中。 ”嘉利恒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桃桃说道。

近年来，汉滨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天
然富硒资源优势，持续做好“富硒食品+”产业链延伸工作，强化汉滨富
硒食品产业龙头地位，实施“硒+X”战略，推动“硒资源”变“硒产业"，实
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园区)+农户”的产业链生产经营模式，将
富硒食品产业打造为百亿级产业集群。

晨起冲泡一杯热茶，午间休憩小酌一杯，无论何种场景需求，只需
将一支酷似香水造型的茶棒放入杯中，不仅方便携带，而且独立包装能
把茶香和果香存留得更久。这样一款选用安康富硒天然优质茶叶，正中
爱茶党和养生党红心的低卡茶便是当下新式茶饮市场中风靡火爆的棒
棒茶。 在五里工业集中区东区，就有一家茶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
专利性茶棒产品。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 T1 茶棒茶，通过“电商企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农户”为主的运营模式，我们目前入驻的平台有中国建设银行善融
商务、农业银行新农商城、扶贫网 832 还有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等，已累
计收购农户农副产品 10 余吨，带动近万户农户增收受益。”安康时代茶
叶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潘有财介绍道。

汉滨区坚持“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的思路，立
足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聚力产业融合发展，打通产业链条堵点痛点断
点难点﹐促进产业链提容提质增效和上下游关联耦合发展。打造富硒食
品、纺织服装（毛绒文创)、新型材料三大百亿产业集群，做强优势、补齐
弱项，延链补链、壮大集群，建立滚动项目库，形成发展支撑力。 截至目
前，全区谋划 2024 年重点项目 344 个总投资 911.6 亿元，储备项目 242
个总投资 541 亿元，年度投资 258.4 亿元；在建项目 96 个、总投资 406
亿元、年度投资 181 亿元。

企企村村结结对对绘绘就就乡乡村村新新画画卷卷
记记者者 胡胡智智贤贤 通通讯讯员员 洪洪芳芳 袁袁明明双双 赵赵银银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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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淡水龙虾在汉阴试养成功
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

““澳澳龙龙””个个头头比比成成人人的的手手掌掌还还长长。。
王王建建霞霞 摄摄

��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准准备备对对““澳澳龙龙””进进行行装装箱箱。。 王王建建霞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