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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东 徐艳艳 殷宏）为严防、严管、严控夜
市食品安全风险，日前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县城内夜间
消费集中的餐饮店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本次抽检，将非法添加防腐剂、苯并芘、亚硝酸盐等作为
检测重点。 工作人员及第三方检测机构人员随机选取夜市摊
点、餐饮门店，对其销售的烤肉、烤火腿肠、烤鸡翅等热门消
费食品进行抽检。 所抽样品均严格按照流程进行采样、封样、
送样操作，目前样品均送往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分
析，待检测结果出炉后，将及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抽检的同时 ，执法人员还对商户的主体资质 、从业人
员健康证明、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进货查验、索票索证等方
面展开检查，并就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向经营户进行宣
传 ，要求经营户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制度，规范加工操作流程，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
严禁加工制作腐败变质的食材 ，依法 、合规 、诚信开展经
营。

本报讯（通讯员 易春梅）每天早晨
八点半统一从支行大院出发， 然后兵分
五路去往各个镇村， 天黑后才又陆续赶
回单位， 汇总当天建档情况……这是十
月中旬以来平利县农业银行“三农”服务
小分队的工作日常。

到了第四季度， 农村开始进入农闲
时节， 平利县农行工作人员抓紧时机走
村入户，开展农户信息建档“冬储行动”，
调查了解群众用款需求。

为集中力量开展建档工作， 平利县
农行统筹人员，分成 5 个服务小分队，由
班子成员挂帅全部下沉到村开展工作，
并确定每周三、周六为“集中建档日”。平
利县地处秦巴山区，山大人稀，村民居住
分散，5 个小分队早出晚归，一天最多也
就建档二十来户。但就是凭着这种“啃硬
骨头”的精神，一个月来，该行累计建档
369 户、授信 1.04 亿元。 目前，该行农户
信息建档已覆盖全县 122 个行政村及社
区。

据了解， 农户信息建档是中国农业
银行“惠农 e 贷”的贷前调查程序，而“惠
农 e 贷” 则是该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 专门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广大农
民、 商户量身打造的一款线上化、 批量
化、便捷化、普惠化的贷款产品，深受群
众欢迎。

近年来， 平利县农行认真履行金融
服务“三农”国家队、主力军职责，把服务
乡村振兴作为中心任务， 全力助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今年 10 月底，平
利县农行累计投放 “惠农 e 贷”10.73 亿
元，当年累计投放 3.78 亿元 ，位居全市
各县（市、区）农行前列。

近日， 地处秦岭南麓的宁陕县江口回族
镇旬河沿岸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早上九点，收
拾完家务， 住在这里的陈伍芳开始准备订单，
当天的三单分别发往北京、辽宁、深圳，一共
18袋。 虽然订单数量不多，但要赶在中午前发
货，陈伍芳需要合理安排，确保按时发货。

经过短暂交流后，陈伍芳开始制作玉米
锅巴，制作成型的玉米锅巴在适当的油温下
炸至金黄冷却后，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撒上
孜然、椒盐、番茄粉等调料，装袋封口，一袋
玉米锅巴就制作完成了。

“在玉米锅巴制作环节， 油温的把控非
常关键，油温过高容易炸焦，油温过低，炸出
来的锅巴不脆。冷却、撒调料、装袋……封口
要迅速， 时间太长， 也会导致锅巴口感不
脆。”陈伍芳说，从开始制作玉米锅巴到现在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每年的 10 月份以后进
入旺季，2021 年销售额在 8 万元左右，主要
是通过微信进行销售， 消费者有安康本地
的，还有西安的，省外有北京、辽宁、上海、甘
肃等地的，大部分都是回头客。

在陈伍芳的记录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销售情况， 对于玉米锅巴制作的每一道工
序，陈伍芳都是精益求精。据陈伍芳介绍，自

己制作的玉米锅巴以玉米糁为主要原材料，
有麻辣、孜然等 6 种口味，每袋 180 克销售
价为 8 元， 尤其是经过油炸后的玉米锅巴，
色泽金黄，格外诱人。

陈伍芳的丈夫晓宏勋在本地一家企业
务工，大女儿肖培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企
业上班，二女儿肖锦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三
年级。

“这两年生意不好做， 在家门口把玉米
锅巴坊经营好，既能照顾好老人，又能挣钱
贴补家用， 截至目前今年销售额在 4.5 万
元，即将迎来销售旺季。 ”陈伍芳说。

据了解 ，2018 年陈伍芳就与玉米锅巴
结缘， 起初在西安市回民街经营玉米锅巴
坊，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积累了稳定的消
费群体，平均月收入在 5 万元。 2020 年年初
受疫情影响，她于当年 5 月返回家乡经营玉
米锅巴坊，发展起了庭院经济。

“发展产业困难很多， 但看到自己的玉
米锅巴赢得消费者的好评，自己更加有信心
把产业发展好。下一步，将利用抖音等平台，
提升玉米锅巴产品的知名度， 扩大规模，让
玉米锅巴带动家庭增收。 ”陈伍芳信心满满
地说。

近日， 在白河县中厂镇新营社区秦耕楚作木瓜种植
园区，一颗颗金黄色的木瓜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阵阵
清香扑鼻而来。

趁着晴好天气，果农们提筐挎篮在园区里娴熟地摘
果、搬运、装车，一辆辆货车满载着木瓜开往石梯社区的
木瓜企业，园子里一派丰收景象。

“从木瓜园区开始建设至今，我一直都在园区打理。
看到今年的木瓜有个好收成，我非常开心。”忙着采摘木
瓜的叶秀安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他在园区务工，每
年可增加收入 1.2 万元，切实享受到了木瓜园区建设带

来的红利。
和叶秀安一样， 还有 12 户农户在木瓜园区务

工。 他们都是周围的住户，自 2020 年秦耕楚作木瓜
种植园区开始建设就在园区务工，在家门口实现了
稳定就业。

“我负责管护的 200 亩木瓜， 今年总产量预计
有 40 吨，按照保底价出售，10 万元的收入是有的。 ”
秦耕楚作园区负责人曹庭鑫说。

新营社区是中厂镇“木瓜小镇”建设重点社区
之一。 近年来，该社区瞄准木瓜种植周期短、价值高

等特点，动员农户种植木瓜，如今已初具规模。 “别小看这小
小的木瓜，它可是群众增收的‘致富瓜’。 我们社区种植木瓜
总面积约 1500 亩， 上百亩的种植大户有 5 户，10 亩以上的
有 30 多户，种出来的木瓜也不愁销路。 ”新营社区党支部书
记陈锦兵望着丰收的木瓜园说。

在石梯社区内的陕西紫熙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木瓜
收购点，一辆辆满载木瓜的货车停在场地上等待称重，公司
负责人雷银礼忙着指挥工人将木瓜卸车。 “今年我们计划收
购木瓜 300 吨，截至目前已经收购 100 余吨。 公司以保底价
每斤 1 元左右收购，农户们卖木瓜的积极性比较高。 ”雷银
礼说。

院子里忙着收购，车间里则是忙着加工。 在公司办公楼
隔壁的生产车间作业流水线上，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洗
净的木瓜切块、去瓤。 木瓜晾晒场上，摆满了现切的木瓜片，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木瓜的清香。 这批木瓜将被加工成木瓜
酵素、果丝、果脯等 50 多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白河县立足资源优势， 在木瓜主导产业上延链补链强
链，现已初步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格局，实
现了村集体增收、企业盈利和农民富裕“三方共赢”。

黄金锅巴变“黄金 ”
通讯员 刘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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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路边的“烟火气”

“这个单轨运输机真是太管用了，能节省一半的人力！ ”
11 月 6 日，平利县长安一品香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来军组
织工人趁着晴好天气进行冬季茶山管护，看着以前需要壮劳
力肩挑背驮才能运上山的有机肥如今“坐车”上山，他感叹不
已。

“采茶时，还能运送鲜茶叶下山。 ”罗来军介绍，单轨运
输机是由结对帮扶平利县的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从江苏常
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设备， 不仅帮助茶园改进了生
产和管护方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因苏陕合作受益的，不只罗来军。 近年来，平利县全力推
动茶饮产业发展，助力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平利县持续深化苏陕协作，积极搭建苏陕协作沟
通桥梁，以群众致富增收为目标，推动茶叶产销全链赋能，茶
业发展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平利县累计发展富硒高效茶园 20 万亩，万亩
以上茶叶基地镇 10 个，千亩以上茶叶基地村 65 个，省、市级
茶叶现代农业园区 22 个。 一片片小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致
富“金叶子”，映衬出苏陕协作工作取得的累累硕果。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平利县和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常
态化开展交流互访，长期进行深度合作。 在双方签订的合作
协议中，支持平利茶产业、稳健发展茶基地、携手打造新样板
是重要内容。 效益要升级，园区是关键。 “十四五”以来，平利
县先后投入苏陕协作资金 5248 万元，拉动投资 2.12 亿元，共
建设标准化加工厂房 6.7 万平方米，同步完善水、电、路等设
施配套，不断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提高落户企业建设投
产效率。 目前，通过园区承载，平利县已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13 家、市级龙头企业 36 家。

11 月 8 日，家住平利县城的黄雯正忙着更新电商平台的
茶饮产品。 “我从事电商已经五六年了，生意一直不见起色，
直到去年参加县上与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联合开展的电商
培训后，深受启发，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最红火的时候，月销
售额超过 10 万元。 ”黄雯说。

想靠茶叶致富，不仅“产得好”，更要“卖得好”。 为提升茶
产品网销能力，平利县联合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在线上举办
“荔直播———我为你而来”“世界茶日”等直播带货活动，而且
每年都要举办 6 期以电子商务为主题的劳务协作培训班，邀
请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等地的网络达人和电商企业现场教
学，向群众传授先进理念和营销方式，提升产品销量。 如今，
平利县以茶饮产品为主的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 从 2015 年
的 1.2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12.05 亿元。

开拓网上销路的同时，平利县与常州成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组建公司，定点销售平利县农特产品，并积极抢抓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消费旺季，先后在常州市中天钢铁、
奥体中心等场所组织开展平利县农特产品展销推介活动，不
断巩固线下市场。 据统计，平利县每年通过消费帮扶、产销对
接等方式， 年均销售以茶饮产品为主的农特产品 1800 万元
左右。

苏陕一家亲，茶业上水平。 通过持续发力，平利县如今跃
居全国茶业百强县第 46 位， 全县茶饮产业实现产值 18 亿
元，并顺利获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 目前，全县约有 3.5 万户、10 万人从事与茶相关的
产业，实现了“人均一亩园、户均一万元”的目标。

今年 7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平利县建成感恩奋进实践区、
链式发展先行区、茶旅融合样板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示范引
领全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平利：
苏陕协作让茶香更悠远

通讯员 陶玉琼 张芳

木木瓜瓜飘飘香香
““丰丰””景景美美

通讯员 郎海侠 高德磊

今年，紫阳县提出产业精准到户，就业
精准到人的“两精准”乡村工作目标。两个精
准同时指向的是要稳定农民就业创收的门
路，巩固脱贫成果。这个目标非常实在，透明
度高，便于考核。 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年度
工作目标，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措施。 怎样
才能实现两个精准，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
问题。

据第三次农业普查资料， 截至 2016 年
底 ， 紫阳全县有乡村户 76497 户 、287061
人 ， 其中劳动力 189282 个 。 这个数字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基本吻合。
可以认定紫阳现在农村劳动力应在 18 万个
左右， 分布在约 8 万农户中。 以 2020 年为
例 ， 统计资料显示 ， 全县乡村 82489 户 ，
287206 人，劳动力 185038 人。 当年外出务
工 8.3 万人、社区工厂就业 1322 人、工益岗
位安排 5964 人，总计就业约 9 万人。 下余 9
万劳力基本上都是外出不便的，要就地精准
就业，只能利用土地资源。目前紫阳有 73 万
亩耕地，其中常用耕约为 33 万亩。从理论上
来讲，9 万劳力经营 33 万亩耕地，就业量完
全可以达到饱和程度。但自 2005 年以来，紫
阳先后实施的陕南移民搬迁和易地扶贫搬
迁累计 35201 户、121653 人。 这部分农民离
土没离乡，劳动力无法利用土地就业，拿什
么让这部分人实现两个精准，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难题。

用建设产业链的方法来实现两个精准，
是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选项。所谓产业
链，通俗地说就是由多个互补性骨干产业形
成的产业体系。这里着重强调的是骨干产业
的互补性，紫阳业已形成的骨干产业，在农
民就业方面都有不俗的贡献， 美中不足的
是，这些产业都过于“单打一”，产生的次生

效益和连锁效应较小，难以覆盖与土地分离
的劳动力就业。必须要在巩固发展原有骨干
产业的同时，开发新途径，切实解决剩余劳
动力就业的问题。

紫阳新的产业链应当由养殖业、 种植
业、加工业、和销售业这四大骨干产业来构
成。以养殖业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具
体地说，养殖业要以圈养牛羊为主，促进以
饲草供应为目的的种植业； 催生以饲草加
工、 牲畜粪便加工处理为目的的加工业；带
动以饲草、商品农家肥、肉类产品销售为目
的的销售业。一旦形成以牛羊养殖为主的大
规模产业，其饲养、防疫、饲草生产、加工、收
储、运输、产品销售、养殖场的粪便处理等工
种都可以实行市场化的专业经营，紫阳的富
硒品牌优势，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彻底改
变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形成以畜牧业为纽
带的各行业利益共同体，促进提高农业经营
的整体水平。

要建成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社会
化生产链，必须要把握几个关键环节。

首先是推行圈养方法。 一方面，圈养牛羊
是紫阳新建产业链的基础。只有实行圈养，才能
实现大规模养殖；只有实行大规模养殖，才能实
现饲草种植、加工、供销、疫情防治、排污、粪便
处理、产品加工销售以及闲置土地流转等产业
兴起和连动。另一方面，就养殖成本而言，也必
须实行大规模圈养。据对东木镇十余户养牛户
调查测算，一头牛平均每天草料约需 12元，加
上防疫、固定资产折旧、财务费用等，1 头牛的
成本大约为 1万元左右， 按现行市价可卖 1.8
万元，年均获利 3500至 4000元。 摊销到每头
牛的费用与养牛的数量成反比。圈养 30头牛，
只要两个人就可以了（不包括种饲草），年均获
利大约为 10万元左右，与打工收入不相上下。

养牛少于 10头则年均收入甚微。而养 30头牛
与养 100头牛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却相差不多。
如果散养，两个人养三头牛都难以招架。

其次利用大户带动。 据对东木镇调查，
全镇现有牛存栏 15 头以上的 5 户； 存栏羊
300 只以上 1 户。 这些都是最近两年起步的
养殖大户。 这些大户的户主年龄最大的 42
岁，最小的 29 岁，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
最高的有大学本科学历。这些人都有外出务
工经历，见的世面多，接触的信息量大，想干
事，能吃苦。 全县各镇都出现了一些养殖大
户， 这些大户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带动意愿，
为推行圈养牛羊打下了较好基础。

还要完善合作经营。紫阳各类专业合作
社数以百计，总结发展正常、发挥作用大的
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对那些享受
国家优惠政策，没有发挥作用的，要帮助他
们限期按约定达标；经帮助仍达不到合作社
规定标准的，应取消其享受的优惠政策。

当然也需要改进培训方式。 针对发展
圈养牛羊的各个工作环节开展培训 , 有的
放矢、学以致用。 例如饲草加工、收储 、粪
便处理、产品销售等都是紫阳养殖业中的
薄弱环节 ，除了县内常规培训之外 ，还要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培训 。 走出
去就是分批次组织养殖大户外出参观学
习。 紫阳饲草丰富，但有些养牛羊的大户
却在外地购买成品饲草 ，这种现象 ，恰巧
反映的是当地饲草收储技术落后。 政策规
定， 今后牲畜粪便要经处理后才能还田 ，
紫阳有几万亩茶园，每年需要大量的农家
肥。 据悉，延安市最近提出了发展富硒果
业的新思路 ，延安不是富硒区 ，很可能通
过为果树施农家肥的办法来补硒。 而经过
处理的牛羊粪便就是精品农家肥 。 因此 ，

紫阳富硒农家肥的生产及销售极有可能
成为今后的一项新兴产业 ，要配合发展圈
养牛羊 ， 同步进行农家肥加工及销售培
训 。 请进来就是由政府出面请专家来指
导。 紫阳在种茶、种烟叶、种红薯、种玉米、
种水稻等方面， 也曾有请进来的先例 ，都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
经验 ，广开门路 ，引进外地人才或企业来
紫阳发展。

加强配套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据
调查，养殖用地、排污、路、电、水等基础设
施不配套，是紫阳产业链发展中最大的困
难。 加强配套服务，一是要倾斜扶持，精准
施策。 全县要把产业振兴的重点放在支持
圈养牛 、羊上来 ，由镇政府牵头召开现场
办公会， 分户研究扩大养殖规模用地 、排
污 、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报县政府立项
解决。 在甄别准确的前提下 ，实行扶持直
通车，落实优惠政策到户 。 以养殖大户为
中心，建设养殖园区，起到扶持一户 ，带动
一片的作用。 二是要制定土地流转的指导
价格，推动加快土地流转进程 。 各镇都有
成片土地，有些甚至是原先一个生产队上
百人的全部耕地 ， 因远离人户而弃耕荒
芜 ，这些地方是绝佳的养殖场地 ，要充分
利用，以合理的方式向养殖大户流动 。 三
是要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县上应成立科学
养殖领导小组，为有职有权的临时常设机
构，作为解决发展养殖业中疑难问题的专
司机构 ； 支持养殖大户联合组建包括冷
配、防疫、治疗、交易等全方位服务的技术
合作社 、面向社会实行有偿服务 ；落实帮
扶责任，县上和镇上的领导要各自联系一
户养殖产业大户 ，要把发展牛 、羊骨干产
业作为对包村联户工作人员的考核内容 。

建成产业链 确保“两精准”
———紫阳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 李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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