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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暖阳下，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民兵产业园内的果蔬
数字大棚错落有致，走进大棚内，一缕缕阳光透过棚膜照射进
来，洒落在蔬菜的绿叶上，暖意融融，一派盎然生机。

果蔬大棚产业技术员倪小朋最近几天一直在大棚内忙碌。
“要保证各类蔬菜水果按期上市，就得费点心思。 这几天圣女果
马上就要成熟了，要保证最后长出来的果子品相好、味道鲜，每
天就得来大棚看看，棚里要维持在 25 摄氏度，不能有病菌和虫
害，保证采摘下来就能入口。 ”倪小朋一边查看圣女果的长势，
一边说道。

据了解，中堰村果蔬数字大棚是 2021 年开始建设的现代化
智慧生态大棚，按照智能控温、自动补光等新技术配套建设，打
造了汉阴县首个集育苗、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科普为一体的新
兴现代农业产业园，每一个大棚内都配备了土壤环境智能监测
设备，土壤酸碱度、湿度、温度、光照等大棚种植需要的数据适
时得到精准监测，通过手机终端 APP 远程操作，即可实现智能
控温、水肥一体滴灌、雾化灭虫等智能管护。

将智能化设备应用于蔬菜大棚，实现“云上”种植管理，稳住
“菜篮子”， 是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农业发展蹚出的一条路子。

2021 年，人大代表邓超提议，中堰村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采
光充足，很适合现代农业发展，应该将城乡接合部区域的耕地作
为现代农业示范点，引领传统方式的“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
变，不仅能壮大集体经济，还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在得到广大群
众的支持后，经过半年的整地建园，50 余亩果蔬大棚拔地而起，农
旅融合的民兵产业园内多了一个稳岗就业的“绿色工厂”。

“我们村这个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水果蔬菜上市， 有西红柿、
圣女果、黄瓜、西瓜、土豆、螺丝椒、茄子，还有立体种植无土生长
的韭菜、香菜、芹菜等。因为大棚内的瓜果蔬菜从不打农药，果蔬
成熟后很受消费者青睐。不仅很多果蔬商家来订购，游客也乐于
到园区观光采摘，现在来村里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消费拉动
了，村民很满意。 ”提起果蔬大棚带来的繁荣景象，邓超笑逐颜
开。

大棚产业旺，群众生活美。中堰村民兵产业园的果蔬数字大
棚不仅提高了农业科技的含金量，还让“菜篮子”产业发展，让群
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就业增收红利。 一茬茬果
蔬成熟上市，带动一户户群众就业增收，果蔬数字大棚推动着农
业智能化发展，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生机活力。

1993 年出生的周文 ，2011 年以 609
分的高分考入长安大学，2015 年毕业后
顺利进入中国移动公司。就在众人羡慕其
拥有一份好工作时， 他却在 2016 年 5 月
辞掉了工作， 毅然投入到脱贫攻坚第一
线，到石泉县熨斗镇工作，并成为熨斗镇

麦坪村一名大学生村官。
熨斗镇是石泉最偏远的一个乡镇，麦

坪村是石泉最贫穷的村。当麦坪村成功脱
贫后，2019 年，周文离开了麦坪村在石泉
县城开办教育培训机构。 2020 年因为疫
情等原因， 周文关了县城的培训机构，回

到老家石泉县中池镇茨坪村种黄精。周文
说：“这里的老一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看
我回来发展，在林下种黄精，把荒芜多年
的土地又种出来，他们都很支持，给他们
山林的租金他们都不要，我也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把这项产业做好，不管是带动
他们务工就业也好，还是等强大了反哺家
乡也好，自己都必须加倍努力。 ”

2021 年，周文的妻子陈周琴也辞掉
县城医院的工作 ， 返乡和老公一起创
业。 陈周琴说：“我支持他 ，想时刻陪在
他身边。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在事业
上不断取得突破， 当地政府和农业主管
部门也全力支持他们， 常态化组织经营
管理等培训和外出展销。 2022 年，周文
被认定为中级职业农民，2023 年参加了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 “头雁 ”培训 ，跟投
身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同行交流， 增长了
不少见识。

2020 年春天， 投入过百万元种植两
年的林下仿野生黄精长势喜人。黄精采挖
后，一般需要通过九蒸九晒的工艺进行炮
制，称之为九制黄精。 传统医学认为黄精
能安补五脏，益气养阴，治疗消渴证；现代
科学研究也表明，黄精具有抗疲劳、抗氧
化，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抗病毒、降血
糖等作用，所以近年来黄精的养生功效备

受关注，不管是开发成养生食品，还是作
为药厂投料加工中成药，市场需求都很旺
盛。

周文说：“我把黄精种到林下，每年冒
出来的新苗都会开花结籽，籽掉到地上后
又可以自己繁殖， 已经种了黄精的林下，
以后就不用种了， 到时候把大的挖了，小
的留着，每年都能收获黄精。 ”

黄精采挖回来后， 需要经过反复的
清洗，清洗干净后再蒸再晒。 蒸了晒、晒
了蒸，黄精的颜色由黄变黑。 正在晾晒黄
精的周文说 ：“这个黄精已经过三蒸三
晒，九蒸九晒后味道会更好，吃起来也很
方便，就像吃红薯干那样。 ”他们严格遵
循传统古法炮制技艺，制作九制黄精。 除
此之外， 他们还跟自己的中医合伙人一
道，挖掘传统医学里的经典食疗配方，再
结合现代人的体质进行优化， 与中医同
仁们反复探讨后确定了养生膏方的配
方，并且坚持使用柴火土灶，全程纯手工
制作，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等，经过两年的
推广， 让很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食
疗”的好处。

“我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初心， 传承
中医药文化，通过自己的养生食品为更多
的人带来健康，将这份事业长久地进行下
去。 ”谈起未来的规划，周文坚定地说。

观观察察黄黄精精长长势势的的周周文文夫夫妇妇。。

周周文文：：要让黄精变“黄金”
通讯员 黄云

“我在家养了 50
只鸡， 每只能卖个百
十块钱， 差不多能有
6000 块钱收入 ，这次
扩建后， 我打算明年
多养点， 后面鸡蛋和
鸡子卖了能挣不少钱
呢。 ”旬阳市城关镇晏
坪村村民陈盖双高兴
地说。

走进城关镇晏坪
村， 每家每户门前郁
郁葱葱的菜园里 ，种
满了萝卜、 白菜等蔬
菜， 院内黄澄澄的柚
子挂满枝头。 以前杂
草丛生的空院荒地摇
身一变成了小菜园和
小果园。远远看去，小
路的尽头还有一处竹
屋， 青翠的竹子别有
韵味，走近一看，才发
现竹屋竟然是鸡舍 ，
干净整洁。

“这次我们计划
给 10 户养殖户新建
标准化鸡舍， 重点对
晏坪村五、 六组群众
房前屋后闲散空间土
地进行规划， 种植葡
萄、花卉等适生品种，
对群众庭院周边现有
果树进行管护、施肥、
除草、修剪等工作，实
现收入持续增加。 ”晏
坪村党支部书记薛建
波介绍。

在晏坪村， 像陈
盖双这样发展庭院经
济的家庭还有很多 。

为进一步美化人居环境，提升产业质量，持
续促进群众增收， 今年晏坪村大力推行庭
院经济发展项目，通过以庭院为载体，以家
庭为阵地，鼓励农户“种好一块菜园、管好
一棵果树、养好一圈畜禽、加工一种产品、
种植一块花园”，着力培育发展了一批特色
鲜明、经营管理规范、综合效益好、示范带
动强的庭院经济示范户， 有效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村上带头干 、党员帮着干 、群众抢着
干 ，如今 ，晏坪村改变的不仅仅是村容村
貌，村民的 “钱袋子 ”也越来越鼓 ，这里逐
渐成为风景宜人 、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的
新农村。

时下，正是魔芋采收的季节。紫阳县向阳镇
显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 组织务
工群众对林下种植基地里的魔芋进行全面采
收。

连日来， 在显钟村六组林下魔芋种植基地
里， 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10 余名
村民挥舞锄头，一个个沉甸甸的魔芋破土而出，
分拣、 装袋、 运送……一片热火朝天的采收好
“丰”景。

“自今年 4 月份开始，显钟村在魔芋种植产
业上，采取了统一购买种芋、肥料等措施，从源
头上抓好栽种， 从日常中抓好管理。 魔芋的栽
种、除草、管护，直到采收，都有村两委管护。 经
过 9 个多月的辛勤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收成，魔
芋产量 15 吨，商品芋主要销往友邻魔芋加工企
业，有种植、有销路，不辜负春种时光。 ”显钟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徐德军说。

“基地建在家门口， 给我们提供就业岗位，
只要人不懒，一天挣百把块钱不成问题，并且还
能照顾家庭，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村民张从厚
说。

依据魔芋的喜好， 向阳镇在产业布局上选
择了显钟村、天生桥村、钟林村，发展林下种植
魔芋 600 余亩。种植地块属于缓坡土层，土壤疏
松，有机质含量丰富，是保水保肥地块。

近年来，向阳镇将魔芋作为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 农户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 。 按照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思路 ，通过合作社
带动 、农户参与 、集中管理 ，因地制宜发展规
模种植，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 同时 ，从魔
芋种植期到采收期 ， 吸纳周边群众在基地务
工， 为群众提供了长期、 稳定的就业岗位，帮
助农户增收。 全镇林下魔芋产业不断壮大发
展 ，成为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的 “魔
力 ”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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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华）白河县仓上镇围绕“三个年”活动部署，
瞄定“四个发力”，持续营造大抓发展、大抓服务、大抓效能的浓厚氛
围，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紧扣“八大产业链”，在产业提质增效上发力。 立足“产业强镇”
目标，紧扣“一轴、两区、三景、四带、五综合体”发展规划和产业布
局，聚焦“融合产业、康养旅游”两个方向，谋划以香艾康三产融合示
范园为核心的仓上工业集中区、集镇至天宝三产商贸、高山养殖及
特色林果、集镇至天宝水景观综合体、天宝产业大道民宿等 10 余个
优质项目。 全面完成天宝梯彩农园 AAAA 景区和巴山云智能民宿提
升改造，仓上镇产业园区顺利竣工，建设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 不断
壮大规模产业，目前发展生猪 1.5 万头，肉牛 1489 头，培育木瓜 7000
亩，林果 1.4 万亩。

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上发力。 常态长效开展防
返贫动态监测帮扶，落实 289 户 939 人针对性帮扶措施，持续关注脱
贫户 2254 户 7253 人和一般户 2820 户 10306 人生产生活状况，巩固
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
贫。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投资 1000 余万
元的红花文化广场建设项目、 投资 6000 余万元的仓上排污工程即
将竣工投入使用。

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发力。 狠抓生态环境保
护与综合治理，累计完成耕地流出整改 1486.43 亩，处理 7 处因发展
养殖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常态化开展大气污染综合管控和农业
面源等污染源头防控，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处理乱点、堵点等卫生死
角 100 余处，促使镇域人居环境面貌全面改善，乡村振兴底色更加
靓丽。

紧盯项目招商落地，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 紧紧围绕双丰至
仓上二级公路建设、天宝水库建设、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
项目建设，聚焦便民利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最快的速度办
事 ，以最优的状态服务 ，帮助企业破解“急难愁盼”问题，推动项目
落实落地。 通过走出去靶向招商，先后前往北京、西安、山西等地引
进项目 3 个落地资金 1.1 亿元。 累计完成招商引资项目 12 个，落地
资金 4.43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6 亿元。

仓上镇“四个发力”
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便民市场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菜篮子”，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的窗口。 今年以来，汉滨区关庙镇
新建 3 处便民市场，积极构建“十五
分钟便民生活圈”，竭力营造舒心、
放心、安心的消费环境，让辖区群众
的“菜篮子”拎出更多的幸福感。

早上 7 点 30 分，位于 316 国道（福兰
线）边的关庙万家生活超市早已做好了营
业准备。

走进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货
架，从日常用品到零食小吃，从新鲜果蔬
到五谷肉蛋，500 余种商品让人目不暇接。
货架间，顾客们正忙着挑选商品，收银处
很快就排起了长队。

“超市的菜品比较全，价格也很优惠，
停车也比较便利，货真价实。 ”正在付款的
李先生说，“来这里买东西的顾客大都是
附近的居民和上下班路过的行人，地理位
置的优越， 不仅让超市的生意越来越红
火，也为附近的市民提供了便利。 ”

而在一年前，这里仅是几间破旧废弃
的瓦房，附近居民大都是在马路旁的摊点
上购买瓜果蔬菜，不仅阻碍了交通，还严
重影响了周边市容市貌和居民的生活环

境，更有安全隐患。 在区、镇两级相关部门
的协调下，引进本地企业投资建设。 现如
今，一座占地 500 平方米的三层现代化超
市已拔地而起。“2022 年 6 月份开始建设，
2023 年 10 月 28 日开始营业，现在生意还
不错。 我们超市的商品都是精心挑选出来
的，严把质量关。 ”万家生活超市负责人王
海波说。

在关庙镇，不仅是万家生活超市方便
了周边群众， 为市民带来舒心的购物体
验，位于沈家岭社区的综合农贸市场同样
备受市民青睐。 “三五分钟就过来了，我感
觉现在的新市场非常方便，也干净整洁。 ”
家住沈家岭社区的闫女士说。

走进市场 ，蔬菜区 、豆制品区 、水果
区、 活禽区等市场区域划分牌便映入眼
帘，功能区块一目了然，照明、监控等设施
一应俱全，水泥地面干净整洁。 在各摊位

前，商品摆放整齐，顾客们有序挑选，叫卖
声不绝于耳。 今年 60 岁的商贩沈荣群，从
事蔬菜零售行业已有 40 余年，他介绍，以
前在路边销售的时候，时间、地点都不固
定，风吹日晒不说，收入也不稳定。 自从这
个月“退路进市”后，不仅离家更近了，经
营环境也好了很多，还慢慢积累了一些固
定客户，收入上也有了保障。 “这块人流量
也还可以，环境都好，各方面都好，今后会
更加好的。 ”沈荣群一边为顾客称重一边
说。

据了解，关庙镇沈家岭综合市场总投
资约 1390 万元 ， 营业面积达 2600 平方
米，于今年 11 月正式营业，内设 50 个果
蔬摊位、7 个肉类摊位、10 个早点摊位，共
120 个餐位，是一家集蔬菜、水果、肉类、禽
类、水产、农副产品销售及小吃、餐饮经营
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农贸市场。 市场还配备

了消防、监控、照明、公共卫生间、保洁等
配套设施和人员， 将 4 路公交车终点站
移到附近，更是为了方便附近群众采、带
需求。市场内的大多商贩，也都像沈荣群
一样，告别了老市场路边摊的经营模式，
新市场的正式营运， 将辐射周边群众 1
万余人， 真正解决了沈家岭老市场多年

存在的“肠梗阻”难题。 刚买完菜的李女士
说：“离家近， 菜多， 我们坐公交车很方
便。 ”

近年来，关庙镇党委政府积极落实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成果，取缔“脏乱差”马路市场，
引导摊贩入场经营，为流动摊贩“安家”，
全力推进便民市场建设， 倾力打造 15 分
钟便民生活圈，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为了给人民群众创造干净、整洁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 镇党委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 ，引进企业 ，建立长效机制 ，彻底解
决了长期以来占道经营、 人车混乱的局
面，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提升了
形象，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 关庙镇副镇长成敏
说。

“菜篮子”拎出幸福感
通讯员 梅杰 刘佳欣

在岚皋县孟石岭镇丰景村 13 组，一片茂密的刺槐树下隐约有身
影闪动，邓昌兵正穿梭其中，仔细查看林下魔芋的生长情况。 邓昌兵
是丰景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岚皋县人大代表。 从 2010
年邓昌兵还是一名村会计时， 他就开始积极发展产业， 带头致富增
收。

2010 年，邓昌兵通过前期调研，他了解到烤烟种植“短、平、快”
的特点，同时镇上也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相应补助，而且还有烟草
局上门收购，不用担心销售难的问题，于是便流转了 25 亩土地，决定
开始种植烤烟。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发展烤烟和想象相差甚多，
种植的 25 亩烤烟第一年就因技术不成熟等原因亏了 2 万元， 但他没
有灰心，反而越挫越勇。

“第一年虽然没挣到钱，但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相信第二年肯
定能搞好。 ”邓昌兵边回忆边和笔者说。 也正如他所说，第二年烤烟产
业便开始有了进账，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丰景村共种植烤烟 350 亩，年
收益达 120 万元，带动 80 余人增加，务工收入共 70 万元。

烤烟产业搞得红红火火，但邓昌兵觉得还远远不够，他要带动更
多的人走上致富的道路，于是便又研究起了林下魔芋种植。

“种魔芋一是因为县上支持，岚皋是魔芋之乡，有基础有技术，二
是丰景村的土地气候也十分适合种植魔芋，2020 年经过村委会一起
研究决定，我们村通过支部引领的方式，成立了景升魔芋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户就近就地务工。 ”邓昌兵回忆
道。

发展魔芋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关，村上的致富能手李加兰
在听说了村里的情况后，主动联系村委会，出资 2 万元，为村子的发展
添了一把火。 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由邓昌兵带头，共组织了 16 名股
东，人均出资 2 万元，又在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向信用社贷款了 20 万
元，终于凑齐了发展魔芋产业的启动资金，搭起了“戏台子”。

目前，该村的魔芋产业已经从最初的 300 亩发展到如今的 2000
亩，培育出了李长松、陈刚、程文军等魔芋种植大户，带动 150 人共增
收 120 万元。

除了带头发展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他还将为民服务的初心
践行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在帮扶单位省计量院及西北中心办
公室的帮助下，2020 年，丰景村投入 80 万元建设社区工厂，帮助 50
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2021 年，丰景村安装了 90 盏太阳能路灯，
为群众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丰景村，魔芋在槐树林下茁壮生
长，大片的烟叶也变成了“红票子”，社区工厂的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
……这些画面共同构成了岭上别样好“丰景”。

带头致富兴产业
为民解忧守初心

通讯员 杨倩

数字大棚提高农业科技含金量
通讯员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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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术术人人员员观观察察圣圣女女果果果果实实长长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