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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是累点，但看着民宿人气越来越旺，收入越来越
可观，自己心里也越来越有底气了！”中午，接待完三桌客
人，张杰泡了一杯绿茶，润了润嗓子，坐在民宿小院前的
草坪上，揉了揉有些酸麻的胳膊。

张杰是“秦巴康园”民宿老板。 “秦巴康园”民宿位于
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的茶山脚下， 整个茶山成为这家
民宿的“风光背景”。 因为交通便利，近年来，民宿生意越
来越好，尤其是龙年春节以来，客人络绎不绝。

“从大年三十一直忙到今天， 每天都要接待四五桌，
我和爱人、母亲一起上手，还请了一个厨师。 有时候实在
接待不了，推掉了不少客人。 ”张杰的话语中带着些许遗
憾。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张杰觉得现在的地方有些狭窄，
餐饮和住宿条件有些跟不上。 年前，他和村上达成协议，
扩建现有民宿，同时新开发茶树认购、开心菜园、果园采

摘、休闲垂钓、宠物喂养等体验项目。 “忙完这几天，趁着
好春光，就开始动工了！ ”张杰说。

在位于城关镇龙头村的“暮野之森”野奢营地里，经
营者李涛正在为载人热气球放飞前的安全检测忙碌着。
一年多来，营地不断丰富帐篷住宿、星空火锅、自助烧烤、
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热气球项目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
消费热宠。

优美的山水风光、 深厚的农耕文化、 唯美的茶乡情
韵、浓郁的民俗风情，让龙头村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心之所
向、行之所往。春节假期，该村推出了八大件特色年夜宴、
辰龙巡游、舞狮表演、露营焰火派对、无人机表演、灯光秀
等活动，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

春节假期，城关镇普济寺村的草莓采摘园里，一颗颗
红彤彤的草莓格外吸引人。 11 个种植大棚里，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采摘、品尝新鲜的水果，体验劳动的乐趣。“草莓

是去年 9 月初栽植的，施的是农家肥，赶在春节上市，有
时候一天能卖 5000 多元。”果农杨成朝给草莓称重后，把
一些小的草莓盆栽送给孩子们。

“快要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绞股蓝产品一售而空，现
在还有不少人预订。”平利县青山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范
茂清高兴地说。绞股蓝作为平利的特色产品，成为越来越
多人送给亲友的“健康礼物”。

人勤春早，万象“耕”新。和煦的阳光洒在平利县广佛
镇秋河村的土地上。范茂清组织劳力进行土地平整，为接
下来的绞股蓝种植作准备。他计划在广佛镇秋河村、松河
村新种植绞股蓝 600 亩， 并新建 2000 平方米的厂房，增
加自动化生产线 3 条。

“年味还未散去，但时令耽误不得。把绞股蓝种好了，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味道。 ”范茂清说。

满满田园情，浓浓烟火味
通讯员 陈力

人勤春来早，春管正当时。 岚皋县各个山
地猕猴桃园区里， 果农已投入到春季生产管
理之中，施肥、嫁接、剪枝、绑枝……到处是一
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岚皋县生态环境优越，水土纯洁度高，土
壤富含硒元素， 被国内外专家认定为猕猴桃
种植的优生区，所产的猕猴桃果肉细腻、清香
多汁。 目前全县已在 10 镇 43 村建设 53 个猕
猴桃园区，猕猴桃种植总面积达 2.62 万亩，占
到全市猕猴桃种植半壁江山， 已成为该县特
色产业中又一张闪亮夺目的名片。

2 月 20 日上午， 在城关镇联春村 300 亩
陕南山地猕猴桃标准化种植基地，10 多位村
民正在忙着给果树施肥， 一袋袋有机肥通过
山地轨道车运到地头，大家三四人组成一组，
卸下肥料解开袋子， 用铁铲向果树的根部撒
肥料， 春日的猕猴桃标准化种植基地内充满
了欢声笑语。

“我们从正月初七就开始下地干活，来这
儿务工的除了联春村的村民外， 还有附近东
风村、春光村的村民，每人每天工资 120 元还
管一餐饭。 大家常年在基地干活，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剪枝、施肥、授粉、疏果各项工作都
是轻车熟路。 ”联春村四组村民邓先梅说。

基地生产管理负责人周自兵介绍， 春节
这段时间气温回升较快， 猕猴桃根系已经开
始活动，萌芽所需的营养来自树体的积累，现
在施肥能促进树体萌芽与开花整齐一致，提

高坐果率。下一步，还会根据成年树间的差异，
进行叶面施肥，以满足猕猴桃春季物候期所需
条件。

在相隔不远的佐龙镇佐龙村，产业大户袁
华的猕猴桃园区内同样是热火朝天忙碌的场
景。只见 10 多名村民分散在园内嫁接果树，大
家一边手上动作麻利地忙活着， 一边说说笑
笑，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到了中午 1 时左右，笔者看到，为了节省
时间，村民们的午餐被直接送到了地头。

“我家的园区有 400 多亩，剪枝、清园工作
年前已完成，现在接续的是一些补嫁接工作，
这些枝条分别是翠香和阳光金果两个口感好
的品种，开工后已嫁接了 500 多株，这几天活
儿多，下山吃饭来回耽搁时间，午饭就直接送
到园区吃了。 ”袁华对笔者说。

袁华是岚皋县最早一批种植猕猴桃的产
业大户，这些年在县农业农村局科技特派员的
精心指导下，他逐渐掌握了果树修剪、疏花、防
病害等技术要领，2022 年袁华还对上百亩的
猕猴桃果树进行改良嫁接，现在种植的果子质
量好，收入也提高了，他对猕猴桃园管理也越
来越重视了。

目前， 岚皋县 10 镇 43 村 53 个猕猴桃园
区春季管理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县农业农村局
已派出专家和外聘技术人员在全县分片进行
技术指导，现场解决果农技术难题，为 2.62 万
亩山地猕猴桃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人勤春来早 园区春管忙
通讯员 张天兵

人勤春来早，农忙正当时。 2 月 21 日，笔者走
进岚皋县四季镇长梁村烤烟集中育苗基地， 十余
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烤烟育苗工作， 他们分
工明确、配合默契，不一会就摞起了高高一沓育苗
盘。 育苗工作的开始不仅为四季镇全年烤烟产业
发展打牢了基础，同时也迎来四季镇春耕生产“开
门红”。

“覆盖在育苗盘上的黑色物质是培育烟苗的
基质，基质干湿程度要适中，手握成团即可，里面
的白色颗粒是珍珠岩，有利于苗床漂浮。 ”烟草局
技术员胡志学耐心讲解道。 说话间，他便利用刮板
熟练地将基质抹平在育苗床的网格中， 迅速将育
苗盘传递给下一位工人进行下一步操作。 工人们
将填装好的育苗盘搬运至育苗棚， 有序地置于苗
床的水面上，育苗盘的全部操作就完成了。

“我今年 56 岁了，就住在这附近，别的活干不
了，这个比较简单也很轻松，每天还有 100 元的收
入，等烟苗出来后，我准备种 10 余亩烤烟。 ”长梁

村村民魏昌凤笑着说。
“接下来，关键是做好育苗保温工作，三天之后

通风，四月初就可以移栽了。 ”技术员胡志学说，“采
用无土漂浮育苗，可以实时观测烟苗长势，提高烟
苗的存活率，不仅节省苗床用地，还可以有效预防
病虫害，确保烟苗移栽成活率。 ”

种植烤烟虽然辛苦，但经济效益高，是当地群
众稳定增收重要途径之一。为帮助镇域烟农能有一
个好的收益，四季镇围绕 2024 年烤烟任务和目标，
积极对接县烟草局和农业农村局，选派技术人员到
镇指导烤烟育苗和烟地深翻备耕工作。 据悉，县镇
技术人员已到村指导 10 余次，为烟农答疑解惑 20
余次，协调流转土地 400 余亩。

“下一步，我镇将积极对接烟草局技术人员，在
烤烟移栽和大田管理中提供专业意见，继续出台产
业奖补政策，完善产业基础设施，为烟农提供有力
的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持， 确保烤烟丰收、 增收有
望。 ”四季镇副镇长孙孝庭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日前，由江苏省常州市人社局、安康市人社
局和紫阳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紫阳县总工会等多部门协办的紫阳县
2024 年春季产业大招工暨苏陕劳务协作招聘会在该县西关广场正式
启动，为各类就业群体和各用人企业搭建相互交流、双向选择的服务平
台，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求职者热情高涨，纷纷到各自心
仪的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紫阳县总工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设立宣传
台和咨询点，向广大求职者提供招聘岗位信息、解读就业政策，提供就
业指导，提升岗位匹配率；同时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为重点，做好
劳动权益维护工作，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政策宣传资料 300 余份，
为求职者讲解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50 余次。 帮助广大求职者合理就业，
合法维权，在助力全县稳就业、保用工、促和谐工作中履行工会职责，全
方位做好就业保障服务。

紫阳县总工会助力
春季产业大招工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兵）2 月 18 日上午，宁陕县举行 2024 年一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一季度，该县集中开工重点项目共 17 个，总投资 25.49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8.64 亿元。 按投资领域分类，生态旅游项目 5 个，总投资 1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2 亿元；城镇建设项目 6 个，总投资 6.55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2.8 亿元；工业经济项目 4 个(包装饮用水项目 2 个)，总投
资 2.0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73 亿元；生态环保项目 2 个，总投资 0.9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91 亿元。

当日集中开工仪式会场设在筒车湾镇魏医堂康养综合体项目开工
现场，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是集中医医疗养生保健服务、康养休闲、
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示范园。项目建设期
限两年，建成后将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民宿和林下中药材产业，帮助农户
增加收入，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可
持续循环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2024 年，宁陕县计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134 个，其中：续
建项目 46 个， 新建项目 88 个， 总投资 383.0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76.79 亿元。 截至目前， 市、 县新建重点项目已开工 46 个， 开工率达
52.27%。

宁陕县一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龙年春节期间，我们见证了国货的
崛起 ，这些都离不开 “国潮 ”元素的助
力。 无论是美食、服装，还是文创产品，
都融入了独特的中国风情，这不仅展示
了中国经济的强大脉动，也使人们在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深深体验到了浓
浓的年味。

春节，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是人们寄
托幸福与祈愿的时刻，更是触碰传统文
化、延续历史文脉的契机。 这使人们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而文化认同正是推动 “国
潮”消费的关键因素。 春节期间，科技智
能商品如智能手表、 蓝牙耳机等成为
“年货清单”的常客。 与此同时，国潮盲
盒、春联福袋等新品也备受追捧。 更值
得一提的是，汉服已经成为许多少男少
女的新时尚。

中华文化为新业态注入活力，推动
消费市场的新发展。 国潮产品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 成为龙年春节的 “消费新
宠”。 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活力四射的有
力证明。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的基石。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唯
一未曾中断过文明的民族， 其悠久、优
秀的文化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
库。

在龙年春节，我们深切感受到文化
自信的力量。 例如，宁陕县精心策划了
国潮演出、非遗体验、民俗演艺等活动，
让传统文化更加亲近大众。 在宁陕县中
心广场抬花轿、折子戏、跑旱船等非遗
民俗演出纷纷上演，其中“打铁花”的壮
丽景象仿佛天女散花， 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宁陕县龙王镇，民间艺人现场进行
踩竹筒、杂技、花鼓戏等表演，让群众享
受了一场文化盛宴。 这一系列“冒热气”
“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
的积极参与， 不仅营造了节日氛围，也
使人们更加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国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关注和购买国货。 他们为传统文
化的魅力所吸引，同时也为国内品牌的
质量和设计所打动。 这种消费趋势不仅
推动了国货的发展，也增强了年轻人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
精神家园，通过春节期间的各种活动和
消费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国潮的崛起
不仅仅是一种消费现象，更是文化自信
的体现， 也预示着消费市场的巨大潜
力。 只要我们将高品质的国货与源自传
统文化的时尚元素结合起来，让传统文
化和国产品牌焕发新的光彩，我们就能
引领新的消费热潮，让“国潮风”继续在
消费市场中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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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旬阳市 2024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
启动。 56 家企业 1000 余求职者进行线下对接，现场初步达成用工意向
286 人，线上报名参加培训后定向就业 244 人，线上招聘达成意向 300
余人。其中为新建的新社区工厂新泰阳玩具总部定向招工 115 人，截至
目前累计达成就业意向 800 余人。

“我准备今年不出去打工了， 家门口的新社区工厂待遇挺好的，还
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 ”在新社区工厂招聘区，外出返乡过年的周女士
说。 今年，很多用工企业都提高了员工的薪酬待遇，通过优厚的报酬吸
引人才回流，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幸福就业”。

在职业技能培训报名区参加了起重机械操作培训的小张说道：“外
出务工没技术、 难挣钱， 没想到招聘会还能提供培训、 就业一条龙服
务。 ”本次招聘会上，通过扫描培训报名二维码进行线上技能培训报名
有 244 人，将在培训合格后定点输送就业，让群众实现技能就业、稳定
就业。

此前，为切实做好今年的招聘工作，旬阳市人社局全面征集了旬阳
市内外 600 余家企业的用工需求，提供就业岗位 2.3 万余个、就业见习
岗位 200 余个，建立了重点产业链、重点企业缺工清单，通过“线上+线
下”多渠道广泛宣传；发挥市、镇、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作用，全面征集
城乡群众的就业意向及就业需求，定向进行就业岗位推荐。自春节前开
始，结合群众赶集习俗，以小规模、多频次的形式，把招聘会开到镇村，
已达成用工意向 300 余人。 同时组织流动宣传车， 进村入户开展送政
策、送信息、送岗位、送温暖、送服务的“五送”活动，发放招聘相关宣传
资料 3 万余份，让群众“足不出户、岗位到手”，提高了招聘工作的实效。

据悉，旬阳市“春风行动”招聘会在 1 月 23 日启动后将持续到 3 月
6 日，到镇巡回开展“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线下招聘活动 20 余场
次。 同时充分利用“一库一链四平台”公共就业社保信息化系统，以“零
工市场”为依托，以 76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纽带，采取“线上+线下”
的模式，针对重点人群定向推荐岗位、定点输送就业，让有就业意愿的
群众人人有业、人人乐业。

旬阳市“春风行动”线上线下
招聘达成意向 800 余人

通讯员 吴礼龙 刘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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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用
山地轨道车
将有机肥运
到地头

村民们在抢施萌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