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石泉县池河镇，阡陌纵横间，一台台旋
耕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翻犁、旋耕，农户们忙碌的
身影穿梭其中

3 月 20 日， 在力建村紫皮长茄保供基地，打
田机来回穿梭，土地被翻卷起来，散发出阵阵泥
土味。 打田、起垄、施肥……一派繁忙的劳动景
象。 “拉线、对齐、压绳……”在热火朝天的吆喝声
中，10 多把锄头一起挥舞着，不一会儿，田地里就
出现了一行行整齐划一的田垄

“趁这几天天气好把地整出来， 准备种植紫
长茄子，今年我们预计种 150 亩紫皮长茄，主要是
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聚集富硒预制菜首位产
业发展思路，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农业产业规模
化、集约化。 ”力建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陈向平一边施肥，一边乐呵呵地介绍。

预制菜基地的建设不仅为村集体增加了收
入，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渠道。 “我们
在这里务工，每天都有活做，每个月有两三千元
的收入，既可以照顾家里，还能赚点零用钱，学点
种植技术，感觉非常满足。 ”村民钟泽全说起目前
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据悉，除了力建村，池河镇新兴村、双营村、
良田村、五爱村也都开始了打田、起垄、覆膜等春
耕备耕工作，预计到清明节的时候茄子苗就可以
全部种植下地了。

“池河镇今年预计打造 1000 亩订单预制菜和
高效蔬菜保供基地，主要种植紫皮长茄、辣椒、土
豆、黄花菜、芦笋等高效蔬菜，其中村集体经济种
植 400 亩，大户及农户种植 600 亩。预计年产值达
到 600 万元以上，实现带动农户产业就业 1200 余
人次，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池河镇镇长刘勇
说，池河镇将围绕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狠抓
预制菜保供基地、蚕桑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桑畜
菜，药果游”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稳粮保供能力，
实现产业振兴菜篮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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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紫阳县城关镇塘么
子沟村三组，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项目如火如荼， 现场呈现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 村民张必兵和
其他工人一起正在做挡墙， 他表
示：“以前我们是出门打工挣钱，
现在参与村上的工程建设， 每天
都有 200 多元的收入， 不仅收入
有保障，还能照顾到家庭，感觉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

该镇塘么子沟村三组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项目是以工代赈项
目， 通过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工程
建设， 让群众在参与劳动的过程
中提高收入 ，实现 “输血 ”与 “造
血”有机结合。 据了解，该镇以工
代赈项目总投资达 320 万元，其
中以工代赈资金投入 290 万元，
项目主要包括新建农村文体基础
设施 1500 平方米， 新建步道 1.5
千米，挡墙 200 立方米。整个项目
2 月初动工， 目前正在实施基础
开挖， 预计 2025 年 1 月底完工。
同时， 该项目可带动 120 余人就

业， 计划发放劳务报酬规模 103
万元 ， 占投入以工代赈资金的
35.52%。

“项目实施后可极大提升本
村基础设施条件和群众生产生活
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业余生
活等问题， 促进村域生态环境提
升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具有十
分明显的经济效益， 为创建省级
‘千万工程’示范村奠定坚实的基
础。 ”对于项目的实施，塘么子沟
村党支部书记金鹏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

“镇政府主要对以工代赈项
目资金使用及工程质量、 安全等
重点环节进行监督， 把握好项目
建而有用、群众劳而有获。 ”城关
镇副镇长龚成思介绍， 以工代赈
项目对拓宽群众就业和增收渠
道、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都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 也激发了群众内生
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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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平利县西河镇的茶园正是
一派忙碌景象。身挎茶篓的采茶人穿梭在
青绿之中，娴熟地将一片片鲜嫩的茶叶摘
下，放入篓中。不一会儿，茶篓里便满是碧
绿的茶叶，散发出阵阵清香。

茶产业是西河镇的特色优势产业。近
年来， 西河镇茶产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逐步提高，品牌美誉
度稳步提升。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当地联
农带农富农的重要产业，有效助力乡村振
兴。

家住西河镇梅子园村的余顺平正在
连绵起伏的茶园里忙碌着。 “现在正是采
摘春茶的时候，特别忙，我一大早就来到
茶园采摘茶叶了。”余顺平说，自己长期在
善斌生态茶厂务工，现在每天有一两百元
的收入。 “在茶园工作离家近、 收入也不
错，而且茶园还会不定期邀请茶叶专家开
展技术培训， 让我从中学到很多茶树种
植、管护的知识。 ”

在西河镇欣园雅舍休闲农庄，一垄垄
蜿蜒叠翠的茶树“挂”在云雾缥渺的山坡
上，绿意盎然。忙着采摘茶叶的人，不仅有
茶农，还有来自上海、内蒙古等地体验茶
叶采摘乐趣的游客。 在这里，游客们不仅
能了解到茶树品种、有机茶园管护、鲜叶
采摘、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与茶叶生产相关
的知识，还能参与相关的农事活动，体验
有机茶的种植、采摘过程和炒茶、制茶等
项目。

茶园变景区、茶山变“金山”……近年
来，西河镇从一片片茶叶入手，深入挖掘
“茶文化”，聚力“茶产业”，持续推动茶产
业提质增效、促进茶农增收、增强茶产业

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产业规模逐步壮大，西河镇茶产

业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产业规模优势逐
步凸显。

“采茶的方式大体有三种 ， 分别是
细嫩采 、适中采和粗老采 ，其中细嫩采
是指从茶树上采下芽 、一芽一叶或一芽
二叶初展的细嫩原料 ，一般适宜制作特
种茶……”在平利县善斌公司国家专家
服务基地 ，专家团成员刘涛正耐心地为
茶农讲解采茶知识 。 西河镇在坚持 “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基础上 ，借助
国家级专家服务站平台的优势发展茶
产业，实现科技赋能 、产业升级 ，驱动一
片片茶园华丽转身。

走进西河镇西蒙茶叶有限公司的茶
叶自动化生产车间，看到一批批新鲜茶叶
正陆续运入。 多条生产线上机器轰鸣，茶
味的清香溢满车间。 公司负责人余涛介
绍，通过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公司实现了
茶叶加工智能化连续性生产，有效促进了
茶叶标准化生产，扩大了生产规模。

如今的西河 ，既有 “绿水青山 ”的颜
值，又有“金山银山”的内涵。截至目前，西
河镇拥有生态茶园 7000 余亩、茶企 10 余
家。

“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 茶产业已
成为西河镇的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 ”西
河镇党委书记杨友军说道，“西河镇将进
一步加大对茶产业发展的投入，借助国家
级专家服务站这一平台，组织专家通过技
术指导、决策咨询 、项目合作 、联合攻关
等，做优早春茶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
力。

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
通讯员 梅兴宇 文/图

“项目推进起来还顺利吗？ ”
“一季度的销售量怎么样？ 在生产经

营方面有哪些困难？ ”
近日，汉滨区工商联会同城北商会有

关负责人走进安康大健康实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宏诚二手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佳
和联创全屋定制有限公司、安康勤博云猫
科技有限公司等会员企业，调研新形势下
企业运营情况，探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
融合之举，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汉滨区工商联作为民营企业
“娘家人”，发挥商会联系广泛、资源丰硕、
信息迅捷的优势， 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
压，千方百计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工作的向心力、 凝聚
力。

“知企业家们之所需， 才能把工作做
到他们的心坎上，把服务送到企业的最需

处。 ” 汉滨区城北商会会长章进良介绍，
汉滨区城北商会有 100 余家民营企业，
围绕安康绿色循环经济发展， 积极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 紧扣这一着力点，商
会以创建“四好”商会为抓手，深入会员企
业，通过走访、链接资源，抱团发展，为企
业纾难解困。

安康勤博云猫科技有限公司是 2021
年成立的专业养车公司，客户资源单一等
问题成为困扰公司发展难题。在走访活动
中，走访组通过介绍精准客户等方式帮助
企业解决难题。

“工商联和商会经常来我们这里 ，
讲解政策 ， 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 ”安康勤博云猫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锦波介绍 ， 今年他们将以更高效 、
优质和热情的服务 ，让客户更加满意舒
心。

企业提需求，商会抓服务。 在佳和联
创全屋定制有限公司，走访组给企业的生
产、销售提出建议，希望企业能够把品牌
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会员企业发展；在
安康市宏诚二手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走
访组建议企业要优化管理模式、拓宽销售
渠道，多与会员企业链接，积极参与“万企
兴万村”行动。

在陕西安康大健康产业控股集团中，
无菌化魔芋制造车间中身着 “硒谷明珠”
工服的员工，在流水线上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在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作
业，挖掘机、装载机等机器声隆隆作响，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作为归雁经济的一员， 回到家乡发
展富硒产业。 我们将引导好会员企业发
展，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为聚力建设
幸福安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康大健康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汉滨区城北商会常
务副会长钱超介绍， 企业秉承科技创新、
人才驱动、平台分销、科学考核四大优势，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配合工商联、
商会引导广大会员企业，为汉滨乡村振兴
尽一份力量。

暖民企、增信心、鼓干劲，汉滨区工商
联多方位多途径对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进行调研、收集民意，为持续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建好言、献好策。

“我们将继续在‘亲商助企’新常态、
‘万企兴万村’新进展、商会建设新形象等
方面做好工作，以务实作风、实干精神优
化营商环境，为汉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对于未来助力民营企业发展、护航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汉滨区工商联主席易
玮说。

当 好 后 盾 优 服 务
通讯员 宋孝波 张 彬

3 月 19 日，春光明媚，汉阴县城关
镇 2024 年“四季村晚.花海踏歌”徒步游
园踏青活动在赵家河村火热开幕，让游
客沉浸式体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锦绣汉阴 .魅力
城关”文旅融合的乡野活力。

活动在开场舞 《锦绣汉阴·相约花
海》中拉开序幕，该镇负责人向参加徒
步游园踏青活动的游客们致辞， 随后，
《文化春风润万家》《民族团结一家亲 》
《老百姓的好心情》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赢得观众声声喝彩。 李花园中乐音

悠扬、欢歌笑语，让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朋友们深深感受到 “好客汉阴 、人文汉
阴”风土人情。

俯瞰千亩李子产业园，连绵山头的
李花竞相开放，娇嫩洁白的花朵缀满枝
头，此时的李子花并没有绿叶衬托，似乎
更显花的纯白，如棉絮雪花一样美，一团
团、一簇簇，放眼望去，灿若繁星，恍花游
客的眼，微风拂过，李花随风摇曳，淡淡
的清香萦绕鼻尖，令人陶醉。 游客三五
成群漫步花海，拍照留影，细嗅李花怒放
的醉人芬芳，打卡春日的浪漫。

“这里的李子花开的太美了， 置身
其中会让人忘掉所有烦恼，玩累了还可
以到特色美食展销区歇歇脚，品尝一下
汉阴的各类特色小吃，赏美景、品美食、
拍美照 ，活动组织得太好了……”游客
小刘对徒步游园踏青活动给出了满意
的评价。

赵家河村千亩李子花火热的游园
场景是汉阴县城关镇春季 “乡村游”的
一个缩影。 草桥村的油菜花、月河村的
樱花、五一村的牡丹花 、前进村的桃花
……阳春三月，辖区各种林果产业鲜花

怒放，为汉阴城关增添了别样的风情。
近年来，汉阴县城关镇以“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为目标，积极探索文旅
融合发展新路子，坚持以文促产，以旅兴
业，做好“花”经济，发展“果”产业，推动
“产业+旅游” 美丽田园综合体发展模
式。启动“四季村晚·花海踏歌”徒步游园
踏青活动是该镇结合春季特点，拓展“花
样经济”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以“开心
游、开心拍、开心吃”聚集人气，持续打造
沉浸式“乡村游”新业态，为拉动旅游消
费、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生机活力。

“以工代赈”促就业
项目建设惠民生

通讯员 马昌安 鲜有瑞

“花 样 经 济 ” 带 火 乡 村 游
通讯员 张辉 贺珍珍 李晶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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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开明
文 /图）眼下正是烟田施肥起垄的
关键时节， 为把好烟地开沟施肥
起垄关，提升烟叶质量，确保烟农
收入再上新台阶。 3 月 20 日，旬
阳市 2024 年烟叶标准化大田整
地起垄现场会在神河镇丰家岭村
召开。

“烤烟起垄要遵循严格的标
准，土壤持水量在 60%左右、并施
基肥起垄， 要按 120 厘米行距起
垄、垄底宽 50-60 厘米，面宽 35-
40 厘米， 垄高 25-30 厘米以上，
土壤细碎，垄体饱满，喷施防治病
虫害药剂后盖膜，开好排水沟，确
保雨停沟干。”烟草技术员在烟田
中一边讲解，一边示范。

起垄会现场， 技术人员就烤
烟种植过程中烟田施肥方法，起
垄垄向、行距、垄高，烟苗假植、病
虫害防治等技术要点向烟农们进
行了详细讲解。

“去年政府在我们村试点探
索了种烤分离、政策兜底新模式，
我的合作社通过和参与试点的几
户村民合作都有了不错的收入，

今年我自己种了 100 亩烤烟，又
按照种烤分离、 政策兜底模式和
12 户村民种植的 50 余亩烤烟签
订了收购协议， 我对今年的烤烟
增收信心十足。”丰家岭村先锋生
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看
着翻耕好的土地， 对丰收充满希
望。

连日来， 为搞好烤烟生产工
作， 神河镇积极组织烟站技术人
员、镇村干部深入各村田间地头，
积极做好土地协调和服务， 对烟
农烤烟育苗、假植、施肥、起垄技
术进行指导， 确保今年烤烟预整
地质量达到标准要求， 使烤烟移
栽工作在最佳节令内完成。

通过现场会的召开， 充分调
动了广大烟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坚定了烟农们发展烟叶产业
信心。截至目前，神河镇落实烟叶
面积 3300 余亩，目前前期准备工
作已经到位 ， 已完成起垄面积
300 余亩， 预计 4 月中旬起垄工
作全面结束， 为下一步大田移栽
打下坚实基础。

旬阳市启动
烟田标准化建设

指指导导耕耕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