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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陆青波 ）3 月 30
日，安康市工商联（总商会）五届三次
执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工商联（总商
会） 班子成员及五届执委， 市直各商
（协）会会长、秘书长，市工商联直属会
员企业负责人， 异地安康商会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及有关会议精
神， 审议通过了五届三次常委会工作
报告， 对 2023 年度会务工作先进单
位、优秀会长、优秀执委、优秀信息员
进行了表扬， 通报了市工商联直属商
（协）会工作开展情况，为新入会会员
授牌，增补了 2 名常委。

会议强调，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 也是加快建设汉江生
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在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积势蓄
能之年。 全市工商联系统要深学细悟

习近平经济思想， 深刻领会党中央对
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准确把握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唱响中国经济
光明论，及时传递党委、政府鼓励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声音， 引导民营企业
家坚定发展信心， 因地制宜发展好新
质生产力， 努力在新发展格局中不断
赢得先机和主动， 在高质量发展轨道
上行稳致远。

会议要求，要强化政治、思想、责
任引领,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做实经贸交流服务平台、 成长培优服
务平台、政企沟通服务平台、纾困解难
服务平台、 商会改革发展服务五大平
台，建立健全党建业务融合、民营企业
家培养、 机关干部成长激励三个方面
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工商联工作能力
和服务水平， 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
面， 用实绩实效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

市工商联（总商会）
召开五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郑晓虎）日前，茶歌紫阳 茗动长安———
2024 年安康市紫阳富硒茶品牌推介暨“春之茶”旅游季启动
仪式在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举行。

活动分为《贡茶在紫阳》《春山歌如海》《富硒·福兮·泽天
下》三个篇章。 以“品春茶、上春山、听茶歌、享美食”为内容，
开展了情景推介、古风奉茶、主播秀茶、启动仪式、“茶王茶”
有奖互动、文旅优惠政策发布、紫阳蒸盆子、美食品鉴、富硒
春茶展销等系列活动。

现场还发布了“名家写紫阳”“百名画家画紫阳”系列活
动，省作协主席贾平凹通过视频短片祝福紫阳茶，邀约大家
去紫阳品茶、观景，陕西书画院、大唐书画院、西安美术家协
会、西安美院多名书画名家现场赠画。

《上春山》《郎在对门唱山歌》《春动·茶香》《紫阳是个好
地方》等节目依次登台，现场气氛欢乐而热烈，赢得了阵阵掌
声。

活动中，发布了 2024 紫阳“春之茶”旅游季 4—5 月紫阳
文旅、茶事、体育等活动、“引客入紫”旅行优惠政策、“1314 踏
歌行·醉紫阳———2024 年紫阳全域通礼遇券”。 其中，准备了
5200 套“1314 踏歌行·醉紫阳———2024 年紫阳全域旅游礼遇
券”，每套为 1314 元消费优惠政策券。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共紫阳县委、紫阳县人民政府主
办，活动旨在让参与者尽享紫阳茶歌文化、茶旅风情和茶商
热情，以沉浸式体验活动，感受紫阳的厚重人文与大美景色，
传递幸福紫阳新主张。

近年来，紫阳立足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以“全域旅游示
范县”创建为抓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升级之路，致
力于将厚重文化和秀美风光转化为人们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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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谈荣坤 陈刚 ）
连日来， 白河县各个重点项目建设现
场奏响春日 “奋进曲 ”，抓重点 、破难
题，确保项目稳步推进，为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白河县茅坪镇集镇呈狭长带状，
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摊贩占道等现象
时有发生。 为进一步改善茅坪集镇公
共基础条件，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去年
7 月，茅坪镇启动“三场建设”，即在集
镇内建设停车场、菜市场和中心广场。
现在走进白河县县域副中心停车场项
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结
构的施工作业。

316 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上公路
是白河县的重大交通项目， 总投资约
4 亿元，计划工期 24 个月，建成后可
充分发挥十天高速交通大动脉的辐射

带动作用， 促进该县西南部山区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 在项目 LJ1 标段，隧道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施工
单位负责人焦亮告诉笔者， 在建隧道
全长 459 米，是此标段中难度最大、最
重要的一个阶段，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
和工程质量， 施工方聘请了专业技术
团队， 经过将近 10 个月的紧张施工，
目前隧道主体建设已进度过半。

今年以来， 白河县计划实施县级
高质量项目 64 个 ， 总投资 85.24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5 亿元；计划实施
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42 个，总投资 14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5.03 亿元。 其中
新建项目 30 个，总投资 96.9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62.07 亿元。 2024 年重点
项目谋划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重点项
目格局持续稳定向好。

白河项目建设争春忙

本报讯（通讯员 何丹）日前，镇坪
县 2024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科
技之春” 宣传月暨 “文明实践我行动”
“孝义新风进万家” 集中示范活动在钟
宝镇旧城村文化广场开展。

情景表演唱《美在镇坪山水间》，孝
义新风、惠农政策、急救知识宣讲，舞蹈
《在希望的田野上》，街舞表演《Breaking
齐舞》，小品《两个儿子一个妈》等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引得在场观众
掌声不断，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乡的
变化、生活的美好。

活动还对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和陕西省“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建
设示范点、“文明实践看安康”文明实践
创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 镇坪县
2020———2023 年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
体和第二届镇坪县文明家庭代表、好婆
婆、“孝义之星”进行了通报表扬。

此次活动参与群众达 600 余人
次 ，各成员单位设立了服务台 20 个 ，

13 支常备志愿服务队伍 、100 余名志
愿者根据各自的职能 ，开展农业技术
指导 、普法宣传 、健康义诊 、义务理
发 、科技科普 、咨询服务等志愿活动 ，
通过生动的理论宣讲 、精彩的文艺演
出 、 热心的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 ，把
党的理论政策 、科普知识以及就业信
息等送到群众身边 ，为乡村群众带去
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是一项深
受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今年以来，镇
坪县以建设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共同体试点县为抓手， 汇集优势资源、
拓展人员队伍，持续丰富“三下乡”活动
内容和形式，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
艺术普及、全民科普、全民健身、全民普
法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把最实惠
的政策、最贴心的服务、最精彩的文化
盛宴送到群众身边， 持续助力乡村振
兴，不断汇聚孝义新风，激发群众创造
美好生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动能。

镇坪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晓英）“感谢县
总工会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
手，给了我‘娘家人’的关怀，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汉阴县纪委监委干部陈某
在收到干部职工救助关爱补助金时激
动地说。

今年 1 月 13 日，陈某家中因电线
短路导致意外失火，家中墙面、家具家
电和生活用品全部烧毁， 火灾还将楼
上楼下邻居家窗户及空调烧坏， 家庭
财产损失惨重，造成直接损失 15 万余
元。所幸在消防队的奋力抢救下，其家
人及时逃出，无人员受伤，现房屋已无
法居住，只能暂借住其父母家。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县总工会
了解到陈某的遭遇后，积极联系告知
他汉阴县干部职工救助关爱基金可
对受灾导致生活困难的干部职工给

予帮助，经其本人申请、单位初审、救
助关爱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复核、领
导小组审核等程序 ，日前 ，陈某收到
3 万元救助关爱补助金。

汉阴县总工会 2019 年牵头创新设
立干部职工救助关爱基金，2022 年又
对救助标准和程序等进行了修订。该基
金采取财政补贴、工会经费划拨、社会
捐助等渠道筹集， 对因生病、 受灾、残
疾、见义勇为、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生
活困难的在职职工提供救助。汉阴县财
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 万元， 县总工
会经费每年配套 10 万元， 确保基金来
源的可持续性。 目前，通过汉阴县干部
职工救助关爱基金获得帮助的困难职
工家庭累计 69 人，发放救助金 76 万余
元，切实让很多职工家庭在基金的帮助
下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难题。

汉阴总工会用好关爱基金
情暖干部职工

3 月 20 日，雨后初霁，天空放晴 ，
空气清新。 行走在平利县长安镇洪福
茶山， 一垄垄修剪整齐的茶树尽收眼
底，道路两旁的野桃花、樱花仿佛给茶
山披上色泽鲜艳的外衣。 随处可见的
游人、延绵不绝的青山，构成了一幅山
乡巨变的秀美画卷。

山上山下茶园里，茶树上新冒出细
尖尖、毛茸茸的嫩芽，淡淡的茶香扑鼻
而来，十分诱人。 茶农有说有笑地采摘
着今年第一批春茶。

“有技术人员现场教我们采茶，通
过他们的指导， 我每天能采 2 斤半左
右，挣 100 块左右，顾个油盐钱。 ”家住
长安镇高峰村二组的洪余梅笑着说。

“茶农采摘的是龙井 43 号、 乌牛
早、福鼎大白等品种，我们将采摘的茶
叶连夜进行加工。 平日里，我们对茶园
管护要求高，按时除草 、修剪 、施有机
肥，所以这些茶叶品质好，价格卖得好，
均价 1200 至 1500 元， 市场供不应求，
农户采摘的积极性都很高。 ”平利县女

娲银峰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国安介
绍。

“春茶一口鲜 ，到底有多鲜 ，明天
我带大家尝一尝……”近日 ，平利县
兴强富硒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新
强连续几天在朋友圈发布视频 ，详细
介绍采回来的鲜叶经过一系列工序
后制作出成品茶叶的过程。 茶叶由于
色泽翠绿、汤色清亮 、滋味醇厚 ，富含
丰富的硒 、锌等元素 ，深受市场欢迎
和消费者青睐。

“一般来说， 我们采芽头的时候，
不能用指甲掐， 要用折采、 提采的方
式进行采摘，以免出现红梗 、红叶 ，影
响品质 。 采茶时有 ‘五不采 ’，即不采
对夹叶、不采鱼叶 、不采病虫叶 、不采
老叶 、不采紫芽叶……”日前 ，在平利
县西河镇梅子园村善斌茶叶产业园
里， 茶叶专家刘涛现场向茶农传授采
摘技术 。 经过严格的摊青 、 杀青 、做
型、烘干、精选 、包装等工序制作出的
成品茶叶， 由于市场口碑好， 往往供

不应求， 为群众致富稳增收起到了重
要作用。

平利县充分发挥茶饮产业人才
兴村服务队作用 ， 巡回深入一线 ，利
用现场培训会 、电话 、微信群等方式
宣传茶产业惠民政策 ，提供茶叶生产
加工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 ，指导
茶企做好春茶生产前的准备 ，以实际
行动促进农民增收 、产业致富 、农业
增效。

针对春茶集中采摘期招工难问题，
平利县出实招、见实效，助力茶饮产业
增产增收。

长安镇根据茶企不同需求，采取不
同工作模式服务茶饮产业，对招工难的
小户茶农免费提供劳务介绍；对茶业大
户，通过“小包”协议，包茶叶采摘，按照
增量加价方式提供劳务服务；针对大园
区，通过签订代种、代管、代采“大包”协
议定产定价，既包茶叶采摘也包茶园管
护。 2023 年以来，该镇乡村建设服务公
司累计为镇内 7 家茶企、大户介绍采茶

工 6800 人次，采摘鲜叶 13600 斤，提供
劳务服务 1.6 万人次， 服务茶园 2500
余亩， 带动 500 余名采茶工人均增收
3000 元，茶企增产 20%以上。

“我县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根据茶企
不同需求，采取劳务介绍、劳务小包、劳
务总包‘三种模式’服务茶饮企业，让茶
企从既管园子、又管生产、还要管销售
中解放出来， 有效破解茶企招工难、管
理成本高的难题，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
收。 ”平利县人社局副局长余兆帮说。

近年来，平利县以绿色协调发展为
方向， 坚持茶产业突破发展不动摇，持
续做大做强做优富硒茶产业，优化产品
供给结构，实现“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目标，在做优绿茶生产的基础上，大力
支持红茶、黑茶、白茶、秦汉古茶等茶类
生产，开发不同档次产品，满足不同消
费需求。 全面提高夏秋茶资源利用率，
促进茶叶增效、茶农增收、茶企增利，在
游茶山茶园欣赏美景的同时，切实增加
群众收入，实现因茶致富。

青山绘美景 茶香平利兴
通讯员 张禄

一排排茶树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一芽芽茶尖嫩绿微黄，生机勃勃，茶香
沁人心脾……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又到
一年春茶季，汉滨区各茶园迎来了一年
中最忙碌的时刻。

“采茶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能用指甲
掐，要这样向上提……”春分刚过，沿着
蜿蜒的公路走进大竹园镇马泥村唐庄
玉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茶叶种植基
地，只见农业技术专家正悉心指导，一
位位茶农任凭指尖在叶片中翻转腾挪，
嫩黄的茶芽滑进茶篓内，“春来采茶忙”
的靓丽风景在满山翠绿的茶园精彩上
演。

大竹园镇马泥村由于海拔落差

大 ，山间常年云雾缭绕 ，气候和土壤
都很适合茶叶生长 ，所出产的茶叶品
质高 、口感好 ，一直以其优良的品质
受到各地客商的喜爱 ，每年都供不应
求。

“合作社从 2021 年开始在这里发
展茶产业 ， 园区现共有茶树 310 余
亩 ，由于茶园管护良好 ，预计今年可
产春茶 5 吨 。 ”安康唐庄玉康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朝信心满满
地说。

春茶贵如金。 除了大竹园镇马泥
村的各大茶企，同样闻 “鲜 ”而动的还
有汉滨区流水镇碾坪村汉天垭茶业园
区，这里也正为今年的春茶 “第一采 ”

忙碌着，唯恐延误了时机。
走进园区基地，几十名茶农腰间挂

着竹篓，按照“一芽一叶”的要求，争分
夺秒又动作娴熟地将新芽收入篓中。

“一天下来 ， 我能挣 200 来块钱
呢。 ”采茶工余方娟笑得合不拢嘴，她
是流水镇人，如今每年采茶季在茶园里
务工，能挣一份不错的收入，她感到非
常满意。

流水镇碾坪村汉天垭茶业园区自
2012 年 9 月建园，现有茶园 630 亩，该
基地负责人胡万力介绍：“今年春茶从
3 月 20 日开始采摘，预估产干茶 1 吨、
产值 100 余万元。 我们带动了周边 120
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人均增收 1000 余

元。 ”
目前，汉滨区各大茶企均组织多名

工作人员对制茶设备进行制茶前最后
检修维护，做到春茶采摘加工与机械维
护两不误，全力保障春茶产销两旺，确
保茶园增效、茶农增收。

据了解，近年来，汉滨区立足富硒
资源和“陕茶 1 号”品种优势，全区茶园
总面积达 21.04 万亩，茶叶产量达 9430
吨，综合产值达 19.5 亿元。

“我们将充分发挥安康富硒资源优
势，以品牌建设带动产业适度规模化、
标准化建设，推进汉滨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 ”汉滨区蚕茶果技术中心主任张鹏
说。

春 茶 飘 香 采 摘 忙
通讯员 刘杨 罗妍

3 月 30 日，汉阴凤堰古梯田景区迎来游客高峰，游客们三五成群，穿梭在梯田之间，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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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亭松）3 月 29
日，汉滨区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开幕。
为庆祝大会召开， 汉滨区各界书画院
“幸福安康 书香汉滨”作品展如期举
行。

开幕大会后， 区委党校行政楼前
广场上，区领导同委员们一道参观，在
一幅幅书画作品前驻足观看、 讨论交
流。

“行书、楷书、篆书、隶书各类作品
都有，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真是让我
们这些书法爱好者大饱眼福。 ”

“有国画、油画、水彩、版画，还有
篆刻作品， 这是本土书画家的诚意之
作，极具地方特色、富有时代气息，称
得上是一场精神文化大餐。 ”

书画言志，翰墨传情。书画家们聚
焦安康汉滨， 泼墨翻锦绣、 走笔舞龙
蛇 ，秦巴山 、汉江水 、安康人 ，跃然纸
上、异彩纷呈。《安康八景》《乡村记忆》
《江边人家》 ……共同构成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

汉滨区各界书画院院长申小荣介
绍，这次“幸福安康 书香汉滨”书画作
品展共展出汉滨区各界书画院及汉滨
区书法家、画家 43 人 69 件优秀作品，
其中书法作品 32 件、 篆刻作品 3 件、
绘画作品 34 件。

据了解， 汉滨区各界书画院成立
于 2023 年 11 月， 在汉滨区政协党组
领导下，挂靠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按章程独立开展工作。 书画院成立以
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团
结书画界代表人士， 开展具有汉滨政
协特色的书画活动。

“希望借此展览，进一步增强汉滨
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激发热爱汉滨、
建设汉滨的干事创业激情， 进而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 ”汉滨区政协主席蒋
平说， 通过展示区政协各界书画院书
画作者的风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献
礼汉滨“两会”，助推汉滨区在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舞
龙头、走前列，引领发展。

“幸福安康 书香汉滨”
书画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储茂银）在紫阳
县双安镇白马村紫阳县宏锦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园区里 ，500 亩富
硒黄桃花开正艳。村民们手拿锄头、剪
刀等工具，为桃树锄草、修剪、施肥，加
紧春季管护，为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据公司负责人张太军介绍， 该园
区去年收益约 280 万元 ， 带动附近
200 余名村民通过务工、 分红等方式

增收。
近年来，紫阳县依托资源优势，除

了以富硒茶产业为主导， 还大力发展
富硒林果产业，在双安、红椿、洞河、洄
水等镇，种植黄桃、蜂糖李、金钱橘、冬
桃等特色林果， 总面积约 2.5 万亩 ，
2023 年总产值近 4000 万元 ， 带动
4800 余名村民参与其中，户均收入约
1.4 万元。

紫阳富硒黄桃
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