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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安康全面落实省市“营商
环境突破年”重要部署要求，立足市情实
际，大力探索“一二三四”工作法，全面落
实促外贸稳提质税费优惠政策，综合设立
“安康市外向型经济税收服务基地”，为全
市出口企业提底气强信心， 以高标准、优
服务、强效能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

建好一个机构。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外贸工作， 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
织领导，建立由市商务、税务、人行安康
中支等单位组成的安康市优化出口退税
办理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协调指导出口
退税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切实发挥
统筹协调作用， 切实加快对外贸易平台
建设，推进安康保税仓建设，发挥“安康
壹号”海外仓功能，运用好陕西自贸试验
区安康高新区及恒口示范区协同创新区
作用，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去年实现进出
口总额 20.16 亿元、增长 26.5%。 全面拓
展与西安国际港务区、 陆海新通道重庆
运营公司合作共建， 中欧班列西安集结

中心安康分中心、 西部陆海新通道安康
集结分中心高质量运营，“安康—重庆—
东盟”铁海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
安康“无水港”实现外贸集装箱去年出口
量达到 4221 标准箱，航空货邮吞吐量增
长 60.6%。

提升两个能力。 大力提升干部退税
能力。 市商务、税务部门联派指导员，各
县（市、区）根据辖区出口退税人员操作
业务情况， 抽调人员到安康市外向型经
济税收服务基地集中参加培训及实操，
通过市县联建不断提高办理出口退税能
力。 自 2023 年 5 月基地成立以来，全市
依托基地共举办各类研讨培训 11 次，累
计培训企业财务人员 210 余人， 惠及企
业 300 余户。切实提升干部服务能力。建
成“1 厅 2 室 1 中心+3 个直通服务点”服
务基地， 即设立 1 个智税微厅、1 个政策
交流研讨室、1 个个性服务室、1 个专业
人才培训中心，辐射安康高新区、五里工
业集中区（城东新区）、恒口示范区 3 个

服务直通点，通过采取“线上+线下”全方
位覆盖、“通用+定制” 全维度服务、“岗
位+团队”全流程护航的服务管理措施。

坚持三个结合。 坚持与“枫桥式”税
务建设相结合。 通过“一企一策”精细化
服务、税务管理团队定制化服务、“线上+
线下”互动化服务，大力推动“税务管家”
工作，对出口企业开展政策推送、税费辅
导和疑难解答。 坚持与“一站式”政务服
务相结合。 扎实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创新，
全面简化出口退税流程，精简资料，全流
程推进电子提醒、电子申报、电子退库、
电子开票、电子备案，出口退税办理提质
提速 。 2023 年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
5.72 个工作日， 其中二类企业 1.12 个工
作日、三类企业 9.38 个工作日，分别比规
定时限的 3 个工作日和 12 个工作日缩
短了 1.88 和 2.62 个工作日。 坚持与“保
姆式”退税服务相结合。 切实提升出口退
税服务质量，梳理健全退税企业清单，对
涉及退税业务的企业， 提前介入并全流

程辅导，提升退税智能申报水平。 一年来
已为全市提交申报的 40 户纳税人办理
出口退税，开展各类政银企对接活动 130
余场次。

建好四项机制 。 建好包保问效机
制。 建立进出口企业包联和跟踪问效机
制，闭环管理，提升政企互动水平。 建好
协同联动机制。 健全税务、商务、外汇、
海关等部门信息交互和联席会议机制，
凝聚部门共识，提升监督服务效能。 建
好意见搜集机制。 建立诉求汇集渠道，
通过 12345 便民热线、座谈、走访 、电话
等多渠道收集企业出口退税方面诉求
问题 ，分析研判 ，提升出口退税问题解
决精准度。 建好督办推动机制。 建立由
商务部门牵头的联合督办机制，对进企
业提出的问题 ，第一时间移交 、第一时
间督办、第一时间回复，提升协作质效。
一年来共为辖区纳税人办结出口退税
12104 万元， 退税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5404 万元 ，增幅 81%。

我市多措并举赋能外向型经济发展
通讯员 刘益伟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珊珊 马智刚）时下正值淫羊
藿移栽的关键期 ， 走进石泉两河镇中心村集体
经济淫羊藿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忙着起垄、放苗、
填土……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中心村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全村的主导产业，村
“两委”及工作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满怀信心地
书写着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技术培训与
推广，多次组织中药材种植大户、技术人员赴安徽等
地学习， 同时邀请陕西天士力技术总监为村民们讲
解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使他们开阔眼界、
增长技能。结合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大力引进适生
新品种，从全国范围内考察精选了黄精、紫苏、淫羊
藿等一些适合本地种植的中药材， 把种植效益高的
品种在全镇推广，做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与陕西天
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以“订
单式”收购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发挥本草溪谷龙
头企业的优势，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开发药膳，探索
打造出种植、 采摘和炮制等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体验之旅，促进康旅融合发展。

目前，中心村的中药材种植产业已初具规模，其
中林下黄精种植 300 亩， 盆栽黄精种植 5000 盆，紫
苏种植 180 亩，土荆芥种植 50 亩，林下淫羊藿种植
40 亩，丹参试种植 1 亩，带动周边 60 余人务工，集
体经济收益 50 余万元。

近年来，两河镇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
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发展黄精、紫苏、五味子等中药
材种植，形成了种植、采收、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为
乡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池塘边沏一杯白河春燕茶，白天看云海，
晚上在蝴蝶秋千上看星星。我一直想打造这样一
个宁静舒适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探寻乡间味道，
可以重拾儿时记忆，更可以让家人朋友尽享慢生
活的惬意。 ”4 月 23 日，白河若水山居民宿小院
的负责人黄顺忙得不亦乐乎，招呼客人的同时还
不忘推介他的民宿。

若水山居位于白河构朳镇 3A 级景区庙山寨
脚下的凉水民俗文化风情街入口 200 米处，距十
天高速白河出口和白河县城仅 10 分钟车程，因
交通便利、环境舒适，开业后生意火爆。

走进民宿，绿树池边绕、锦鲤水中游，一条石
板小径从草坪中穿过，庭院里满眼是绿，摆放的
一些老旧桌椅也仿佛在诉说着远去的故事。三楼
的露台，随着蝴蝶秋千的摆动，小孩子的欢笑声
此起彼伏。到了夜晚，秋千的灯亮了起来，三五好
友围坐在星空下唱着歌、吃着烧烤，享受着乡村
夜晚的美好。

“为了让客人吃到地道可口的饭菜， 我们坚
持所有食材都是当天采买，保证食物的安全和新

鲜。我们这里的特色菜有孜然烤羊腿、肥肠鸡、剁
椒鱼头等，为了迎合各地游客的喜好，民宿也推
出了桂花蜜藕、槐花鸡蛋、红薯粉炒腊肉、清炒竹
笋等白河农家菜……”民宿的主厨向东介绍道。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户家庭经营面临
的困境，构朳镇不断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积极引导农户采用
租赁经营型、 托管经营型、 自主经营型等多种模
式，通过壮大现代种养殖业、乡村特色产业、乡村
新型服务业，把民宿和庭院经济纳入整体乡村规
划， 先后在凉水民俗文化风情街培育庙山人家、
满成庄园、若水山居 3 家业态，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 20 余个就业岗位，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村民的
收入。 若水山居民宿依托周边 3A 级旅游景区和
镇级农业采摘园区，建成集吃、住、游、采摘体验
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可一次性接待 100 余人。

临近五一， 游客的数量和订单都在增加，民
宿也顺势推出了一些特色新菜。 虽然生意很好，
但游客点菜的时候，民宿的服务员会根据人数的
多少进行预判，劝导游客适当减少数量，避免浪

费。 同时，为了让客人住得温馨舒适，民宿的保洁
人员每天都会对房间进行全面的清扫消毒。 预计
6 月中下旬，周边的农业园区也会陆续对游客开
放杏子、黄桃、无花果、石榴等采摘项目。 计划投
资 2000 万元左右的庙山寨花海项目也正在加速
推进，届时游客定会有美不胜收的体验感。

“今天一早我们就踏着青石步道去庙山寨逛
了一圈，下来的时候看到这家民宿，门口的花吸
引了我们， 走进去就决定住下来尝尝农家菜，来
到这里，为家人寻觅了一份宁静，爱人的乡愁有
了寄托，孩子们更是体验了乡村生活。 ”游客何先
生是湖北人，他的妻子是白河人，在朋友圈了解
到若水山居，特地选择前来游玩。 他这样的评价，
让黄顺发展的底气更足。

农文旅激活乡村美丽经济，让“诗和远方”触
手可及。 如今的白河，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道路阔步前行，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看到了奔头，纷纷响应
政府号召，发展民宿产业和庭院经济，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 岚皋县坚持把茶产业作为
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以“延链补链
强链”为重点，坚持“区域化布局、一体化
经营、专业化发展”的理念，推动茶生产、
茶文化、茶旅游融合发展，深化实施茶产
业转型升级，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春日百花艳，茶香最风华。走近占地
1200 余亩的南宫山镇桂花村茶叶园区，
茶树吐出嫩绿新芽，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
茶香，满山茶园青翠，采茶师傅们穿行在
一行行茶树间， 动作娴熟地将嫩芽采摘
下来放入竹篓， 一幅产业兴旺的画面尽
收眼底。

“我们根据园区海拔落差，搭配种植
了早中晚茶树品种，主要有‘陕茶一号’
‘黄金芽’和‘五峰柳叶早’三个品种。 当
前正在采摘的是黄金芽 ， 种植面积是
200 亩，单株选育培育而成，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相比传统绿茶营养价值更高。 ”
岚皋县硒博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淳锋介绍道。

与此同时， 在位于茶园下面的加工
车间里，茶叶生产设备正在高速运转，工
作人员对当天采收的春茶进行杀青，经

过揉捻、初烘等多道工序，六个小时后方
能做出成品茶 。 今年已经卖出成品茶
5000 余斤，净收益 50 余万元。“我们目前
具备绿茶、红茶、白茶等品类全流水线作
业线，有南宫银针、南宫翠芽、龙安碧旋
和毛峰等系列产品， 预计今年可产红茶
和白茶 6 吨左右。 ”

据了解， 岚皋县硒博士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建于 2018 年， 是一家集茶叶种
植、研发、加工、销售、茶文化交流及农业
旅游观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化企
业。 目前，该公司已经成功申报为安康市
市级龙头企业、 安康市市级农业现代园
区、岚皋县县级航母型园区，2021 年荣获
“陕西省十佳最美茶园”称号。

“我们以千亩茶园为依托，将园区变
景区，相继开发了以茶叶、茶文化为主的
餐饮和民宿，预计下个月进行试营业。 同
时积极打造茶叶采摘、手工制茶、泡茶、
品茶等内容的研学活动，吸引了西安、安
康 、 岚皋的中小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教
育。 ”王淳锋说道。

与此同时， 在位于佐龙镇乱石沟村
的岚皋县岚水韵茶业有限公司， 前来卖

茶的村民络绎不绝， 负责人王德伍每天
下午四点开始收购鲜叶，称茶、登记、算
账、付款，忙得不亦乐乎。 王德伍介绍，从
3 月底开始， 他每天都能收购到 1000 余
斤村民们自种自采的茶叶， 目前已收购
鲜叶 3 万余斤，制作成品茶超过 3 吨，发
放鲜叶收购费 90 余万元。

“我们是边加工边销售，在自己现有
设备加工饱和的情况下， 与安康德润茶
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 委托他们代加
工红茶。 公司所产的茶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安康、西安等地，今年销售额已超过
160 万元。 ”王德伍说道。

近年来，佐龙镇因地制宜，持续改造
老茶园，高标准建新园，强化提升加工能
力,扎实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多元合力推
进茶叶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全镇共有茶
叶种植面积 1.1 万亩， 有较大规模茶叶
生产企业 10 家， 预计全镇 2024 年茶叶
产值超过 1500 万元。

“佐龙镇建立 ‘支部+龙头企业+产
业园区+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园
区建设，拓展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龙头
企业引领的优势， 拓宽特色产品营销渠

道。 同时大力发扬‘店小二’精神，着力打
造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的茶叶产品，
持续推进佐龙镇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越来越多的群众依靠茶产业实现稳定增
收。 ”佐龙镇林业站站长张安琼说道。

据了解，岚皋县茶园总面积达 10.83
万亩，其中投产茶园面积 8.5 万亩，茶叶
覆盖全县 12 个镇 118 个村，全县茶叶加
工厂达到 50 家，建成了基地 500 亩以上
茶叶园区 18 个、创建市级茶叶示范园 15
个，发展规上企业 6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8 家。

今年岚皋县已完成 8.5 万亩投产茶
园春季管护， 整合资金 670 万元对全具
重点茶园 1.5 万亩实施低产低效改造和
提质增效， 目前生产名优茶 1500 吨，预
计全年产茶可达到 7600 吨，茶产业已经
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农户增收的支
柱产业。

“我们将围绕省市下达任务，结合产
业奖补办法、用好资金政策，解决产业短
板弱项和企业疑难问题。 对包括重点村、
重点茶叶园区和老茶园在内的 1.5 万亩
茶园实施提质增效， 同时大力推广茶园
绿色防控，抓好以茶网蝽、小绿叶蝉为主
的病虫害防控工作。 依托南宫山等三大
景区， 全面谋划茶旅融合一体化景区新
布局，以茶促游、以游带茶，使之形成一
二三产融合的循环产业链。 ”岚皋县农业
科技服务中心主任程涛说道。

茶叶变茶业 美了乡村富了民
通讯员 周煜 杨雪

若
水
山
居
寄
乡
愁

通
讯
员
郎
海
侠
陈
元
元

石
泉
两
河
镇：中

药
材
产
业
助
振
兴

兴一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群众。
近年来，镇坪城关镇围绕中药材首位产业定位，充分利用镇域药材资

源优势和生态资源优势， 积极探索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药材
“种＋”模式，不断推进中药材种植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一个个由零星化向
规模化转变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扶“药”而上。

“苗子一定要下深一点，还要及时补充定根水，保证土壤湿润……”4 月
12 日下午，在城关镇小河村鑫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葛根种植基地里，公司
负责人卜美钞正与 10 余名村民一起抢抓春耕时机 ，整地 、覆膜 、移栽、浇
水……在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中，全县葛根移栽拉开了序幕。

“为了积极响应县上大力发展中药首位产业的号召，再加上镇坪野生
葛根分布比较广泛，种植基础好，葛根产业前景也十分广阔，于是我流转
了小河村 5000 余亩林地，用来发展葛根产业。 目前，我正组织附近村民移
栽葛根，预计到今年可移栽粉葛 200 余亩，柴葛 4000 余亩。 ”卜美钞说道。

“目前是葛根移栽的最佳时节，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正抢抓时节移栽
葛根，确保在 4 月底前全部完成。 ”卜美钞介绍，从葛根产业前期规划、土
地整理、育苗移栽到追肥管护，县级配备产业技术骨干，镇村配备产业技
术指导员，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多方力量为发展葛根种植保驾护
航，为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不远处的育苗基地里，村民刘定兰正熟练地拔出葛根苗，小心地整理装
篮，然后运送到山坡上准备移栽，“我就住在这附近，在基地就近务工一天能
挣到 150 块钱，还管一顿饭，我年龄大了没办法出去务工，在家门口一年就
能挣到 1 万多块，相当可以哒。 ”村民刘定兰一边忙着栽种一边说。

一株株葛根正吮吸着阳光向土地深处扎根延伸，贮存养分迎接丰年，
但卜美钞的愿景远远不止于此：“仅仅种出来收益不多， 我还计划建设葛
根初加工厂房，进行葛根产品研发，生产葛根粉、葛根粉条、面条等农特产
品，提高葛根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

城关镇紧抓葛根种植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按照市场导向、企业
主体、项目带动、园区承载、政府服务总体思路，通过企业和合作社与农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在 9 个村培育葛根种苗 335.8 万株， 预计从育苗、种
植、管护到采收全过程将吸纳 400 余名群众在葛根基地务工，保障了经营
主体用劳用工，实现了周边群众稳岗就业。

像卜美钞这样的致富带头人发展葛根种植仅仅是全镇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一个缩影。 城关镇在全力以赴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秦巴生态经
济引领区中，坚持把中药材种植作为推进镇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
统筹整合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积极拓展延伸中药材繁育、种植、初加
工链条，念活药字“经”。 如今，青山密林摇身变成中药材种植的第一车间。
目前，黄连、葛根、淫羊藿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 1 万余亩，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也日益壮大，联农带农机制成效日渐凸显，中药首位产业打造出的
提质增收路正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镇坪：

葛根种植富乡村
通讯员 张静

最美人间四月天。旬阳市铜钱关镇也迎来一年景美物丰时节：绿意涌
动的茶山把希望洒满大地，漫山竹笋发出“上春山”采挖的讯息……无论
是在山间小道还是集镇社区，勤劳的铜钱关人依托春山好物，让日子越来
越富足。

上茶山，淡淡茶香清新自然。 连绵的茶园犹如绿色的波浪，翻滚在山
间地头，采茶人戴着帽子，挽着茶篓，穿梭在田间，任指尖飞舞，一篓篓茶
叶变成了致富的“金叶子”。

在双河村的太极茶业加工厂， 茶产业领头人杜金宏数十年如一日的
不断打磨， 太极茶业出品的高山富硒茶销量稳步提升， 他也被评为陕西
“十佳茶人”。在他的影响下，双河村也涌现出了刘和祥、霍良志、周波涛等
茶产业个体户，链动效应将带动更多人参与到茶产业中来，将茶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

为了进一步延长茶的产业链条，铜钱关镇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
将茶叶园区打造成集茶叶采摘体验、新茶品尝、茶艺欣赏为一体的现代化
“茶旅融合”示范区，发展茶叶主题民宿新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到铜钱关镇
感受采摘乐趣、体验茶文化，切实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
银山”。

观林下，鲜嫩春笋破土而出。 家家户户采竹笋、剥竹笋、煮竹笋，笋香
四溢，嫩绿的竹笋既是餐桌上大受欢迎的美味佳肴，也让村民们的生活节
节高升。

当前竹笋已进入销售旺季，为打开野生竹笋销路，笋农们将蒸煮好的
鲜竹笋集中售卖给收购商，经过真空包装后通过快递发往全国，赤岩社区
郭伦梅的特产店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斤的鲜竹笋整装待发。 拾金子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十分忙碌，用特殊工艺将收购的竹笋进行深加工，做
成竹笋酱、竹笋干、竹笋预制菜等系列产品，让深山里的美味走向全国各
地……

据初步统计， 目前日成交量平均 10 万斤， 丰采期单日可达 30 余万
斤，全年仅此一项可增加群众收入 1500 万元以上。 同时该镇充分挖掘青
竹资源优势，加强产业培育管护、引进市场主体经营，延伸出竹架杆、竹制
工艺品等系列产品，实现农户增收 500 万元以上。

近年来，铜钱关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强镇、和谐安镇、文旅兴镇、康
养富镇”战略，以推进绿色富民产业为原则，积极探索突出地域特色和带
动效益的绿色产业，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政府参与、企业化
运营、农户参与等产业组织形式，打造生态产业基地，以点带面，联农带
农，助力乡村振兴。

铜钱关镇：

春山有好物
通讯员 吴瑜

石泉城关镇枫树村地处汉江上游、石泉水库烟波湖北岸，因石泉水库的烟波湖昼夜温差和其高山峡谷地形，呈现大量上升的水蒸气，形成直径辐射 20 余公里的云海奇观。行
走在枫树村山间蜿蜒曲折的公路上，俯视浩瀚无垠的云海在汉江和高山之间翻涌，宛如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山水画卷和一场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
来旅游采风。 杨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