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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房内温度要控制在 24℃到 26℃，
蚕房的消毒和防病一定要做好……”立夏

时节， 走进汉滨区石梯镇联丰蚕桑产业
园， 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并列排序着，2400

平方米的建筑分为蚕室、消毒车间、桑叶
堆放处、物资仓库，周青锋和妻子给蚕身
上盖上桑叶，一个个可爱的蚕宝宝正在沙
沙地吃着桑叶。

“现在市场行情非常好， 这批蚕茧肯
定能卖个好价钱。 ”汉滨区石梯镇联丰蚕
桑产业园负责人周青锋高兴地说，今年春
季养蚕 35 张，产茧 1500 余公斤，按照 56
元一公斤的均价计算，总收入能达 8 万余
元。全年预计养蚕 160 余张，收入 30 万元
左右。

从小家境贫寒的周青峰，小学毕业后
就外出打工。 随着父母年龄增大，又加上
体弱多病，2017 年便回到老家照顾父母。
同时萌生了种桑养蚕的想法。

“安康有千年种桑养蚕的历史, 我看
好养蚕产业。 ”周青锋说干就干。 请教专
家、学习技术、考察市场、邀请技术人员现
场指导，经过不断摸索，坚定了他种桑养
蚕的信心。

2017 年，周青锋开始办理手续、流转
土地。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规划布局，蚕桑
产业园区已经初具规模，种桑养蚕的事业
也慢慢步入正轨。

“从一粒蚕子到年养蚕 160 余张，我
用了 9 年时间。 ”周青锋感慨地说，“回想
当初，也是不容易啊！ 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一路过来很艰辛……”
在蚕子孵化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暖，桑

叶一定清洗、 晾干之后才能喂蚕宝宝，刚
孵化的小蚕不要用手去触碰……说起这
些科学养蚕诀窍周青锋滔滔不绝。他感慨
道：“科学养蚕才是‘王道’！ ”

“种桑养蚕是个辛苦活。”周青锋的妻
子说， 一到盛夏蚕快产茧的时候，“饭量”
就特别大，天天起早贪黑不说，还雇了 10
多个村民帮忙，一天跑好几趟，吃饭都顾
不上。

桑园需要人管护、 蚕室需要人照料。
自园区建成起周青锋已经带动周边群众
20 余户 30 余人进园务工，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能就业增收。

“剪枝、施肥、除草、采桑叶、喂蚕，四
季都有活干，一年收入也有两万多元。”双
联村村民高文梅说。

除了种桑养蚕，带领村民致富。 周青
锋还种植五月桃、果桑，吸引游客前来采
摘和观光。 每到节假日，来这里采摘的游
客络绎不绝。

看着络绎进园的游客，周青锋脸上浮
现出淡淡的微笑。 对未来发展，周青锋已
有清晰思路， 在扩大养蚕规模的同时，他
还将与时俱进，朝着农旅融合方向迈开新
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为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充分发挥劳模工匠
在技能攻关、技能传承、人才培养、弘扬精
神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助推产业发展，近
日紫阳县总工会在和平茶厂组织开展“劳
模带我去品茶“活动。

活动特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紫阳县茶业发展中心三级主任科员邱红
英为茶企讲解紫阳富硒茶的内涵 、特点 ，
学习掌握茶的科学冲泡和品鉴方法 。
通过此次品茶活动让茶企引导消费者
泡好一杯紫阳茶，打通制茶和品茶之间的
最后一公里，以冲泡品茶来突出紫阳富硒

茶嫩香栗香浓郁、 滋味甘爽嫩滑的特点，
让消费者更加专业的认识紫阳茶的色香
味形和制作技艺，从而更好地推介紫阳富
硒茶。

近年来，紫阳县总工会充分发挥劳模
“传帮带”作用，动员劳模、工匠发挥技术
专长和专业优势，广泛深入校园、企业讲

好紫阳茶故事。 加快“4＋3”重点产业链建
设，大力推进茶旅融合发展 ，坚定不移
扩大茶规模 、做强茶产业、用心用情服
务茶企业、不遗余力做强茶品牌、弘扬茶
文化，推动茶饮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吴瑜）近年
来， 旬阳市铜钱关镇将竹产业作
为重点产业高位推动，锚定产业、
利益、生态、价值“四链条”，做好
“竹”文章，持续推进竹产业提质
增效、促农增收，实现产业兴旺与
生态振兴互促共进。目前，全镇竹
林面积达 5 万亩， 实现竹农户均
增收 5000 元以上。

夯实“产业链”，从高产量到
高品质转变。 素有“陕南竹乡”之
称的铜钱关镇一直是野生竹笋的
盛产地， 每年的野生竹笋、 竹架
杆、 竹制工艺品等系列竹产业就
能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产值。该
镇为进一步提升竹产业链向纵深
发展，通过有效管护、低效竹林改
造、积极培育竹产业加工企业，持
续推进竹产品精深加工， 实现集
约化发展。

扣紧“利益链”，闯出联农富
农新路径。铜钱关镇推行“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将产前、

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联结起来。拾
金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给当
地 400 余户农户带来 200 余万元
的采笋劳务收入。 此外，推行“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采取最
低收购价、稳定市场价、利润返还
等方式，在竹笋保鲜、竹笋预制菜
加工等方面下功夫， 带动农民就
业增收。

深耕“生态链”，变绿水青山
为金山银山。 铜钱关镇坚持以功
能拓展带动业态融合， 通过政府
主导，推动多元素融合发展。推进
国土绿化行动与竹产业融合发
展， 推进生态旅游与竹文化融合
发展，因地制宜、因势造景，挖掘
竹林资源潜力， 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让广阔竹山变成旅
游大资源，形成笋从山中出、人在
景中游的竹旅融合产业新模式，
全面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两山”理论铜钱关新画卷。近日， 在白河县人民广场上帐篷成

排，人头攒动。 这是白河县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百日行动”招聘洽谈会现场。 每
年，各镇村劳务公司都要组织多场次这样
的现场招聘活动，给群众送政策、送岗位、
送技能、送服务，帮企业招工人，帮群众找
工作，确保每个有劳动力的家庭至少有一
人实现稳定就业。

抓实劳务公司，引导群众外出务工

为了解决“有人没活儿干”“有活儿没
人干”的就业难题，白河县创新实施“四百
工程”，在全县 11 个镇 122 个村（社区），
成立 122 家村级劳务公司，健全了县镇村
三级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有组织的劳务输
出转移就业，做到外出务工有人管。

“我开年就想找个合适地方上班，有
一份稳定的收入，看到村劳务公司每天在
微信群里发的招聘信息，我觉得鄂尔多斯
这个砖厂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还不错，于
是就报了名！ ”彭家社区村民叶存路高兴
地坐上了前往鄂尔多斯的大巴车。

由各村党支部书记、“四百工程”协理
员、乡村振兴信息员、村组干部、外出创业
能人组成的劳务帮扶服务公司，重点做好

“摸清人力资源底数、精准建立一库五册、
广泛宣传就业政策、 按需开展技能培训、
及时推送就业岗位、 精准引导务工就业、
帮助开展维权服务、 培育壮大社区工厂、
吸引能人返乡创业、 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等十项职能，切实为外出务工群众提供全
方位、多层次服务。

开展就业帮扶，帮助群众稳定就业

家住构朳镇凉水村的杨兴东，老伴去
了深圳帮忙照顾孙子，老杨在老家住习惯
了，不想去深圳，总想在家找点事做，可是
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因他年龄较大而
被拒绝。

抱着试试运气的想法，他找到了村上
劳务公司，将基本情况做了登记。 让他没
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星期，村劳务公司就
通知他到县城一家单位做门卫， 活儿不
重，还管吃管住。

“感谢村干部， 不仅帮我找到了稳定
的工作， 还经常打电话了解我上班的情
况，让人感到很暖心！ ”杨兴东高兴地说
道。

今年以来，该县劳务公司举行线上线
下劳务招聘会 13 场次，利用宣传展板、微

信群、公众号、显示屏坚持“每日送岗”，收
集推送转发就业信息 180 余条，提供就业
岗位 2.5 万个。 全县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
6.3 万人 ， 占全年转移就业目标任务的
98％。

实施“双百双千”，促进群众就
近就业

今年，白河县重点推进以工代赈“双
百双千工程”，即：全县成立村级劳务公司
百家以上，每年实施以工代赈项目百个以
上， 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千名以上，每
年发放劳务报酬千万元以上，充分吸纳农
村劳动力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实现就地就
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通过以工代赈“小项目”，撬动乡村振
兴“大杠杆”，村级劳务公司成了带领群众
参与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带领群众就业
增收，让群众打工不再东奔西跑。

白河县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对使用政府资金建设的单项投资规模
200 万元以下、 购买服务 50 万元以下的
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40％以上由村级
劳务公司承接，并采取村民自建的方式实
施，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提高群众收入。

据了解，白河县今年将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清单 100 个，总投资超过 5000 万元。
项目正式实施后，当地群众将获得更多务
工机会和收入。

搭建服务平台，促进群众充分就业

自从白河县零工市场正式投入运营
以来。 白河县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
营” 方式，4 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集中入
驻，与 122 家村级劳务公司实施信息互联
互通，全天候收集发布就业岗位、免费提
供求职招聘，让就业信息、惠民政策直达
基层，直接送到群众手上。

为促进村级劳务公司发展壮大，由县
人社局牵线搭桥，组织村级劳务公司先后
与山东潍坊冠通、安康讯达、安康冉东聚
才等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持
续开展岗位供需对接，建立“订单式”“定
向式”劳务输转模式，实现人岗精准匹配。

今年以来，通过苏陕·西咸·高陵劳务
协作机制，新增就业 442 人，其中赴江苏
就业 156 人，新增赴高陵、西咸区域就业
609 人。

时下，圣女果迎来了上市初期。 走进石泉县池
河镇良田村蔬果种植基地，只见翠绿的藤蔓上硕果
累累，一串串圣女果如宝石般玲珑剔透，有绿的、黄
的，在绿叶的掩映下，阵阵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
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采摘成熟的圣女果，大棚
内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今年种植的品种是黄洋梨和樱桃番茄，
颗颗鲜红饱满 ,具有皮薄、肉厚、味美、汁浓、酸甜、
爽口等特点，市场上的销量也很高。”种植大户王传
亿一边忙着采收一边介绍。当谈起眼前这个由自己
“一手带大”的圣女果产业，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据王传亿介绍，2024 年是他种植圣女果的第 4
个年头。

“这里的圣女果都是自然成熟的，口感好、甜度
高、汁水多、有些入口即化，老人小孩都能吃，我隔
三岔五就会前来采摘一次。 ”游客杨女士一边采摘
一边兴高采烈地介绍道。

圣女果又名葡萄番茄、小西红柿、珍珠番茄。它
色彩艳丽，味道适口，外形讨喜。圣女果中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每百克圣女
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为 45 毫克， 是大番茄的两
倍。据悉，基地目前共种植了 5 亩圣女果，预计亩产
量为 2000 到 3000 斤，批发价约每斤 10 元。除了供
本地销售，还销往汉阴等周边城市。

圣女果从种植、管护到采摘、销售等环节需要
大量雇工，除了为种植户带来丰厚的收益外，也为
附近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
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在这里‘上班’，一天工作 8 小时，活不累，收
入也不错，还能照顾家，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43
岁的李莲菊开心地说。

特色农业发展风帆正劲。良田村的圣女果基地
只是池河镇大力推进产业富民的一个缩影。 近年
来，池河镇紧紧围绕“一村一品”“多村一业”发展目
标，不断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香脆李、羊肚菌、
章姬草莓等特色农业产业， 走出了一条产业兴、乡
村美、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本报讯 （通讯员 廖晓辉）今
年以来， 宁陕县金川镇立足工作
实际， 紧紧围绕 “营商环境突破
年”工作部署和要求，不断在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举措上下功夫、出
实招、求实效，为镇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细化服务流程， 树立 “店小
二”意识。镇村干部以严格的标准
要求自己，推行“店小二”服务模
式，为企业、群众提供惠企、惠民
政策咨询等各类贴心服务。 按照
“时间短 、流程少 、环节优 ”的标
准，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有
难必解 、有忧必排 ”，以 “主动服
务、靠前服务、创造服务、科学服
务”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
任务落实到位。

强化宣传力度，营造“全民参
与”氛围。充分利用政务微信公众
号、 微信工作群等方式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 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志
愿者深入到“网格区”、到企业进

行走访调研， 广泛收集企业和群
众反映的各方面意见和问题，进
一步畅通诉求渠道， 实时受理群
众和企业诉求。 及时公开优化营
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动态，
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营造良好
的社会舆论环境。

深化走访调研，坚持“优质服
务”宗旨。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调
研活动，通过主动交流、走访调研
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运行及安全生产情况。 重点关注
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 充分征询企业对全县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
问题， 向企业讲解营商环境相关
政策， 指导企业用好各项优惠政
策， 确保营商服务常态化、 制度
化、规范化，不断提高为企服务效
率，破解发展瓶颈，提高营商环境
“软实力”。

近日，在石泉县云雾山镇官田村冬桃园里，驻村工
作队及村两委干部正带领村民种植盆栽魔芋， 茂密的
冬桃树下环绕着成片的盆栽魔芋， 呈现出一派忙碌景
象。

冬桃树下种植魔芋，一地两用，形成冬桃、魔芋共
生互补的立体产业种植模式， 既满足魔芋喜阴的要求
又不需要占用新的土地。 在冬桃树下为盆栽魔芋培育
土质同时，也完成了对冬桃树的除草、松土、施肥管理，
一次作业，两种作物收益。

“盆与盆之间要留 5 厘米的距离，后期有利于魔芋
生长，盆栽装好，最后在盆里盖上谷壳、干树叶覆盖物，
这种方法不仅能防治杂草，还能保水保肥，促进魔芋生
长。 ”在冬桃园里，技术员正在给村民培训魔芋种植技
术。

“树上结冬桃、树下种盆栽魔芋，是官田村因地制
宜探索发展的‘新林下经济’。截至目前，已在冬桃园里
种植盆栽魔芋 4 万盆，有望增加收入 20 余万元，还带
动了周边 50 余人务工。 同时，盆栽魔芋也可以放在每
家每户的房前屋后， 为庭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 ”官田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晓军说.

“这次给村集体装盆栽魔芋，我干了 11 天的活，一
共挣了 1430 元，我家就住在桃园旁边，在家门口就能
挣到钱非常开心， 很感谢村集体给我们就近提供挣钱
的机会。 ”村民汪安运一边挥铲装土一边说。

云雾山镇官田村盆栽魔芋只是云雾山镇特色产业
发展的小小缩影。 近年来，全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产业规模，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有
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开启
了乡村振兴新路子。

创新实施“四百工程” 稳固群众务工就业
通讯员 卫扬才 聂国松

年收入 30 余万元！ “养蚕小白”变身“土专家”
通讯员 冯维杯 东京 崔一帆

麻柳镇多举措开展
茶叶市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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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镇三举措推动
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劳模带我去品茶”助推茶饮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廖秋圆 叶柏成）
连日来， 为规范茶叶市场交易秩
序，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广大茶
农的合法权益， 维护紫阳富硒茶
地理标志产品对外形象和声誉 ,
紫阳县麻柳市场监管所多举措开
展茶叶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以茶叶生产、加工、
销售企业和小作坊等为重点，一
方面检查其主体资质是否齐全有
效； 茶叶产品的生产日期、 保质
期、储存条件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紫阳富硒茶地理标志商标授权及
使用是否合法； 茶叶包装及广告

宣传是否合法规范。 严查以次充
好、短斤少两、掺杂使假、价格欺
诈等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在检查
过程中全方位、 多层次地开展紫
阳富硒茶地理标志保护相关宣传
活动，现场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食品和化妆品）》等相关法
律法规，普及基础知识，传播知识
产权共建共享共治理念， 营造全
社会尊重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
权的良好氛围， 打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铜钱关镇做好
“竹”文章助农增收

冬桃树下来了魔芋“小邻居”
通讯员 陈钰 文/图

周青锋夫妇喂养小蚕

种植盆栽魔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