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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在汉阴县观音河镇观音
河村思源养殖有限公司的猪舍里，300 余
头生态黑猪膘肥体壮，企业负责人冉勇正
察看着猪的进食情况。

“我们企业借助苏陕协作累计销售生
态黑猪 1000 余头， 实现销售额 300 余万
元， 带动 50 余户群众户均增收 5000 余
元。 ” 冉勇说。

近年来， 汉阴县抓苏陕协作契机，带
动群众实现外出务工增收，引进苏陕协作
企业拓展本地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借助苏
陕协作支持促进本地产业提质增效，实现
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外出务工有保障

2020 年 4 月， 汉阴县成立苏陕协作
溧阳人力资源服务超市，及时收集发布江
苏省优质诚信企业用工信息，将企业岗位
需求、薪酬待遇、劳动保障条件等信息在
超市宣传栏上发布更新，便于本地求职者
筛选适合的岗位。

为避免务工人员盲目外出就业，人力
资源服务超市通过远程视频面试方式，拉
近用工企业和务工人员的距离。用工企业
借助宣传片介绍用工需求、岗位待遇等事
项，汉阴务工人员通过视频连线介绍职位

需求、个人特长等信息，让用工方和求职
方各取所需。

“我要是在家里上班， 根本挣不了这
么多钱。 ”34 岁的平梁镇安河村村民苑紧
近目前在江苏省无锡市一家美容院当店
长，每个月的收入超过 1 万元。

截至 4 月上旬，该超市累计发布江苏
就业岗位 90 条， 推送招聘岗位 7711 个，
实施远程网络招聘 2 期，帮助农村 561 人
赴江苏务工，其中脱贫人口 289 人。

为持续深化苏陕劳务协作，该县积极
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养企业所需的
技能型人才；不断拓展苏陕协作就业创业
实训基地，推进“点对点”转移就业，切实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

产品销售有市场

2020 年 4 月， 江苏优鲜到家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分别在溧阳、汉阴建成汉阴富
硒农副产品展馆， 集中展示汉阴的豆干、
富硒大米、 炕炕馍等富硒食品共五大类
200 多个品种，优鲜公司由此成为销售汉
阴地方农副产品的物流中心和对外交易
中心。 借助该公司的销售渠道，汉阴县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在全县各
镇建立种植、养殖生产基地 18 个。

从 2021 年 4 月以来， 涧池镇东风村
先后两批引进三黄鸡苗 3000 余只， 成年
鸡已全部销往江苏。 “苏陕协作有效解决
了我们的销售问题，解除了我们产业发展
的后顾之忧。 ”该村党支部书记徐洲说。

汉阴县组建 “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联
盟”， 在各镇建立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网点，
目前有 13 个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的农业企
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入农副产品 “联盟
体”，每年可在溧阳销售汉阴各种农副产品
1000多万元。 汉阴县组建“政务服务+招商
引资”工作团队，提供面对面“保姆式”服
务，2023年引入 6户企业落户投产，实际到
位资金 6700 万元， 吸纳农村劳动力 200
人。 两地聚力人才、项目、资金、信息等要素
共建溧汉农业产业园区 2 个， 投入协作资
金 430 万元，吸纳农村劳动力 153 人，援建
帮扶车间 11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328人。

产业发展有良方

蒲溪镇盘龙村借鉴溧阳市上兴镇牛
马塘村的产业发展经验，确定以盘龙桃文
化旅游为引领，以山水田园和民俗文化为
载体，建设以乡村休闲、创意体验、康体养
生、户外拓展等于一体的特色村庄。

2017 年以来， 该村累计争取溧阳市

1127 万元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引进
溧阳优良红桃品种发展红桃种植基地
1000 亩，建设优质蚕桑 450 亩，水果大棚
200 亩， 新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库 1 座、
民宿 2 处、太空舱 3 处、桃产业核心景观
工程 6 处、停车场 4 处，推动运营农家乐
6 家、农副产品销售点 20 余个。

盘龙村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十堰、
西安、 榆林等地游客前来游玩，“三生盘
龙、十里桃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
卡地，盘龙村由此成为县域内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的典型。 2022 年，盘龙桃花谷
被正式命名为 AAA 景区， 这为旅游发展
又增添了新热度。

“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宣传推介、口
口相传等方式了解我们村，让我们村的知
名度不断提升，我们发展旅游业的信心就
更足了。 ”该村党支部书记颜显琴说。

着眼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汉阴县以文
旅康养产业为抓手，加强汉阴溧阳旅游宣
传推介，拓展客源市场。与此同时，借助溧
阳的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推进省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 建好溧阳汉阴产业园，积
极引进电子信息和新型材料研发生产企
业到汉阴投资兴业，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方
法和经验，不断提升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
业聚集力和承载力。

苏陕协作助力汉阴县域经济发展
通讯员 邓永新 王建霞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紫薇）冬
播一粒籽， 夏收万斤油。 初夏时
节， 白河县冷水镇百亩油菜陆续
进入成熟期。 一根根油菜褪去金
黄的花朵， 结出饱满的油菜籽沉
甸甸地挂在枝头。 村民们抢抓晴
好天气收割菜籽， 田间地头一片
丰收繁忙的景象。

走进该镇兴隆村村民赵启贤
的油菜田里，一串串色泽金黄、颗
粒饱满的油菜籽映入眼帘。 村民
们在地头分散开来，挥舞着镰刀，
挥洒着汗水， 动作迅速干练地收
割油菜， 成为田野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

“今年套种了 300 亩油菜，这
几天每天都有 10 多个工人在地里
收割，5月底前就能收割完。油菜收

割之后， 通过晾晒和杂质处理，再
统一运输到厂房中进行榨油。 这块
地割完以后，就开始种植下一季的
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另外把林下
核桃和桑园管护好。 ”赵启贤说道。

据悉 ， 该镇今年种植油菜
8600 亩，预计每亩单产 150 公斤
左右。 截至目前，70％的油菜已经
收割完毕。接下来，该镇将抢抓农
时， 待油菜逐渐收割完成后进行
秋耕播种。

近年来， 白河县冷水镇通过
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的形式，全面
整治闲置土地、撂荒土地，积极发
展林下种植经济，夯实粮油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促进产业增效，农
民增收，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
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亮）近日，
走进平利县三阳镇牛角坝村的祥
华茶厂，制茶机器隆隆作响，一批
又一批茶叶鲜叶陆续投入生产线
内，经过杀青、揉捻、干燥等环节
制成干茶，抢“鲜”上市销售。 “这
几天我们主要制作红茶， 一天的
产量能达到 250 公斤。”祥华茶厂
负责人高祥华说。

据了解， 这段时间除了加工
自家茶场的茶叶， 高祥华还收购
当地散户的鲜叶在自家加工厂制
茶。 目前，加工厂每天自采、收购
鲜叶超过 1 吨， 加工干茶 200 公
斤左右， 工人们每天收入在 200
元以上。

“我们这里能吃到新鲜的竹
笋、酱杆菜、野花椒叶等特色农家
菜，还能享受茶园风光，体验手工
采茶、 制茶的乐趣， 欢迎大家来
玩。 ”“五一”期间，高祥华通过朋
友圈、 抖音积极为自家新开业的
民宿宣传， 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
体验。

在三阳镇的大力支持下，依
托良好的茶业资源，祥华茶业厂
积极探索 “茶旅融合 ”新发展路

径 ，在公司经营范围内 ，增加民
宿和餐饮服务，通过推进茶旅品
牌一体化，全面提升茶产业附加
值。

“前期我们民宿的客户主要
是来买茶的新老顾客， 在买茶的
间隙， 可以逛逛茶园， 吃吃农家
菜，感受一下三阳的风土人情，后
面我们的名气响亮了， 三阳的好
茶叶、好风光也会被更多人知道，
周边的农户也能受益。”愈加繁忙
的工作节奏让高祥华充满干劲，
对于未来茶厂发展，他充满信心。

近年来， 平利县三阳镇立足
区域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布局特
色产业， 逐步实现了富民产业提
质增效，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茶叶
飘香，桑林送翠，蚕茧缫丝……一
株株小茶苗，带动该镇 1200 余人
增收致富；“工厂化” 养蚕模式带
动尚家坝村 70 余户养蚕家庭蹚
出致富新 “丝 ”路 ；特色中药材
种 植让方寸之地变成 “增收宝
地” ……一个个特色产业多点开
花，描绘出一副“人地两不闲，四
季能挣钱”的产业画卷，为三阳乡
村振兴带来不竭的发展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大家
有喜欢的抓紧下单， 右上角的福
袋大家领一领， 再给我们点点小
爱心哦！ ”日前，石泉县池河镇西
苑社区举办的直播培训班上，学
员刘明艳正在进行模拟直播实操
演练。

为提升易地搬迁群众创业就
业技能，帮助他们拓宽增收渠道，
西苑社区联合智博威技能培训学
校举办 2024 年第一期互联网营
销师培训班， 旨在全面提升广大
群众宣传推介土特产、 电商直播
运营、助力乡村振兴的能力，共有
45 人参加此次培训。

针对学员基础差， 有的年龄
大，就业方向各异等问题，授课老
师精心策划授课方案， 科学设置
授课内容，采取“专题授课+案例
分析+实际操作”的模式，突出指
导性、针对性和实践性，邀请高级

互联网营销师陈勇以 《石泉特色
农产品》为题作专题报告，通过生
动有趣的讲解和现场示范， 引导
参训人员逐步掌握电商直播的基
本技巧。 授课内容主要包括电商
直播的基本原理、设备准备、内容
策划、口播技巧与带货“八步法”、
互动技巧等方面， 让大家不仅能
学到直播带货技巧， 也拓宽了电
商直播带货思路。

“参加这次免费培训，让我学
到很多电商知识和直播技巧。 我
想我很快就能走进直播间， 为自
己的农产品代言， 进一步打开农
产品销路，实现创业增收致富。 ”
学员邓永舟兴奋地说。

近年来，池河镇积极组织举办
专项技能培训班，让更多“新农人”
参与香脆李、良田大米等特色农产
品的营销活动，推动“流量”转化为
“销量”，鼓起群众的钱袋子。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天兵 赵坤）5 月
12 日，走进岚皋县南宫山镇天池村产业
大户张由银的猕猴桃园里 ，郁郁葱葱的
猕猴桃藤蔓上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 ，微
风拂过，淡淡花香扑鼻而来 。 猕猴桃树
下，张由银正带着工人们手持花粉枪对
猕猴桃树进行授粉作业。

张由银介绍 ， 自家猕猴桃园共有
364 亩， 栽种有翠香和南宫一号 2 个品
种， 这几天猕猴桃开始大面积开花 ，由
于园内雄株较少 ，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
人工授粉 。 从 5 月 5 日开始 ，共雇请了

11 名工人进行人工授粉，每人每天工资
130 元， 预计一个星期内将全部完成授
粉作业。

张由银说 ，今年的挂果面积将会达
到三分之二 ，只要把授粉 、疏果等管理
工作抓紧抓好，今年就能有个好收成。

在民主镇银盘村 300 亩山地猕猴桃
种植园内，10 名工人在果园中扮演起了
“小蜜蜂 ”的角色 ，穿梭在花丛中 ，争分
夺秒为猕猴桃进行人工授粉。 只见工人
们手握授粉枪 ，分散在园区内 ，将调配
好的花粉逐一喷洒在每一朵花蕊上 ，干

得十分专注认真。
基地负责人陈杰说 ，猕猴桃是雌雄

异株的果树 ，因雌株开花早 ，雄株开花
晚 ，单靠自然授粉坐果率低 ，需人工辅
助授粉 ， 才可以保证坐果率和果实质
量。 由于猕猴桃花期较短 ，所以必须抓
紧时间授粉 ， 希望今年的果子丰产 ，上
市的时候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据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谢利
华介绍 ，岚皋猕猴桃最佳授粉期约为一
个星期左右 ，今年全县挂果开花授粉的
猕猴桃有 1.5 万亩左右， 由于岚皋县猕

猴桃栽种的面积较大 ，加之品种和海拔
的差异 ，开花时间也会有早有迟 ，授粉
除了自然授粉外 ，人工辅助授粉至关重
要，整个工作将持续到 5 月 20 日。

岚皋县生态环境优越 ，被国内外专
家认定为猕猴桃种植的优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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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万亩，鲜
果上市畅销全国多个大中城市 ，成为全
县继魔芋、茶叶后又一特色农业产业。 4
月下旬以来 ，该县猕猴桃协会通过预订
的方式 ， 从宝鸡眉县定购回人工花粉 ，
组织果农对已开花的猕园进行人工授
粉，县农业部门在全县各大猕猴桃园区
配备专业技术员 ，巡回各片区对人工授
粉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授粉的成功率。

开沟、起垄、撒灰、放种、覆盖……时
下,正是种植魔芋的最佳时节,在白河县城
关镇幸福村九组天麻的种植基地里，村民
们正忙着翻土套种魔芋， 大家分工明确，
干劲十足，现场一派繁忙的劳作景象。

“为了保证魔芋的成活率， 我们基地
每天都安排 20 来人务工。”白河县丰田天
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丰田说，
再有两天时间 ，300 亩魔芋就能全部种
完。

“这个活很轻松，有时间就来干，一天
120 块，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 ”该村村
民吴家洪对这份既能照顾家庭，还能有一
份收入的工作十分满意。像吴家洪一样实
现就近务工的村民还有 30 来人， 人均年
增收 6000 余元。

距此不远的天麻种植基地，林木郁葱，
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气息， 吴丰田
边查看土壤情况， 边介绍:“这段时间天气
转晴，墒情充足，等魔芋种植结束后，合作
社将组织工人进行天麻菌床的培育， 为后
期天麻种植奠定基础。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
发展，在村‘两委’的帮扶和指导下，合作社
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产业，实
现了从培育菌床、培育籽种、栽培商品麻等
链接式发展，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经营模式。截至目前，合作社累计实现商
品天麻育种 7000 平方米，菌床培育 35000
平方米，魔芋种植 300 余亩。 ”

自 2018 年开始，该村通过“合作社+
农户” 的方式发展天麻种植产业， 截至
2021 年累计带动贫困户 120 户增收 ，累

计分红 91875 元，带动本村和邻村已脱贫
户和其他村民劳动就业 57 人， 人均年增
收 12000 元以上。

与此同时， 位于该村六组的养蜂场
中，数百个方形蜂箱排放在树林间，成群
的小蜜蜂在蜂箱前飞舞，空气中飘散着淡
淡的甜味儿，养蜂场的负责人潘布洪正忙
着给蜜蜂分箱，熟练地动作源自于他 7 年
的中蜂养殖经验。从开始接触中蜂养殖到
现如今成为产业发展大户，潘布洪将这些
归功于村“两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

从 2012 年成立中蜂养殖合作社开
始，该村就通过组织集中技术培训和蜂场
管护，条件成熟的由合作社扶持培养成养
蜂大户，根据地域划分，将养殖中蜂的村
民分成小组， 由技术过硬的大户带养，在

保证蜂蜜产量的同时， 最大限度降低风
险，合作社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对蜂蜜品
质进行把关，再以保底价全部回收进行统
一外销， 大幅度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 如
今 ，该村的蜂群数量、蜂产品产量持续
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涌现出梁昌喜、
熊隆平、潘布洪等 10 余户养蜂大户，全村
养蜂已经达到 1600 多箱。

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索生态价值提升
机制，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充分发挥 8500
余亩林地资源，将发展林下经济作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以魔芋、天麻种植，
中蜂养殖等林下产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地
方特色林业产业， 促进林业产业转型升
级，培养林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生态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冷水镇油菜喜获丰收

特色产业彰显三阳发展活力

池河镇直播培训促增收

白河城关镇借绿生金
通讯员 聂艳秋

岚皋猕猴桃抢抓时节忙授粉

在岚皋县蔺河镇
蒋家关村百余亩黄金
茶种植基地里， 村民
们正在管护茶园 。 据
了解， 从 2017 年该村
创业青年伍鑫成立了
安岚印象茶业有限公
司， 从安徽省广德市
引进茶苗， 克服黄金
茶投资大、 产量低的
困难，实现了基地+厂
房+销售的经营模式。

赵坤 苏鸿浩
曾民盼 摄影报道

茶茶园园管管护护

黄黄金金茶茶种种植植基基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