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清晨，走进宁陕县龙王镇裕丰
发食用菌种植大棚基地，一阵阵菌菇香气
扑鼻而来，整齐排列的菌棒上，肥硕的香
菇竞相露出头来，基地负责人储著军正在
仔细检查食用菌的生长情况。

在不远处的大棚里，十几名工人正忙
碌着，有的摆放菌棒，有的熟练地采收、分
拣、烘干、装箱。储著军介绍道：“食用菌不
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还具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因此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前景
广阔。 ”

储著军今年 38 岁， 是宁陕县龙王镇
人大代表、西沟村党支部书记。 2002 年毕
业后， 他像许多农民一样加入了打工队
伍。 然而 2015 年他却毅然决然地放弃高
薪工作，响应镇村号召，选择返乡创业，他
在 2023 年成立了裕丰发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进入食用菌种植行业。

“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时， 充满了未
知的挑战， 但近年来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我认为在农村发展比打工更有前景。 同
时，我也想积累更多经验，以便将来能带
动更多群众增加收入。 ”储著军笑着说。

为了掌握先进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储
著军经常奔波于各地，向成功的企业家请
教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并学习他们的种植
技术。学成归来后，他在县、镇专家的指导
下建立了标准化生产基地，并开始了食用

菌种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储著军从
一名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变成了食用菌行
业的专家，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菌种，生长
所需的温度、湿度，哪些菌种价格高、销量
好，储著军都如数家珍。 2023 年，合作社
种植的 30 万袋香菇菌棒喜获丰收， 每天
采摘量达到 500 余公斤，销售额超过 120
万元。

尝到产业发展甜头的储著军，开始关
注品牌发展。 他计划做大做强菌菇产业，
并打造菌菇名优品牌。今年投入建设资金
134 万元， 成功建成了 25 个蘑菇种植大
棚和 1 座冷库，这一举措将实现从“建基
地、带农户”到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股份制
发展。

随着基地规模的扩大，储著军感觉到
人手不足， 便聘用当地村民到基地务工，
最多时达到了 20 多人。同时，带动周边不
少农户从事食用菌种植，共同增收致富。

“以前我们都在家里做农活和照顾孩
子， 自从村里成立了裕丰发食用菌合作
社，我们就在这里工作。 不算流转土地的
收入，一年下来能挣到两万多元。”穿梭在
菇架间，忙着采摘菌菇的宁陕县龙王镇西
沟村村民宋乐权高兴地说。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裕丰发
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初衷是以产业
兴旺推动乡村振兴，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储著军介绍：“我们不断完善
和延伸食用菌产业链条， 包括菌种研发、
菌棒生产、销售、运输 、加工和贮藏等环
节。 计划以基地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农
户，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食用
菌产业向优势产业和富民产业转变。 ”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负责菌种配
料、技术指导、分户栽培和市场回购，成功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而这片食用菌产
业园区只是宁陕县龙王镇产业振兴发展
项目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宁陕县龙王镇
立足特色资源， 深入实施产业富民战略，

精准发力，将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紧密结
合。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三业融
合发展，积极探索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
益共同体，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现代
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实现合作社与农户
的共赢，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实现了互惠共
赢。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宽思路，充分
利用闲置土地资源，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吸引更多乡贤和大学生加入 ‘新农人’队
伍，推动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宁陕县龙王镇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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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汉阴县观音河镇，乡野田间新
绿渐显，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走进合
心村， 一排排风格统一的农家小院映入
眼帘， 干净整洁的村道宽阔平坦， 在这
里， 庭院经济” 正在催动美丽山村发生
“蝶变”， 把芬芳美景变成助农增收的好
“钱”景。

走进观音河镇合心村陈红家， 映入
眼帘的便是姹紫嫣红的芍药花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沁人心
脾的清香萦绕在鼻尖，长势喜人的芍药，
让小小庭院里充满无限生机。 陈红正在
自家园子里摘菜，忙得不亦乐乎。

陈红是种植方面的能手， 她将屋前

的院子开辟出来， 种植了猕猴桃、 狮头
柑、芍药、瓜果蔬菜，不断丰富庭院经济
内容。在她的精心照顾下，整座院子绿意
盎然、生机勃勃，成为家门前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不仅吸引了很多人慕名来打卡
拍照，待到八九月份，还可以将芍药根部
采挖出来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芍药花
开的时候很好看，还有药用价值，去年我
们采挖了一部分芍药，卖了 3 万块钱。 ”
提起这片芍药带来的收益， 陈红喜不自
禁，笑容爬上脸颊。

此前许多年， 陈红夫妇一直在外务
工，自 2018 年返乡后，便开始利用闲置
土地种植中药材。 2022 年，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下， 夫妇二人将房前屋后的空地
利用起来，围起了竹篱笆、搭建了鱼塘、
芍药花长廊， 庭院里不仅有花草和瓜果
蔬菜，还养殖了家禽。 走进陈红家，进门
是庭院，出门便是风景。

“镇政府给我们打造了门前的竹篱
笆和芍药花长廊， 让我们门前的风景更
美，居住环境也更舒适，我们现在在这个
庭院里面种的有各类瓜果蔬菜， 也养殖
了鸡、鸭、鹅等家禽。 现在这个小庭院也
满足了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所需。 芍药花
开了之后，看着就非常漂亮，过路的人都
在夸赞， 我听着心里更是高兴。 ” 陈红
说。

放眼如今的观音河镇， 几乎家家有
菜园，门前种果树，自然绘成景，整个村
子花园、果园、菜园同绿，庭美、院美、景
美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近年来， 汉阴县观音河镇以强村富
民、美化生态为目标，扎实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 动员群众将房前屋后扫
干净、摆整齐、增绿化，以“庭院+”的方
式，发展农家乐、小菜园、微景观，从环境
美到内涵美，再到“有钱景”，多渠道增加
农民收入， 实现了乡村环境美化和农户
居家增收的“双赢”成果。

在汉阴县双乳镇千亩荷塘景区， 孩子们正在虾菜共生循环农业研
学中心学习关于“自然教育+未来农业+工业科普+循环农业”的劳动实
践课程。

整个未来科技循环农业课程体系， 依托千亩荷塘景区串联原有业
态，探索研学大棚、荷塘小火车、荷虾共生循环农业基地、“莲”文化廉政
教育基地， 新开发未来循环农业科普研学大棚、 水稻种植研学实践基
地、陕煤煤炭科普探秘中心、朱鹮的家民宿等，打造出市级研学基地，让
孩子们在莲叶田田、荷香阵阵的环境中，移步易景，不仅接受知识的洗
礼，还能感受游玩的乐趣。

近年来，双乳镇千亩荷塘不断丰富其自身内涵，从最初的单一赏景
游玩，到如今餐饮住宿、水果采摘、农产销售、康养旅游、团建拓展、亲子
教育、农耕文化等多重要素齐备的产业链。该镇紧紧围绕“农旅融合、农
旅共强、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推进特色农业与休闲旅游、
观光研学深度融合，做活农文旅文章，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使其
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小满时节，漫步于平利县三阳镇的
农田村院，处处可见和谐美妙的画景跃
入眼帘。群山被满坡绿意装点的层峦叠
翠，农家小院花果飘香，三三两两的游
人惬意地在花丛间踱步，村民在茶垄深
处采摘制作红茶的鲜叶……一幕幕场
景勾勒出新农村的喜人面貌，让三阳镇
成为平利县西北部一颗熠熠生辉的明
珠。

近年来，三阳镇党委、政府立足区
域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
在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
同时，扎实推进农文旅融合，逐步实现

了富民产业提质增效，村庄建设规范有
序，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在乡村振兴主
战场上迸发出勃勃生机。

茶旅融合打造富民样板

初夏时节，三阳镇祥华茶厂内的制
茶机器仍在隆隆作响，一批又一批茶叶
鲜叶陆续投入生产线内，一颗颗茶芽多
次“坐电梯”式地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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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红茶，
一天的产量能达到四五百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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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余斤， 加工干茶 400 斤左
右，工人们每天收入在 200 元以上。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在三阳镇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托良好的茶
业资源优势，祥华茶业公司还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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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我们民宿和餐饮的客户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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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的农户也能因此受益，带动他
们收入增长。 ”愈加繁忙的工作节奏让
高祥华充满了干劲， 对于未来公司发
展，他充满信心。

茶叶飘香、 桑林送翠、 蚕茧缫丝
……一株小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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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出一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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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整治塑造宜居家园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村民的钱包
鼓起来了，人居环境也不能落下。 走进
三阳镇牛角坝村，绿树生机盎然，道路
平坦宽敞，垃圾分类处理，农家庭院洁
净有序，处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一张
张笑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不由得称
赞：“环境干净了，日子更美了，居住在
农村，既可寻得世外桃源的安宁，又可
遇见诗意山水的远方。 ”

“今年以来， 我们村依托 ‘千万工
程’建设，持续开展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和美庭院’建设为核心的示范创
建工作，着力解决好垃圾清理、污水治
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奋

力把牛角坝村打造成为省级 ‘千万工
程’示范村。 ”牛角坝村党支部书记陈
行洪说道。

“之前那些老旧危房， 不仅存在安
全隐患，而且严重影响村容村貌，通过
对全镇老旧危房、闲置生产用房和废弃
房屋排查研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
进好农村宜居农房建设工作， 分类施
策，对没有价值的，动员群众拆除，对有
利用价值的，抢抓各项政策机遇，推进
连片改造， 让群众的祖业焕发 ‘新活
力’。 ”三阳镇副镇长胡养明介绍道。

截至目前， 三阳镇对全镇 10 余处
老旧危房及违法违规搭建物进行了拆
除，新建公共厕所 1 座，同时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制定垃圾清运、集中清扫、量
化评比等具体实施方案，持续巩固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成效。

“现在每到周二的‘清洁日’，镇上、
村上的干部都出来搞卫生，我们自己也
跟着一起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村
上搞了个‘卫生户’评比，大家的积极性
可高了。 ”泗王庙一组村民王国平因为
把自家环境卫生维护的好，被村上评为
4 月份的“卫生户”。

“环境更美了，心情也更舒畅了，每
天干活都更有力气了。 ”一名村民感慨
地说，这也是他们自愿加入环境卫生整
治行动的重要动力来源。

经过一段时间的人居环境整治和
文明理念宣传，如今的三阳，正在营造
人人都是文明理念的宣传员，人人都是
美丽乡村守护者的氛围， 努力打造和
谐、美丽、宜居的新农村。

文明新风润泽一方厚土

“妈妈，你看，我会包饺子啦，等你
回来，我给你包饺子吃！ ”“妈妈你猜我
画的这是什么？ 我今天可开心了……”
视频这头，孩子开心地向母亲分享自己
的 “劳动成果”，“谢谢你们让我女儿度
过这么快乐的一天， 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
家里， 镇上和村上都会把孩子照顾好
的。 ”这是近期平利县三阳镇牛角坝村
关爱留守困难儿童活动中的动人场景。

“一老一小”关乎社会民生，关系千
家百户。 近年来，三阳镇持续在乡风文
明上下功夫，营造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
氛围，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不断焕发新活力。

“每月我们会为敬老院当月过生日
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逢年过节，我们
也会举办各种活动， 让老人们一起参与
进来，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
三阳镇中心敬老院院长何德富说道。

针对“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三阳
镇持续开展各项关心关爱老年人志愿
活动，举办“集体生日会”，提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帮助购买药品物资、门前
庭院清理清扫、文化惠民演出、上门办
理养老认证、 高龄补助申报等服务，真
正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 如今的三阳孝义文化蔚然成风，
文明新风飘进千家万户， 扎根百姓心
田，润泽一方厚土。

汉滨区关家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紧扣本地自然资源优
势，积极引导、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在稳固水稻、蚕桑等种植业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产业经济，做好特色文章，让养殖成为农民发家致
富的新动力，拓宽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初夏时节，在汉滨区关家镇小关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一栋干净整
洁的鹿舍内，三三两两体态匀称、毛色光亮的梅花鹿或悠闲散步，或追
逐嬉戏……看上去甚是可爱。

“现在正是梅花鹿生长的最好季节，需要加大饲料投喂频次，梅花
鹿适应性强、不挑食，饲料成本也比较低。”安康稳宝有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胡德宝正在为梅花鹿准备饲料。

2023 年，胡德宝外出考察项目时，接触到了东北“鹿乡”梅花鹿养
殖行业。 多次考察学习后，他回到家乡关家镇，投资百万元建设养殖圈
舍。“梅花鹿非常适合在我们汉滨区这块养殖，因为我们这里海拔、空气
各方面都非常好，去年引种 30 多头，现在已经达到 50 多头，通过镇政
府的帮扶，下一步我还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胡德宝说。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胡德宝积累了不少养殖经验，也尝到了甜头。
据胡德宝介绍，梅花鹿耐粗饲、不挑食，而且全身是宝，其鹿茸、角、胎、
骨可用于药品生产，还可做成鹿血酒、鹿茸酒等，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胡德宝介绍说，“今年年底会发展村集体认养模式，乡亲们都
可以养鹿。 今年产值预计在 50 万以上，2025 年将达到 100 万元以上。 6
月中旬就开始采割头茬鹿茸了，今年鹿茸收入在 30 万左右，鹿崽马上
能下 30 多头。 ”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胡德宝还积极参加各类养殖培训班，同时利
用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平台学习饲养管理知识、掌握养殖技术，还买来与
养殖相关的书籍自学，一点点积累养殖经验。胡德宝说：“从动物饲料到
防疫，养殖场都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现如今，我每天都能接到不少订单，
特色养殖前景很广阔。 ”

近年来， 关家镇坚持把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已初步形成梅花鹿、肉牛、生猪、肉
禽等特色产业养殖基地。构建更具动力、活力、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带动
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充实村民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将引
进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关家镇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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