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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春蚕养殖时期，在岚皋县堰门镇隆
兴村一组的桑园里，成片的桑树映入眼帘，蚕农
们采摘桑叶为春蚕养殖准备食料。

“我们这一季养蚕 20 张， 目前处于五龄阶
段，为了确保蚕的健康生长，我们加装了喷淋降
温系统，每天对蚕室进行消毒，对桑叶进行给药
处理，等到五龄成熟期后，每天需要桑叶 2 吨左
右，预计 6 月可进行鲜茧售卖。 ”堰门镇隆兴村村
委会副主任刘洋洋说道。

在岚皋县惠隆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蚕
室， 蚕农们将采摘来的翠绿桑叶铺撒在蚕架上，
一片沙沙声作响。

隆兴村是堰门镇养蚕大村，蚕桑产业是该村
的主导产业。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该村通过
流转土地培育丰产桑园 100 余亩，新建 500 平方
米养蚕工厂，含小蚕共育室、消毒房、大蚕室等，
劳务用工 500 余人次， 实现人均年增收 1500 余
元。

据悉，隆兴村全年可养蚕 3 批次，一季春蚕
两季秋蚕，预计 2024 年可收 5000 斤蚕茧 ，产值
可达 12 万余元。

“我们将继续深耕蚕桑产业，计划年养蚕 100
张，与我镇兄弟村形成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鲜茧
收购站，购买鲜茧加工设备，将蚕桑产业做大做
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刘洋洋说。

本报讯（通讯员 毛润 冯扬帆）连日
来，紫阳县红椿镇七里沟社区的中药
种植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将收购的厚
朴花、黄柏、杜仲、合欢皮等中药材进
行集中晾晒， 中药的香气弥漫四周，
药农脸上更是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我们这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
还能过上楼上居住 ,楼下上班的生活 ,
真是太方便了，多亏了政府的好领导
啊。 ”在紫阳弘润本草中药材分拣车
间, 王自仿边说边熟练地挑选出药材
中的杂质。

据了解，本次加工晾晒的中药材
累计有 400 吨，均从红椿以及邻镇东
木收购而来，涉及 300 余户群众价值
300 余万元。 近年来， 该镇充分运用
“1126”搬迁后扶双线管理机制，大力
实施防返贫底线坚守工程、产业就业
增收工程 、基础设施完善工程 、公共
服务提升工程、 社会兜底保障工程、

文明新风引领工程“六大工程”，结合
搬迁社区自身区位特点大力招引制
鞋、制袜、中药生产加工等各类生产加
工主体进驻社区，不断提升社区经济
发展新引擎。

据药企业负责人介绍，工厂进驻
以来始终保持近 50 人长期在厂内开
展中药的收购、清洁、切片、晾晒等常
规工作， 涉及周边 300 余户药农参与
种植采收工作，目前，仅以中药产业一
个项目就可让所涉及药农年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下一步，社区党支部还将积极拓
展“产业、技能培训、电商、社区工厂”
等就业增收渠道，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更多轻工企业以及外出成功人士返乡
创业入驻社区，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营
造人兴业旺的良好局面。

本报讯（通讯员 郭书亨）汉
阴县铁佛寺镇人大紧扣重大决
策部署， 组织镇 53 名人大代表
围绕全镇重点工作，发挥表率作
用 ，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
振兴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镇人大组织辖区代表深入
一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代表
在行动 ”活动 ，以提升人居环境
水平为切入口，以治理脏乱差为
突破口，以改善人民群众卫生环
境为着力点， 集人大代表智慧，
积极为环境整治建言献策，并以
身作则带动周围群众自觉参与
到环境整治行动中来，共同营造
整洁、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 同
时，深入调研，推动产业发展。 镇

人大通过划分代表小组， 针对性
地组织人大代表通过视察调研、
实地走访等方式， 详细了解各村
产业发展情况， 依托铁佛寺镇独
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重
点推进蚕桑、猕猴桃、天麻、林下
养鸡等产业， 充分发挥代表带头
示范作用， 努力将产业打造成促
进农民增收、 助推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

此外， 镇人大还定期组织人
大代表参与平安建设和普法宣
传，积极鼓励人大代表走访群众，
及时收集民情民意， 切实帮助群
众解难题、办实事。 截至目前，收
集社情民意 46 条，帮助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 40 余件。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虎 赵琳）
今年首批 8000 羽“三黄鸡”近日
千里迢迢来到陕西白河， 经过当
地养殖场的脱温育雏后， 已投放
到部分镇村养殖场以及脱贫户进
行养殖， 后续 1.7 万羽将分批运
达并陆续投放到各镇村。

溧阳“三黄鸡”是江苏省溧阳
市著名的地理标志鸡种， 适宜农
家放养，肉蛋兼用，以肉质鲜嫩、
肉香浓郁、 肉味鲜美等特点扬名
全国。因黄羽、黄喙、黄脚、体型较
大的特点，当地亦称“三黄鸡”或
“九斤黄”鸡。

据白河县畜牧兽医中心副主
任杨少鹏介绍， 为促进苏陕深度
交流协作， 在溧阳挂职干部的积
极协调下，2021 年， 溧阳市农业
农村局首批捐赠白河 1 万羽 “三
黄鸡”鸡苗试养喜获成功，得到了
养殖户及消费者的高度认可，连

续 3 年，溧阳市累计捐赠白河“三
黄鸡”苗 5 万余羽，并结合双方互
派干部交流的机制， 有针对性地
委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
导， 对接溧阳农业企业优鲜到家
保底回收，通过订单式养殖，不仅
有力促进了白河本地优质畜禽资
源的推广， 也为当地农民开辟了
致富新路径。

近年来， 随着苏陕协作的不
断深入，特别是涉农领域的协作，
对白河农业产业发展撬动非常
大， 该县积极引入具有江苏地域
特色的白茶、 三黄鸡等进行种养
殖以迎合市场消费需求， 通过不
同形式的大力推介， 一大批优质
特色富硒农产品， 走出大山走向
江浙， 在消费帮扶和苏陕协作项
目的有力带动下， 极大地刺激了
农业产业的多元发展， 也为白河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文霞）走进石泉县中池镇青泥涧村现代智能化养蚕工厂
蚕室内，桑叶的香味扑面而来，一排排移动式共育蚕台上，“中蚕宝宝”们正争
先恐后地吃着桑叶，蚕宝们在蚕农的呵护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长大。

“石泉养蚕历史悠久，养殖技术十分成熟，时间短、见效快，蚕茧又是订单
收购，我看是个值得干的产业。 ”池河镇良田村现代养蚕工厂负责人董兵峰如
是说。 董兵峰是退伍军人，退伍后经过反复考察调研，最终选择了发展养蚕产
业，租赁了良田村现代化养蚕工厂及 100 余亩标准桑园，通过省市县养蚕专
家指导，他按专家的建议先从中蚕养起，既降低了养蚕风险，又能保证把蚕养
殖好，今年他第一批次领了 20 张中蚕，只需再养 10 天左右就能吐丝结茧了，
第一次接触养蚕行业，让董兵峰体验了快速产出带来的喜悦感。

“从 2022 年开始，石泉县就探索和实验‘两段式共育三段式养蚕’模式，
将农户传统的养蚕时间从 28 天减少到 8-10 天，将兴桑养蚕‘短、平、快’的优
势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老董，你一定要听从技术员的指导，按照大蚕技术操
作规程来，今年蚕茧价格这么好，春茧你定会迎来‘开门红’ ，收获‘第一桶
金’的。 ”县蚕桑中心负责人姚程杰抬着中蚕上共育车，高兴地嘱咐着董兵峰。

近年来，石泉县把蚕桑生产新技术应用与推广、省力装备配套使用、社会
化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成功探索了“两段式共育三段式养蚕”新模式，将养蚕
过程分为小蚕（1-2 龄）、中蚕（3-4 龄）、大蚕（5 龄）三个阶段，小蚕主要以小
蚕共育业主有偿服务为主， 中蚕主要以合作社或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共育，大
蚕期分发，确保了蚕在环境更为优良、消毒防病更彻底、饲育技术更为标准的
条件下，良桑饱食、发育整齐，保障了养蚕成功率，农户张产平均可提高 5-10
斤。 三段式智养省力法的成功探索推进了石泉传统养蚕模式创新变革，使传
统养蚕桑生产模式实现转型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溢）5 月
28 日，安康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电
商直播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班开
班。 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线上
销售负责人及电商直播销售人员
等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 重点围
绕电商发展趋势与品牌建设、短
视频营销与直播带货实操、 如何
打造千万级直播间、 视频剪辑基

础及短视频制作逻辑、 电商企业
法律法规知识等内容进行专题讲
座，并到平利县蒋家坪茶园、田珍
茶叶有限公司、 富硒堂数字经济
有限公司现场教学， 走进直播间
进行实操教学。通过培训学习，将
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农民电商直播
人才能力和水平， 为加快秦巴山
区农业强市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邵发琦）5
月 29 日，市农科院粮油科研人员
赴石泉县市级党政领导包抓粮油
示范点、 汉阴县粮油单产提升行
动示范点开展生产技术指导。

在石泉县中池镇筷子铺村市
级党政领导包抓粮油示范点，科
研人员实地查看了由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组织与隆兴富硒粮油生
产专业合作社联合实施的优质水
稻高产种植基地机插秧生产情
况， 对合作社抢抓农时高标准完
成机插秧任务给予了充分肯定，
希望合作社加强水肥、控草、病害
等田间管理工作， 加强与市县包
抓技术干部线上线下沟通联系，

提前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确保示范点水稻生产优质高产高
效。

在汉阴县蒲溪镇公星村硒田
绿水种植家庭农场的玉米大豆复
合种植示范点， 科研人员实地查
看了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整地及玉
米播种进展情况， 详细询问种植
的品种、模式、底肥等情况，要求
经营主体要合理安排播种时间、
播种方式，加强追肥、排灌、病虫
草害等生产管理， 确保玉米大豆
通风透光、生长最佳、籽粒饱满，
切实提高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
和单产水平。

“现在，跟乡建公司签了劳动合同，每
个月固定能拿 4000 块钱， 挣钱顾家两不
误。”说起现在的“铁饭碗”，平利县三阳镇
泗王庙村村民袁守宝满脸幸福。

袁守宝口中的 “乡建公司”， 全称叫
“平利县三阳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是
2022 年由三阳镇 10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共同参股建设成立的。 至今，公司已开
展和承接项目共 35 个 ， 实现营业收入
962.5 万元。

据了解，三阳镇党委政府发挥乡建公
司平台作用，引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政策项目依法依规向乡建公司归聚，统筹
整合涉农资金政策， 促进形成稳定收益，
充分激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同时通过各项
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和提高该镇公共
服务水平， 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和幸福生
活。

“我们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 组建了
垃圾清运队、基础设施建设施工队、劳务
服务队、产业管理队，同时根据不同业务
特点，按需签订长短期劳动合同，既提供
了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也保证了公司业
务运转通畅。 ”据平利县三阳乡村建设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洋介绍 ，2023 年以
来， 该公司带动当地群众 443 人就业，年
累计发放工资 354.6 万元。

平利县三阳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依托自身现有资源为当地群众创造就近、
便利的工作岗位。 同时，联合镇社保站积
极对接各用人单位，收集筛选真实可靠的
就业信息，并通过就业信息群及举办招聘
会活动等形式，“线上+线下”点对点精准
推送务工信息，在年初举办的“春风行动”
招聘会中，该公司为意向就业群众点对点
推送务工信息 1200 余条。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规范

公司管理， 聘请第三方款及公司代理记
账，党支部还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公司的
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大支出，所有的公
司决策都是先由党支部讨论，确保决策合
理合规。 ”平利县三阳乡村建设服务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清平说道。

走进三阳镇牛角坝村茶叶产业园，遍
地的深绿彰显着蓬勃生机，空气中弥漫着
泥土的芳香和茶叶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
怡。 “茶叶要想产得好，茶园管护是关键，
尤其是病虫害防治，对茶叶的产量和质量
有着直接影响。 ”三阳镇农综站站长王清
平说道。

为做好茶园管护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确保来年茶叶优质生产，三阳镇与平利县
三阳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就全镇的茶
网蝽防治项目达成合作，由平利县三阳乡
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对全镇各村茶园进
行统一管护。 “修剪、除草、施肥、防虫，每

个环节我们都聘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对茶
园进行精细化管护，茶网蝽防治项目开展
以来，茶园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茶园恢
复树势，茶叶产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平利县三阳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洋介绍道。

自项目开展以来，平利县三阳乡村建
设服务有限公司对全镇 10 个村茶叶园区
茶网蝽防治 2250 亩，实施提质增效 3658
亩，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三阳茶叶品质和茶
叶利用率。

该公司成立以来，还参与了全镇道路
建设、旧房改造、垃圾治理、产业园提质增
效、 便民服务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
“8.7”灾后重建等各项工程建设，共修建
改造村组路 3977 米 、 产业园沟渠 1866
米，旧房改造 110 余户，新建垃圾收集房
7 处，翻修改造小广场 2 处，对 10 处重点
区域环境进行了整治。

乡建小公司 服务大作为
通讯员 王亮

我市培训高素质农民
电商直播人才

紫阳：社区药飘香 药农晾晒忙 铁佛寺镇人大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市农科院赴石泉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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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鸡”助白河乡村
走上致富路

堰门镇隆兴村：春蚕养殖忙 致富有希望
通讯员 周煜 苏鸿浩 文/图

蚕农采摘桑叶

给蚕喂食桑叶

近日，走进汉阴县汉阳镇长岭村集体合作社产业园，大棚里一片绿
油油的南瓜映入眼帘，绿色的藤蔓下，藏着一颗颗小巧的“贝贝瓜”，村
民们正在为贝贝南瓜牵藤、疏果。 近年来长岭村先后大力发展羊肚菌、
贝贝瓜等特色农业产业，吸纳就近务工群众 20 余人，村集体年收益达
20 余万元。 吴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