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部门再加把劲儿， 这是我们的
老客户了，我们要保证产品按时交付。”近
日，在紫阳县高客站附近的凯佳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厂长朱潮林正在
给工人们鼓劲。一双双一摞摞的成品袜子
从这里诞生， 见证了工厂蓬勃发展的活
力。

“我们现在的订单主要是销往中东和
中美洲那边，目前订单量非常可观，下个
月的生产计划都已经排满了。 ”朱潮林满
意地说道。

凯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4 月，总面积 1 万平方米，是一家集袜
子编造、缝制、定型、包装为一体的生产型
企业。 自从该公司入驻紫阳后，吸引周边
群众 150 余人进厂务工，许多当地群众实

现了就近就业增收。
“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 时间比

较零散，之前就需要到处找零工做，现在
在这个厂里上班就不用考虑今天做啥，明
天做啥，工作稳定也轻松，时间也自由，一
个月能挣 3000 多块钱，把家也照顾了。 ”
袜子定型工胡梦秋满意地说。

与上述企业一样，在蒿坪镇安康爱多
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里，工人们也正
在马不停蹄地赶制订单。 从缝制、充棉到
质检、包装，一道道工序下来，精美的毛绒
玩具应运而生。 “目前我们生产的主要是
外贸订单，以欧美为主，订单量很充足，8
月份前都已经饱和。 ”厂长温意兵说。

作为安康市首家毛绒玩具工厂，安康
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为工人们

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老员工杨辰君感
慨道：“我在这里工作了快 6 年，负责产品
质检。 因为公司环境好、离家近、待遇优
厚，我愿意一直在这里工作。 ”

据温意兵介绍，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
境，公司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产品研发和
市场拓展中。 “今年我们推出了许多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并承接了多个
大型赛事活动的吉祥物制作。 接下来，我
们将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赢得客户信任，
同时不断创新设计，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温意兵说。

紫阳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 很多
家庭都是主要劳力外出务工， 老人及妇
女儿童在家，家庭收入单一。 今年以来，
紫阳县在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及时落实

各项政策、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狠
抓落实， 组织开展招聘活动 30 余场次，
发放招聘宣传册页 30000 余份， 兑付各
项补贴 468.92 万元，不断推动新社区工
厂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新社区工厂 121
家 ，吸纳就业 4079 人 ，员工月平均工资
均在 2200 元以上。

“紫阳县作为全国首批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示范县和全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试
点县，通过外出务工就业一批、社区工厂
安置一批、重点项目吸纳一批、公岗兜底
保障一批、创新创业带动一批，促进农民
工就业增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紫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贾学
平说。

新社区工厂蓬勃发展促就业
通讯员 覃津津 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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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一簇秧，秋天一斤粮。 眼下的旬阳市石门大地，农民忙碌在田
间，积极开展一系列的精细化夏管工作，为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健
康生长保驾护航。

天一亮，石门镇王家坪村种粮大户张有林便来到田间，将灌溉水渠
闸门打开，稍远的地块则采用抽水泵抽水的方式让涓涓溪水注入稻田。
种植经验丰富的张有林一边忙碌着一边介绍道， 目前水稻已进入分蘖
期，这个时期田间水量深浅尤为重要，在分蘖初期至分蘖盛期要实行浅
水勤灌，当全田总茎蘖数达到一定数量时，要根据水稻长势进行排水晒
田，控制减少无效分蘖及病虫害发生，促进根系生长，为壮秆大穗打下
基础。“我现在用无人机飞防，减少了不少人工投入，一天的时间就可以
把我家 300 余亩的稻田飞完，省时省力的同时也促进我的‘贡米’产业
节本降耗、提质增效。 ”张有林高兴地说。

在石门镇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点，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油油的
景象，高高耸立的玉米苗排列整齐、横竖成行，行间套种的大豆棵棵茁
壮成长，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精神头”十足。 种植户们忙着在自家
的玉米地里中耕锄草、培土垒兜、追施苗肥等促进玉米稳长渐长，同时
还会根据大豆在生育前期植株、根系、茎叶、分枝、花芽生长发育的速度
快的特点，及时进行大豆间苗、定苗和除草等。 镇农业技术人员不定期
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手把手分类指导农户进行农作物追肥、施药防
病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

早在春耕时期，石门镇 12 个村就已经组织人员对农田的排涝沟渠
进行排查、疏通并对排涝、灌溉设施进行检修。进入汛期后，石门镇密切
关注雨情、汛情，定期组织机械清理河道、腾空沟渠，及时排除农田内涝
等粮食生产安全隐患，以化解极端天气给粮食作物带来的不利影响。抓
好病虫害防控，也是石门镇抓夏管保秋粮的“关键一招”。石门镇特邀安
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谌家院社区和王家坪村召开 2024 年水稻田
管暨病虫害防控现场培训会， 以强化广大种植户田间管理水平及技术
要领的同时，还结合辖区实际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为秋粮
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夏收时节，走进白河县冷水镇兴隆村
隆康农林专业合作社，连排的方格蔟挂满
整个标准化养蚕室， 雪白的蚕茧满满当
当，甚是喜人。 蚕农们正井然有序地下蔟
分拣蚕茧，不一会儿，身旁就堆起了数座
小“雪山”，繁忙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构成

了炎炎夏日里的一幅丰收美好画卷。
“在合作社干了很多年， 算是这儿的

老员工了。 这段时间就负责打理桑园、喂
蚕和摘蚕茧，都是手脚活很轻松，而且一
年四季都有，很适合我嘞！ 工资是按天算
的，再加上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流转

费用， 一年算下来也能有个三四万元收
入， 补贴家用是绰绰有余的， 很感激赵
姐！ ”兴隆村村民皮国荣一边忙着摘蚕茧
一边乐呵呵地说道。

皮国荣口中的“赵姐”就是赵启贤，她
有着多重身份———是兴隆村的党员、是合
作社的负责人、也是附近小名气的乡贤人
士。她带头通过种桑养蚕促进了当地产业
发展，更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增收。

“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隆村就
提倡‘坎边栽桑、地种黄姜’，因此村内桑
园面积广阔， 村民基本都掌握养蚕技能。
后来看到大片老桑园荒废，在家妇女照顾
孩子的同时也都闲着， 我觉得很可惜，就
萌生了种桑养蚕的想法。 ”谈及发展蚕桑
产业的初衷，赵启贤这样说。

据了解，赵启贤早年一直在外务工，
先后从事餐饮服务、 保险等诸多行业并
小有成就，2013 年返乡成立了白河县隆
康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在县镇有关
部门的大力帮扶下 ， 历经短短几年时
间，就种植改造桑园 200 余亩，建成标准
化蚕室 3 间 600 平方米，购置化蚕台、伐
条机等蚕具设施， 从刚开始的摸索改造
桑园小规模养殖到如今的规模化集约化
养殖，更是从一名 “门外汉 ”成长为远近
闻名的养蚕 “土专家 ”，这其中的艰辛不
言而喻。

“合作社每年 5 月初开始养蚕， 一直

能持续到 10 月份，可养两季蚕。这一季养
了 30 张，预计能够产茧 2400 斤，根据市
价大概能收入 6 万多元。 ”现在一提到栽
桑养蚕，赵启贤总能头头是道。

“个人富裕不算富， 大家富裕才是真
正的富。”赵启贤不仅自身养蚕技术过硬，
还会耐心指导乡亲们。每到桑园管护和育
蚕时节，总能在各个坎边桑地和农户家中
看见她的身影，指导着蚕农做好栽桑养蚕
的每一个环节，“看到乡亲们种桑养蚕的
技术越来越好，单张鲜茧的产量和质量不
断提升，我感觉比自己丰收了还要开心。”
赵启贤如是说道。

随着蚕桑产业的逐渐发展， 赵启贤
还流转了村内 2000 亩闲置土地，种植核
桃 1840 亩、林下魔芋 1020 余亩、林下油
牡丹 350 亩 ，形成了 “公司+合作社+农
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 ，常年带动 65 户群
众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 3000 元左右。

赵启贤种桑养蚕仅是冷水镇招引乡
贤能人返乡、 发展山林经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鼓励
支持能人返乡创业，大力发展核桃、魔芋、
油牡丹、蚕桑、板栗、碧根果、八月瓜等林
业经济，并将山林下生态鸡养殖作为首位
产业培育，在全镇探索形成了“林上采、林
下种、林中养”的立体复合型山林经济新
模式，为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6 月 16 日， 走进汉滨区早阳镇寨垭村魔芋轻质
化设施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示范基地，120 亩设施魔芋
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些魔芋是去年从安康市福忠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引进，采取了盆栽这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通过
林木和蓖麻遮阴、节水喷灌、除草膜覆盖，不仅能有
效阻断魔芋病害的互相传播， 而且能为魔芋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这里的魔芋可以说是 ‘旱涝保
收’。 ”早阳镇产业办主任胡高保介绍道。

早阳镇山大沟深，生态环境好，非常适合魔芋生
长，魔芋产业也是当地的传统产业之一。 然而，由于
魔芋怕干怕涝，还容易发生软腐病和白绢病，导致群
众对魔芋是“又爱又恨”。 为了让设施魔芋真正显示
出独特“魔力”，让群众看到新栽培技术的优势，该镇
先后多次邀请市、区魔芋专家到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镇产业办也从盆栽魔芋的配土、除草、防病、喷灌、遮
阴等多个环节，做到全程跟踪服务指导。 “去年种的
30 亩盆栽魔芋，长势非常好，病害少了，也不怕天干
雨涝，比起地里栽的魔芋，盆栽魔芋就是不错。 ”一名
正在示范基地除草的工人高兴地说。

正是设施魔芋的优势日益凸显， 基地的魔芋面
积也是逐年增加。 今年，汉滨区农业农村局也在寨垭
村示范基地开展魔芋品种栽培、 软腐病不同药剂防
治、基质材料配方、有机肥与化肥不同配比等试验研
究，为魔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累经验和提供依据。
目前，该研究示范基地共占地 120 亩，其中发展塑料
质盆栽魔芋 1.2 万盆、 筐栽魔芋 3000 筐、 地栽魔芋
50 亩。

“设施魔芋技术含量高，产量和质量都是地栽魔
芋无法企及的，待到秋冬季魔芋收获时，就能看出效
益了，以后也将在全镇范围推广这种新技术。 ”胡高
保自信满满地说。

6 月 13 日， 宁陕县金川镇老庄村白芨
种植基地里，白芨花开得正艳。 花丛中，锄
头挥舞，分拣除土。 农户们忙得热火朝天，
处处洋溢着村民的喜悦。

“我们这里土地比较宽广，海拔比较适
应栽白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栽有，收益比
较可以，亩产 4 到 5 吨鲜白芨，除去本钱，
一亩地能有两三万元纯收入。 ”老庄村六组
村民许仓喜开心地说。

谈起老庄村白芨的发展， 种植大户王
丰元说， 他是在湖北媳妇老家看人家种白
芨， 家家户户把钱挣了， 所以带了一点回
来， 在雨淋坝做了一个试点， 感觉能挣到
钱。 他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连续两年种植
白芨，今年下半年就能卖到七八万元。 “现
在种植白芨销售是没有问题， 有几个大老
板都在和我联系，有多少货要多少货。 ”王
丰元信心满满地说。

白芨的价格相对稳定，收益较好。 老庄
村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白芨产业， 目前已形
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 “目前有 7 个大户，
带动 30 户小户，增加白芨种植面积 50 亩，
能带动周边 40 多户增加收入。 ”老庄村党
支部书记阮联进表示， 接下来村里会采用
“大户+小户” 的模式， 鼓励全村种植中药
材，争取带动周边村民发家致富。

近年来， 老庄村通过示范户带动发展
白芨、天麻、猪苓、中药材等产业，有效拓宽
村民增收渠道， 帮助群众走出一条生态富
民、绿色发展的新路子，积极促进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

乡贤润桑梓 春蚕喜丰收
通讯员 彭佳芝 赵梦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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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管夺高产 农田绘“丰”景
通讯员 吴春侠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淑）近年来，石泉县城关镇双桥村把发展特
色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途径，因地制宜培优
壮大水蜜桃、蜂糖李等特色产业，有力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
村振兴。

仲夏时节， 双桥村蜂糖李林业休闲观光园里 300 余亩李子即将成
熟上市，郁郁葱葱的李树漫山遍野 ,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抢抓
农时做好果园管护，为李子丰产上市打好基础。双桥村蜂糖李林业休闲
观光园负责人杨兴刚介绍：这个建于 2016 年的果园，去年进入丰产期，
销售额达到了 180 万元，今年预计可以收入 300 万元左右。

在双兴露天蔬果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桃园采摘基地，100 余亩水蜜
桃已经成熟， 桃园里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双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尚满介
绍，已经销售了一个多月，产值已经达到 60 万元，可能还有一半正在销
售，今年最终可以卖到 140 万元。

除了发展特色水果，双桥村又积极动员能人返乡创业，在村内投资
建设畜禽科技产业园。 目前，产业园一号厂房已正式投产，二号厂房及
其他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养殖蛋鸡 8 万
只，年产蛋 1300 吨，实现蛋鸡养殖、销售、深加工、有机肥生产、鸡蛋深
加工一体化发展格局， 该项目的建成， 不仅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务工增
收，也进一步带动全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双桥村畜禽科技产业园负
责人周骥说：现在养鸡场占地 50 亩，一期养了 31000 只，二期工程投产
后会能养七八万只，产值也会成倍增长。

近年来，城关镇双桥村因地制宜，积极盘活村内资产资源，按照集
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产业大户+小农户+特色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
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推动全村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 截
至目前，全村累计发展桃树 120 余亩，蜂糖李 350 亩，引进企业一家，共
带动全村 140 人就近务工，每人每月增收 2000 余元。

双桥村:特色产业助增收

挑拣熟蚕

察察看看魔魔芋芋长长势势

白白芨芨花花开开

除除草草管管护护

本报讯（通讯员 文婷 徐欢）近年来，
汉阴县围绕“特色产业富民”，通过“一村
一品”，大力发展适合当地种植、有市场需
求的特色产业，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致富的道路上迈出
坚实步伐。

时下， 正值金丝皇菊移栽的黄金时
期。在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金丝皇菊种植
基地，菊农们正抢抓时机，快速有序地推
进移栽工作，耕地、覆膜、移栽、施肥 、覆
土、浇水，环环相扣，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
象。“这几天基地里每天大概有 30 多名工

人在进行移栽。 今年准备种植 200 多亩，
主要集中在麒麟村和五一村。 ”城关镇五
一村金丝皇菊种植基地负责人王飞说。

金丝皇菊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和药
用价值的菊花品种， 因其花瓣细长如丝，
色泽金黄而得名，备受消费者青睐。 每年
初夏栽种，秋季即可收获。 为了充分利用
土地资源，菊农们在油菜收割后，将不适
宜轮作的坡地、 半坡地种植金丝皇菊，实
现一地双收，为村民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
的新路子。

这两天， 汉阴县城关镇解放村百余

亩颠茄草迎来采收期。 走进基地， 只见
三三两两的农户手持采收工具， 穿梭在
茂密的颠茄草丛中 。 他们分工明确 ，将
一根根成熟的颠茄草连根铲起， 排列整
齐后打包成捆。 稍后这些颠茄草将被运
往制药厂 ， 经过加工后成为药品原料 。
“种植颠草茄收入高 ， 亩产能收七八千
斤， 也不愁销路， 药材公司直接先签合
同，我们种着也放心。 ”城关镇解放村九
组种植户胡孝平说。

种植颠茄草具有易于管理、 劳动强
度小、 产量高的优势， 不影响农户种植

其他农作物 。 该基地完成采收工作后 ，
将立即就地开展玉米和黄豆播种， 一年
收两季。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兴旺是
前提，也是解决乡村所有问题的“总开关”
“总钥匙”。 汉阴县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
业，努力实现“一村一品”，把发展繁荣壮
大农村特色产业这篇大文章做好、 做足、
做深、做优，产业兴旺有了源头活水，乡村
稳步发展同步带动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治
理，也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奠定了坚
实基础。

汉阴：一地双收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