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看那一片小小的叶子， 制作过程
中，相同的茶叶若是用不同的工艺，外形
和香味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有意思！”生在
茶乡长在茶乡，来自紫阳县洞河镇马家庄
村的 90 后青年胡钰桃对茶叶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热爱。

胡钰桃打小就对茶叶有着浓厚的兴
趣。 在辗转江西、安徽等多地学习制茶工
艺后，2015 年，身为党员的他响应家乡号
召，毅然选择回到紫阳创业，并作为马家
庄村的后备干部接受组织培养。

回乡后的胡钰桃更加痴迷制茶，依靠
紫阳得天独厚的条件， 先后在紫阳焕古、
洞河等地潜心学习制茶技术。 2017 年，他
东拼西凑筹集了 300 万元，创办了紫阳天
一富硒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紫阳县同和
茶叶专业合作社，从事紫阳富硒茶的研究

开发，并成功注册“钰花春”商标。
万事开头难。 在经营初期，胡钰桃因

为公司烦琐的大小事务忙得焦头烂额，也
常常因为销售窘境而彻夜难眠。

“最难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放弃， 前方
市场没有打开，后方欠着外债。 但因为是
自己的选择，不坚持是看不到结果的。 合
作社里的村民指望我增收，如果我放弃了
他们怎么办？”胡钰桃想起当时的困境，依
旧心有余悸。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胡钰桃积极参加
县上举办的茶技培训、茶企交流座谈会等
活动，逐渐厘清经营眉目，通过更新设备、
改进技术， 以公司＋合作社＋物联网的模
式拓宽销路，公司运转逐渐向好。

为不负回乡初心，胡钰桃把制茶和致
富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党员大会和群众大

会，宣传种茶、制茶和茶产业，积极吸纳合
作社社员 67 户，通过流转、务工、鲜叶收
购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先后与 147
户农户签订茶鲜叶收购协议，每年收回茶
鲜叶超 32 吨， 带动农户每年每户增收 1
万元以上。 公司还累计投资 680 余万元，
用于土地流转、基础建设、园区建设、茶园
管护、机械购买、品牌打造和包装设计等，
年产绿茶 6 吨，红茶 2 吨，年产值 480 余
万元。 此后，他被选举为马家庄村支委会
委员，扎根马家庄村，带领当地群众将富
硒茶香之路走得越来越宽阔。

就这样 ， 胡钰桃秉承勤奋学习 ，用
心做茶，诚信经营，共同致富的宗旨 ，不
仅使公司的紫阳毛尖茶 、 紫阳翠峰茶 、
紫阳红茶等产品 ，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认定为中国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而

且还获得安康市食品安全示范企业 、第
四届安康市富硒名优茶大赛 “绿茶银
奖 ”、 紫阳县手工制茶实训基地等多项
荣誉 。 胡钰桃本人也获得 “陕西省手工
制茶技艺大赛三等奖 ”，2021 年和 2023
年先后被评为 “紫阳县优秀共产党员 ”，
获得“紫阳县技艺能手 ”“紫阳县致富带
头人 ”及紫阳毛尖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
物质文化传承人等称号。

“荣誉只代表过去的成绩，时代在变，
人也必须跟着进步。 既然我是致富带头
人，那就必须冲在最前沿！ 最近我还计划
到外省继续学习，争取将高精尖技术带回
家乡，壮大我们的紫阳富硒茶品牌，让群
众增收再上一个台阶。”展望未来，胡钰桃
信心十足。

２０24 年 7 月 1 日 编校 唐正飞 组版 国芳06 经济特刊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东）仲夏时节瓜果飘香。 继西
瓜、桃子、圣女果等时令果蔬上市后，新鲜的蜂糖李也
接踵而来，为炎炎夏日再添一份甜蜜。 眼下，汉阴县城
关镇月河村月兴合作社的 2 万公斤蜂糖李抢 “鲜”上
市。

走进月兴合作社的蜂糖李产业园， 阵阵果香沁人
心脾，放眼望去满目苍翠，成片的李子树郁郁葱葱，沉
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 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蜂糖李娇艳
欲滴，李子树下务工群众动作轻柔、手脚麻利地将成熟
的蜂糖李采摘下来，脸上挂满丰收的喜悦。

“我们月兴合作社的 350 余亩蜂糖李，现已陆续成
熟，今年前期管护得当，果子品质好、水分多、糖分足、
口感脆、个头大，预计产量在 2 万公斤左右。 6 月 30 日
我们正式开园采摘，可持续到 7 月中旬，欢迎广大游客
朋友前来采摘品尝。 ”产业园负责人朱朝保笑着说。

月兴合作社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 通过流转村内闲置土地， 建成 350 亩蜂糖李产业
园。 每年的除草、修枝、施肥、摘果等日常管护，可用工
60 余人，发放务工工资 14 万元以上，为周边村民提供
长期稳定的务工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从建园开始，我就在这儿干活，干了有四五年，现
在主要就是锄草、管护、剪枝，果子熟了帮忙摘果子，一
个月工资 2000 多元，在村内一年能挣 3 万余元，挺满
足的。 ”务工群众刘代保说。

据了解，2023 年月兴合作社 350 亩蜂糖李开始挂
果，销售果品 5000 余公斤，产值 30 万元。 今年果树进
入丰产期，预计果品产量在 2 万公斤左右，产值有望达
到 50 万元，能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30 万元，小小蜂糖
李成了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产
业园也已然成为致富园。

“为了蜂糖李产业继续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产业
园致富带富作用， 今年我们新建成 120 平方米的气调
库 1 座，在蜂糖李大量上市的时候，选取一部分品质好
的果子储存起来，进行错峰销售，争取蜂糖李收益最大
化。 ”朱朝保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汉阴县依托良好的地理气候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提升产业融合水平，促进村
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绘就了一幅产业兴、 村民
富、农村美的新画卷。 目前，全县种植果树 5.06 万亩，
其中李树 2.1 万余亩，主要包括蜂糖李、青脆李、紫皮
脆李等品种， 预计今年全县李子总产量在 6000 吨左
右，总产值 7000 万元左右。

夏至过后，万物盛极，属于种
药人的忙碌时刻才刚刚开始。 在
白河县仓上镇石关村 10 组的山
坡上，经过前两天雨水的滋润，地
里的射干和苦参长势喜人， 密密
麻麻的新芽勃勃生机， 返乡创业
能人秦维兵正带领着工人穿梭在
田间忙着锄草、施肥。

“苦参是一味喜阴的中药材，
适合林下种植， 我们这个地方属
阳坡，光照充足，于是我套种了一
些玉米，效果还不错，现在正是药
材生长的关键期， 我要尽快完成
施肥除草，好让它加速生长。 ”秦
维兵介绍， 目前种植的中药材主
要为苦参和射干， 苦参根茎亩产
预计能达到 2000 公斤以上，亩产
值在 1.25 万元左右，苦参种子成
熟后也可单独销售 ， 亩产值在
3000 元左右，而连片种植的射干
亩产值也在 1.65 万元左右，经济
效益较好。

发展中药材产业不仅让秦维
兵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也带
动当地群众增收。 自他返乡创业
以来，除了流转土地 600 亩外，还
吸引 20 余名村民到公司务工，实
现“家门口”就业。

与此同时， 在红花村南庄沟

的产业园里， 连片的黄姜和黄精
已不是年初时的稚嫩模样， 深绿
色的藤蔓和枝芽为这面山坡穿上
了厚厚的衣裳，满目皆翠色。

“前两天下了一阵雨，地里的
杂草又长起来了，密密麻麻的，趁
着这两天晴好天气， 抓紧时间给
黄姜锄草。”园区负责人姜明飞抢
抓时机， 每天早早地带着工人进
行田间管护。

2016 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姜
明飞瞅准中药材的发展前景，回
乡成立了白河县明飞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发展黄姜、黄精等中
药材产业。经过 8 年的摸索实践，
目前连片种植的中药材规模已达
1500 亩以上 ， 预计总产值可达
270 万元以上， 常年在园区务工
村民达到 60 人以上，他也因此成
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产业带头人，
并成功当选镇人大代表。

近年来，该镇立足镇域资源
优势 ，夯实产业基础 ，鼓励人大
代表 、乡贤能人带头发展产业 ，
培育生态黑猪 、木瓜栖鸡 、生态
稻田及黄姜 、魔芋 、莲藕 、天麻
等特色种养殖产业 ， 全面巩固
提升各类特色产业 ， 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沛芬 ）6
月 25 日，紫阳农商银行开展“孝
义之家、孝义善举最美员工、爱岗
敬业之星”评选活动。

评选期间，该行制定《紫阳农
商银行关于开展“孝义之家、孝义
善举最美员工、爱岗敬业之星”评
选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动员
会，遵循实事求是、公开公正、注
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引导广
大党员职工积极参与， 营造争先
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最终评定
出“孝义之家”3 家，“孝义善举最
美员工、爱岗敬业之星”各 3 人。
“通过此次评选活动，加深了我们

对于孝义文化的理解， 使孝义善
举、家国情怀入脑入心入行。我们
将持续践行孝义文化， 为紫阳厚
植文明新风、大力弘扬孝义善举、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 ”获评员工纷纷表示。

据了解， 自孝义善举工程实
施以来， 作为紫阳县 5 家孝义善
举培育示范单位之一， 该行高度
重视，积极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
动内容，通过培育先进典型、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 用足用好孝义银
行等措施， 让孝义善举文明新风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紫阳农商银行评选
孝义典型树新风

近年来，岚皋县立足“水丰、水净、水
硒”的自然资源禀赋，抢抓生态养殖发展
机遇，以鱼净水、以水养鱼，通过“人放天
养”，既保护了一江清水，又增加了经济收
入，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走进孟石岭镇田坝村的岚皋县绿水
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养殖基地，错落
有致的陆基圆形池与山岰里的乡村美景
交相辉映，清澈的山泉水缓缓流进波光粼
粼的圆形水池，一条条体长半米、重达 25
公斤的鲟鱼悠闲游动。

鲟鱼作为地球上古老的脊椎动物之
一，身披盾甲，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
如今仍然保持着遥远祖先的形态特征，因
此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对水质要求非
常苛刻。

“岚皋水质很清澈， 属于安康富硒密
集区，通过在岚河流域流水养殖，目前我
们养殖的鲟鱼、 多鳞白甲鱼等冷水鱼，富
硒含量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该公司负责
人马力说。

为提高养殖技术，该公司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安康学院合作，完成
多鳞白甲鱼全人工繁育、苗种生产技术及
专用富硒饲料的研发。在提高经济效益的
同时， 带动当地农户就业， 年用工量超
100 人次，发放工资 150 余万元。

“按照今年县上冷水鱼的产业发展规
划，公司已建成 3 个基地，在建基地 2 个，
预计今年底全部建成。 投产后，年产值能
达到 3000 万。 ”马力说。

在佐龙镇正沟村的岚皋县硒源诚水

产养殖公司的陆基养鱼基地，遮阳棚下摆
放着一个个大圆桶，鱼儿在大圆桶里游来
游去，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公司负责人余
西刚把饲料撒向水池，鱼儿纷纷浮上水面
抢食。

余西刚是正沟村人 ，2022 年他发现
养鱼在该村是空白产业，其间蕴藏着无限
商机。 同年，在岚皋县农业农村局的帮助
下，余西刚投资 200 余万元成立水产养殖
公司，通过陆基养鱼的方式养殖黑鱼。

据了解， 陆基养鱼主要利用水循环，
采用循环供水模式，经过沉淀、杀菌、生物
净化处理，达到生态环保的目的。 有了大
棚的控温作用， 缩短了鱼的生长周期，鱼
的肉质更加细嫩鲜美。

“今年投放黑鱼鱼苗近 10 万尾，预计

年底就能出售。 如果养殖成功，我就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 现在黑鱼比较紧俏，营养
也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余西刚说。

该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用足“水”优势，做活“鱼”文章，
全力推进生态富硒鱼养殖。 截至目前，全
县累计建成富硒生态渔业专业化养殖合
作社 8 家、规模化水产养殖公司 12 家，成
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品健康养殖示范场 3
个。 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
个、市级航母型渔业园区 1 个，市级渔业
园区 2 个，县级园区 4 个，省级水产原种
场 1 个。全年水产品产量达 6380 吨，产值
2.3 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突破 2000 个，年
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胡钰桃：初心不渝做好茶 致富路上争先锋
通讯员 何珣

大山种出“致富金”
通讯员 庞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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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欧洲杯正酣之际，在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的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不同类型的足球。 哒哒的缝纫机声中，工人们或
精准地操作切片、彩印设备，或娴熟地缝制足球，或细致地刷胶粘合，
或仔细地充气测试……每一个合格的成品足球拓宽了该厂工人致富
增收路。

据了解， 该社区工厂 3 月 17 日接到制作 50 万个足球的订单，将
在 8 月底前发往西班牙，平均每个工人可增收 2500 至 3500 元。

“2019 年 6 月我们社区引进了汉阴县帆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
公司是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外贸型企业，主要生产足球、
排球、橄榄球及篮球，产品销往巴西、阿根廷、智利、刚果等国家和地
区，并与国内多家贸易公司建立长期有效的战略合作，订单充足，业务
量大，带动社区及周边 80 余名群众持续增收。 ”兴隆佳苑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蔡清说。

本报讯（通讯员 殷卫华）为积极响应
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的号召，促进绿色消费和循环经济发
展，市商务局联合 14 个相关部门，于近日
正式发布《安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 该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将为
市民带来更加便捷、绿色的消费体验。

据悉，《安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
方案》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
式，聚焦汽车、家电、家居等重点领域，构

建完善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 按照方案规划，到 2027 年，安康
市将力争实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乘用
车加快淘汰，高效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提升，绿色、智能、高品质消费品更多
进入居民生活。

在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我市将落实国
家汽车报废更新补助政策，鼓励老旧汽车
更新为燃油车或新能源汽车，并对符合条
件的消费者给予一定补贴。

在家电产品以旧换新方面 ，鼓励将

高能耗 、高水耗 、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
家电更换为低能耗 、低水耗产品 ，特别
是支持一 、二级能效绿色家电和新兴智
能家电的换购。 通过企业合作和政策补
贴 ， 促进家电产品的便捷回收和再利
用。

在家装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我市将
支持传统家居品质提升和旧房翻新改造，
鼓励家居企业推出绿色、低碳、智能化的
家居产品。 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消
费场景，提供个性化的家居设计、定制和

安装服务，为消费者打造更加舒适、环保
的家居环境。

此外，方案还强调回收循环利用的重
要性， 要求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体系，
规范健全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促进资源的
有效循环利用。此次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的全面实施，将有力推动我市绿色消费和
循环经济的发展， 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
绿色的消费选择。 同时，也将为全市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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