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刘哲）7 月 8 日，浙江慕安资本公司一行到紫阳县
考察调研富硒矿泉水项目，县自然资源局相关同志陪同考察。

该公司一行先后来到紫阳县双安镇闹热村、 廖家河村富硒矿泉水
水点进行了实地查看，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紫阳县富硒矿泉水水点具
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水质优势，非常适合开发利用，公司将进一步与紫
阳县深入合作，共同推动富硒矿泉水开发利用，实现共赢发展。

据悉，紫阳县富硒矿泉水源自深山，经过历史的自然过滤，富含硒元
素，形成了独特的口感和营养组成。目前已探明的具备开发价值的矿泉水
水源地 21 处，其中，单一富硒型矿泉水 3 处，单一富锶型矿泉水 9 处、单
一富偏硅酸型 1 处，混合富硒、锶型 3 处，混合富锶、偏硅酸型 5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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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段龙飞）近日，市农科院组织相关科研人员赴岚皋
县调研指导魔芋示范基地建设。

在蔺河镇蒋家关村、四季镇长梁村和城关镇东风村，调研组一行实
地查看了岚皋县立新魔芋专业合作社、 润福源魔芋发展有限公司和松
岭寨蔬菜种植家庭农场的魔芋种植基地，对基地发展林下种芋繁育、林
下堆栽商品芋、 魔芋玉米复合套种以及轻质化盆栽魔芋等多样化栽培
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与基地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就魔芋中后期
病、虫、草害防控及田间管理技术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调研组认为，岚皋县魔芋产业基础雄厚，发展优势明显，成效十分
显著， 以岚皋为代表的林下种芋繁育已基本解决了全市魔芋种芋短缺
的突出问题。 建议下一步要大力推广林下堆栽、庭院轻质化盆栽、大田
复合套种等栽培模式，加大商品魔芋生产规模，为全市魔芋加工企业提
供优质的原料供给，促进全市魔芋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啤酒龙虾味蕾碰撞、特色演出精彩绝伦、霓虹灯
光璀璨闪耀、 音乐伴随着习习晚风此起彼伏……近
日，位于平利县长安镇的石牛水街，一场汇聚视觉、
听觉、味觉的啤酒龙虾音乐节在夜幕下上演，掀起了
“夜经济”新热潮。

夜幕降临，水街的舞台中央，魔术表演、歌曲演
奏、多彩舞蹈轮番上演，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台
下观众纷纷随着旋律挥舞双手、摇晃身体，与演出人
员一同沉浸在动感旋律中，共赴“仲夏夜之梦”。

水街一角的美食集市，各色商户齐聚一堂，一张
张长桌上，满是啤酒、小龙虾、肉串、咖啡、糕点等美
食，让游客们尽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伴随着美食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类沉浸式体验，
浪漫神秘的花卉廊桥，琳琅满目的小摊集市，生动有
趣的亲子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消费。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了，这里环境好，美食丰
富，离县城近，适合带家人朋友来放松，今天是带外地
回来的表哥来这里。 ”来自县城游客王恬瑞说道。

参与活动的摊主洪余喜说道：“年前公司效益不
好，年后就去外地出摊了，家里还有孩子上学，来回
折腾不说，也没挣到多少钱，听说镇上举办龙虾啤酒
节，我又回到了家乡重新出摊，现场每天都有很多游
客光顾我的摊位，生意很火爆，非常感谢政府提供这
么好的一个平台！ ” 其他参与活动的商户也纷纷表
示，现场客流爆满，每天的备货都销售一空。

石牛水街因独特的地理优势， 成为平利县夜晚
独具魅力的“夜经济”场景。未来，长安镇将继续挖掘
本地特色资源，打造深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
场景，为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更加美好的体验。

初夏时节，走进汉阴县汉阳镇，呼吸
着山水之间清新的空气， 让人心旷神怡。
田间地头，产业园里，穿梭着群众忙碌的
身影，一派发展特色产业的繁忙景象。

步入交通村阮家坝农业综合产业园，
20 余个整齐的大棚映入眼帘。 草莓采摘
时节刚刚结束， 工人们就赶忙整理土地，
种上了脆皮西瓜和甜瓜。

走进大棚，一片绿油油的西瓜藤映入
眼帘， 瓜藤上长出许多圆圆的小西瓜，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

“去年我们到交通村租了这些大棚，由
于光照时间长，草莓种植的很成功，这段时
间草莓罢园了，就开始种上甜瓜和西瓜，过
段时间就可以来采摘了！ ”陕西三千亩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小武高兴地说道。

陕西三千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由

汉阳镇于 2023 年招商引资落地到交通村
的，公司已经有 6 年多的草莓种植管护经
验。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5 月，一到周末和
节假日，来草莓园采摘、购买的游客就络
绎不绝。 据悉，截至目前已累计销售草莓
4 万余斤。

西瓜大棚边，20 个高密度陆基养殖
池里刚刚投放了南美白对虾苗 70 万只。

交通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坤介绍：“自
从有了这个产业园，村集体出租土地有了
收益，村上也热闹多了，经常有游客过来
采摘体验，一方面带动周边的农家乐和小
店铺的生意，另一方面村上的群众有了稳
定务工的地方，增加了现金收入。 ”

在长岭村产业种植基地里，同样是一
片忙碌场景，一个个可爱的贝贝南瓜挂在
绿莹莹的藤蔓上， 工人们高兴地牵藤、疏

果。“村上建了这些大棚，先后种植了羊肚
菌和贝贝南瓜，我年龄大了，远走不如近
爬，出去打工找不到活，现在在家门口每
个月就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今年 51 岁的
村民赵代平边牵藤边笑着说道。

在陕煤蒲洁能化公司的帮扶下，长岭
村修葺建设大棚 10 个， 村集体合作社大
力发展羊肚菌、 贝贝南瓜等特色产业，充
分发挥产业能人带头作用，积极对接农业
技术专家实地指导， 确保种植产量和质
量， 并与汉阴七叶莲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确保产品有稳定销路。 今年，羊肚菌和贝
贝南瓜产业发展助力村集体经济收益预
计达 20 余万元。

在长新村百亩烤烟产业园里，一株株
烤烟苗整齐挺拔地站立在田地中，一眼望
去连绵不绝，阳光洒落在郁郁葱葱的烟叶

上，格外惹人喜爱。
“烤烟种植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能

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去年我们村集体联合产业大户
种植了烤烟 80 亩 。 今年我们巩固发展
200 亩， 同时动员了 3 个大户进行种植，
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40 余人， 镇上组织种
植培训，提供技术指导，还为我们争取了
配套烤烟房建设，产业发展我们更有信心
了。 ”长新村党支部副书记何官美说起烤
烟来喜笑颜开。

近年来，汉阳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积极
发展茶叶、食用菌、烤烟、果蔬、油茶等产
业，特色农业产业遍地开花，不仅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王代表，我家十多只羊丢了，这是我们一家
的命根子，可咋办呢？ ”7 月 1 日清晨，一场突如其
来的大雨让白河县中厂镇同心社区七组的村民余
泽荣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

原来，在匆匆回家取伞的间隙，余泽荣放养的
16 只山羊竟集体“离家出走”，消失在茫茫山林之
中，她沿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余泽荣心急如焚，
情急之下求助到县第十九届人大代表、 同心社区
党支部书记王顺明。

“你先不要着急， 这羊群在山上肯定不会被
盗，兴许是寻找躲雨的地方走错了方向，我们肯定
想办法给你找回来。 ”看着因丢失羊群万分焦急的
村民，王顺明细心安慰道。

在一番考量下，王顺明心里有了主意。 于是在
社区便民服务群中发布寻羊启事， 动员村民们一
起帮余泽荣留意羊群。 同时紧急协调辖区镇人大
代表、派出所民警、社区干部、网格员及热心村民，
组建了一支超过 30 人的寻羊队伍，一场争分夺秒
的寻羊行动随即展开。

一开始的寻羊之路并不顺利， 此时正值阴雨
天气，山路泥泞难行，连续数小时的不间断搜寻让
大家精疲力尽。 在短暂的休整过后，大伙商议着将
队伍兵分两路，再次扩大寻找范围，等找到羊群后
集合。

“找到了，找到了，就在这片树林里。 ”功夫不
负有心人，凭借着细致的搜索和不懈的努力，终于
在距离羊圈约 3 公里远的东山寨山顶，发现了那串熟悉的羊蹄印。

“一只、两只、三只……”余泽荣走近一看，正是自家消失不见的山
羊，经过清点一只也不少，看着悠闲吃草的羊群，大家哭笑不得，悬着的
心也跟着放了下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及时帮我找回羊群，为我们一家挽回了 3 万
多元的财产损失。 ”当看到失而复得的羊群时，余泽荣脸上的愁云一扫
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喜悦。

“这不仅是对群众财产的一次及时保护，更是人大代表、基层干部
群众紧密合作，共同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 ”参与寻羊的村民陈世文笑
着感慨道。

自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来，旬阳市神河镇聚焦乡村全面振兴重点
任务， 依托镇域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基
础，奋力谱写环境美、生态美、产业美、生
活美、 风尚美的新时代和美乡村新篇章，
切实将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成果转化为
“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环境蝶变焕新颜

炎炎夏日 ，走进神河镇 ，绿意盎然 、
风光如画的景致给人们带来阵阵清凉和
美的享受。 连片的麦田随风飘荡， 丰收
在望；栋栋小民居错落有致 ，干净整洁 ，
门前点缀着各种花卉 ， 香气扑面而来 ；
健康步道、 河边木廊增加了人们的健康
休闲方式。

今年以来，神河镇持续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按照“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
清污淤”要求，紧盯全镇环境治理重点问
题，聚焦主干道、房前屋后、胡同小巷、河
道沟渠等重点区域， 对乱堆乱放杂物、农
业生产废弃物、生活垃圾、落叶杂草等重

点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先后开展七批次的
人居环境整治“评星授牌”评选活动，对评
选出的 693 户“五星级”示范单位（户）进
行授牌，调动了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
积极性， 有效助推全镇环境面貌的改善；
以厕所革命整村推进为目标，走村入户摸
排底数，制定实施方案，大力宣传改厕政
策及相关技术标准，及时验收兑付，提高
群众改厕的积极性，齐心协力补齐人居环
境整治短板。

产业兴旺促振兴

脆爽多汁的西瓜， 香甜软糯的南瓜，
翠绿可口的黄瓜，鲜香味美的香菇……在
神河镇， 一项项农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尤其是六七月， 大量季节性果蔬上市，不
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农户
的“钱袋子”。

在国桦园区，520 余亩的食用菌产业
基地，香菇、猴头菇等一个个从菌棒中钻
出来，等采摘完毕，它们还将烘干被制作
成干制食用菌、香菇酱、调味品等产品，销

往全国。 发展至今，国桦香菇已经进入工
厂化制棒、标准化生产的阶段，形成“一中
心、五基地”的香菇产业格局，香菇产业效
益得以提升。

近年来， 神河镇坚持 “三产融合”发
展，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巩固烤
烟种植优势，推行“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运营机制，以两个千亩烤烟示范基地为
核心，按照“工厂化育苗、机械化耕作、专
业化管理、工厂化烘烤”的生产理念，提高
烟叶种植的科技含量 ， 今年种植烤烟
3200 余亩，预计产值 1000 余万元。 以“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拐枣、
食用菌、魔芋、粉条、西瓜、茶叶 、富硒大
米、生猪肉牛养殖等产业，增加了群众的
经济收益， 实现了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
展，形成了“农民增收—产业发展—主体
受益”的良性循环。

文明新风润心田

梅利荣，通情达理、慈爱包容，推选为
2024 年“好婆婆”；赵龙波，孝老爱亲、家

庭和睦，推选为 2024 年“最美家庭”……
在各村（社区）的道德评议会上，大家正在
对各个文明家庭的典型事迹进行评议，由
村“两委干部”、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以及村
民代表等担任道德评议会成员，选树“文
明家庭”典型，让村民以先进为榜样，自觉
讲文明树新风。

据了解，神河镇坚持以乡风文明“小
切口 ”助推乡村建设 “大文明 ”，将村规
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 深入推
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模式 ，
规范完善“一约四会 ”，将孝义善举培育
与群众文化生活紧密结合， 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站 ）的阵地作用 ，开展 “群
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德评议活动 10
余次， 大力整治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 ，
评选“十星级文明户”648 户、选树“好婆
婆”“好儿媳”3 人，开展文化惠民演出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 10 余场次，不断丰富村
民精神文化生活， 不仅让看得见的生活
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变化， 那些看不见的
文明新风也正浸润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宋先利）近日，宁陕县
建成首批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2 个，总
面积 130亩，投放鱼苗 1.5万尾、虾苗 5万尾。

今年以来，宁陕县认真贯彻落实安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康市生态
渔业倍增计划 （2024-2026 年） 的通知》
（安政办函〔2024〕22 号）精神 ，充分利用

县域生态资源禀赋，大力推进池塘冷水鱼
养殖、 高位陆基圆桶等现代设施渔业、稻
渔综合种养等养殖模式，助推全县渔业倍
增任务落地见效。县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
列渔业养殖支持政策，其中新发展稻渔综
合种养 5 亩以上，按照 1000 元/亩进行奖
补，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精心组织全县渔

业经营主体和县镇渔业技术人员 20 余人
前往汉阴县、岚皋县考察学习了稻渔综合
种养等养殖模式和先进养殖技术。编印了
《宁陕县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指南 （稻鲤）》
等技术资料，并加大新建项目前期的相关
手续办理、项目施工建设和养殖生产环节
的实地指导服务工作，建立健全了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化技术体系和配套服务体系；
利用全域旅游发展契机，结合周边民宿产
业和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以“闻稻香，听
蛙声，品鱼虾，享清凉”为主题努力打造渔
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
收、稻渔双赢、渔旅融合”的目标，切实提
高渔业产业经济附加值。

本报讯（通讯员 张梦瑶）今年以来，石泉县中池镇聚焦重点产业和
重点项目， 着力招精引准， 为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

以服务为先，营商环境稳步提升。搭建服务平台，做好服务保障，及
时解决企业反馈的问题。同时，明确专人负责，定期走访企业，解决日常
问题、常态化抓好企业日常安全监管。截至目前，中池镇已走访 30 余家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家庭农场，开展安全排查 10 余次，解决问题 5 个，
指导企业优化整改 10 起，助力企业“发展”和“安全”两手抓。

以乡贤为线，营商氛围逐渐浓厚。 建立中池镇“乡贤”人才库，用好
用活乡贤资源，对全镇乡贤进行摸底，及时收集乡贤事迹、建立台账信
息，开展乡贤评议会、“汇聚乡贤力量、助力家乡振兴”等主题活动，让外
出有能之士回乡发展、为乡村振兴献计出力。 及时收集整理乡贤建议，
用于指导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营造良好营商氛围。

以项目为要，经济发展逐步向好。建立一个重点项目一套协调专班
工作机制，在资金筹措、用地指标、供水供电等方面全力协调。定期召开
工作协调会，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和实际情况，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实际困难进行分析研判，助其找“病因”、解“病症”。

下一步，中池镇将精心绘制招商图谱，围绕优势产业、特色农业链
招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等级，助推中池发展提档升级。

宁陕首批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成投产

市农科院赴岚皋调研指导
魔芋示范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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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池镇：招商引资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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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量稳步增长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现现场场热热闹闹非非凡凡

流流光光溢溢彩彩的的石石牛牛水水街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