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蚕种场的联合制种车间内一片繁
忙，一幅幅生动的劳动场景跃入眼帘。 在苏陕协作的产业扶持下，勤劳朴
实的群众正绘制出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丰收长卷。

走进兴隆佳苑蚕桑专业合作社联合制种厂，里面人头攒动，现场工作
人员和蚕农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分拣、削茧、鉴别雌雄等道道工序有条不
紊地进行，拉开了今年制种工作的序幕。

安康市蚕种场有限公司农艺师吴兴美说， 这是一项细致且重要的任
务，关乎着后续蚕蛾的繁殖和蚕种的培育。 “前两天我们已经完成了雌雄
鉴蛹工作，我们这个簸箕里面摊的是中系的雌蛹，今天早上它已经羽化成
雌蛾，等工人捉到交配簸里，把雄蛾和雌蛾放到一起进行交配，中午就能
进行产卵。 ”

集中制蚕种工作的实施，不仅提高了蚕桑产业的产量和质量，也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削茧、制茧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是社区群众，这些就近
务工的群众成为最直接的受益人。

“今天我们上了 18 个工人， 大概在明天这个时候会有 32 个工人，平
均一天一个人制毛种张数大概在 50 张，预计明天制种 1500 张到 1800 张
左右，至少需要 30 多个工人。 ”吴兴美说。

近年来，以苏陕协作为契机，市、县、镇等多方通力配合，这个于 2022
年建成投用的联合制种厂更是打通了汉阴县蚕桑产业发展的便利之路，
不仅完善了产业链条、提升了产业综合效益，更带动社区更多群众就业增
收。 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实现了“单一蚕桑养殖迈向产品加工升级，产品
精深加工推动种养殖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汉阴县平梁镇的兴隆佳苑蚕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蔡清表示， 兴隆佳
苑蚕桑制种厂的建立旨在延伸蚕桑园区的产业链条， 同时解决搬迁群众
的就业增收问题。从五月份至十月份期间，制种厂为搬迁群众提供了长期
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六十余人在此务工。 今年，制种厂预计能够生产七万
张蚕种，这些蚕种将销售至浙江、广州、江苏等多个区域，还有来自国外的
订单。

盛夏时节，走进恒口示范区梅子铺，多个农文
旅产业园区吸引了大批外地及本地游客前来打卡
游玩，乡村舞台、贡米之乡、生态餐厅镶嵌其间，彩
虹步道、产业走廊四通八达，构成了一幅和、美、
富、强的乡村新画卷。

恒口示范区以袁庄村为龙头，同安乐社区、余
岭村、棋盘村、南月村等 5 个村开展“三联”工作，
成立党总支部，形成抱团发展的合力，不断壮大产
业体量，在产业布局上朝着“一村一品、多村一品”
的方向发展，在袁庄村等龙头村落的带领下，积极
谋划产业项目，全盘布局产业链条，将“农文旅”作
为片区发展的主题，绘出了“千万工程”在恒口的
靓丽图景。

生态文明打基础，精神文明绘蓝图。恒口示范
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内
容。 “发展农文旅，环境质量跟不上可不行。 ”这是
恒口示范区袁庄村党支部书记彭龙定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近年来，袁庄村制定了《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实施方案》，多方面筹措资金，有序开展村
容村貌提升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扫干净、 摆整
齐、改旱厕、治污水、清垃圾、增绿化、树典型，一项
项行动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村庄的生态环境，在“村
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引导沿线村民见缝插绿、借
绿成园，打造美丽庭院，形成“一户一风景、一村一
画卷、一片一风光”，有效推动村庄变景区、田园变
公园、风景变“钱”景。通过实施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推动建成生产、生态、生活“三生”合一的融
合载体，筑牢袁庄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根基。

袁庄村利用绿水青山做文章， 发展农文旅产
业，引入经营实体，提供就业渠道，千方百计让老
百姓增收。同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
强村民法治教育，完善村规民约，在乡村发展中不
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秦巴汉水插秧节、稻米文化
馆、 孝义新风文化长廊等文化载体不断丰富群众
的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的思想内涵，传承优良传统
文化，让美丽乡村既“看得见山，望的见水”，又散
发历史底蕴、留得住“乡愁”。 多年来，通过持续推
动移风易俗， 打造承载着村民共同记忆的精神家
园， 使恒口示范区的广大村民身有所栖、 心有所
依、梦有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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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汉阴县平梁镇界牌村香脆李成熟上市的季节，一个个硕
大浑圆的果实压满枝头， 李子林里处处都是村民和游客忙着采摘的身
影。

走进汉阴县平梁镇界牌村汉江富硒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漫山遍
野的香脆李挂满山坡，似串串宝石在枝头闪炼，果实饱满圆润、色泽鲜
亮，阵阵果香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工人正忙着采摘、分拣、售卖，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笔者，香脆李采用避雨式、无公害、无污染、原生
态大棚的种植方式，其果品具有皮薄个大、肉黄核小、口感清脆香甜等
特点，受到不同群体的青睐。

“今年我们产业园种植有 240 亩李子，主要品种就是香脆李，早期
经过改良后，现在的李子个大、皮薄、又甜又脆，这两天正是成熟期，预
计产量在 8 万多斤，目前已经采摘有 4 万斤了，欢迎大家来采摘选购。”
合作社负责人刘汉江说。

据了解，平梁镇界牌村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强化田间精细化
管理，采取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庭院经济、种植大户带动等
方式，无偿为有意愿的群众提供树苗和技术服务，组织果农统一品种改
良、统一管理，让种植的香脆李口感甘甜多汁、品质上乘，带动周边群众
增收致富。

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资金、技术、资源等要素整合力度，鼓励村
民种植特色林果，构建集种植、观光、旅游、采摘于一体的循环产业，加
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今，红桃、黄桃、李子等多个种类的果业
不断鼓起群众钱袋子，引领当地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硕果挂满枝 采摘正当时
通讯员 贺珍珍 熊乐

时令进入七月，正是贝贝南瓜收获的时节，旬阳市吕河镇各村（社
区）的贝贝南瓜迎来丰收时刻。放眼望去，瓜地里绿油油一片，一个个瓜
皮墨绿、肉厚结实的贝贝南瓜掩映在藤蔓和绿叶之中，犹如一盏盏小灯
笼坠落在田间，村民们在地里忙着采收、挑选、装袋、上称、搬运，现场一
派忙碌景象，收获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种植贝贝南瓜，长势还不错，种了 200 多亩，已
经采摘的 3 万公斤今天全部卖完，现在正是大丰收的时候，有合作社收
购，不怕卖不出去。 ”吕河镇险滩村党支部书记曹文龙笑着说道。

种植贝贝南瓜，得到的不只是成熟的南瓜，更有通过不断突破创新
发展模式带来的好日子。“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已成为吕河镇群众生产
生活的常态。

在险滩村贝贝南瓜基地，有 10 多位村民长期在这里务工，正在采
摘的村民周大姐说：“农忙时候，我就在村上工作，现在主要是采摘贝贝
南瓜，每天有 100 元左右的收入，而且离家近，忙完了也不耽误回家照
顾娃。”贝贝南瓜的丰收，不仅让村民们收获了满满的喜悦，也为乡村产
业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吕河镇成立“山货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户+
村集体+山货郎+公司”四位一体农户利益增收机制，形成农户种植、村
集体组织发展、工作人员上门收购、合作社负责销售的发展模式，实现
供销两旺，形成带农、助农、益农、富农的大市场，切实破解群众增收难
题。 今年共种植贝贝南瓜 2800 亩，预计产量 50 余万公斤，7 月底前采
摘完毕。

目前，随着贝贝南瓜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长，让吕河镇更加坚定
了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的信心。下一步，吕河镇将继续做好贝贝南瓜的
收购协调工作，总结种植经验，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破解农民增收致富
密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皮豇豆是石泉人餐桌上一道常见的特色菜，在当地深受欢迎。每到
夏季豇豆收获的季节，很多人都会把新鲜豇豆经过腌、晒等工序制作成
皮豇豆。

余申菊是石泉县城关镇二里社区的居民， 每年夏季豇豆收获的时
候，她都会制作皮豇豆，不仅供自家食用，也对外销售，由于她制作的皮
豇豆辛辣香脆，吸引了不少人订购。

谈起自己制作皮豇豆的秘诀， 余申菊笑着说道：“皮豇豆我做了好
多年了，因为我们老家在农村，爸爸妈妈还有周围的邻居都会做，我也
就跟着学会了。 做皮豇要选用本地采摘的新鲜嫩豇豆，经过腌、晒、切、
泡、拌、炒六道工序才能做成。 皮豇豆的口感就是比较脆，不管是炒腊
肉、炒瘦肉、炒新鲜肉都非常下饭，只要拆开包装，把肉切好，倒进锅里
翻炒均匀就可以吃了，做起来简单，保存也很方便。 ”

如今，石泉皮豇豆已被纳入石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作为一道地域特色美食，皮豇豆不仅承载着石泉人对美食的追求，也逐
渐进入了外地人的餐桌。 余申菊说：“我卖的地方也比较多，一些食堂、
学校都在买，外省的人也会买我制作的皮豇豆。 逢年过节的时候，出门
上学的，到外地务工的都会捎上几袋皮豇豆，吃得就是家乡的味道。 ”

走进石泉县的炒菜馆， 几乎每一家的菜单上都会有以皮豇豆为主
角制作的美味佳肴。 餐饮店老板缪付珍说：“皮豇豆炒肉丝、炒回锅肉、
炒腊肉都很受欢迎，每天都有客人点这些菜。 本地人喜欢吃，外地人更
喜欢吃，是我们本地很受欢迎的特色菜。 ”

而在乡村地区，种地的农户几乎每年都会种植大量的本地豇豆，季
节一到，皮豇豆就成为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美食。这种原本为了方便保
存的腌制菜品，在以前缺乏保鲜设备的时候，是备受人们欢迎的美味。
随着时间推移，一代又一代人将这种费时费力的制作方法留存下来，在
保鲜技术日益完善的今天，依然在乡土故园，散发着令人垂涎的乡愁之
味。

为推动 “汉滨陕茶一号” 高质量发
展，持续扩大品牌消费，营造品牌发展良
好环境，促进汉滨茶业质量变革和提升，
现决定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开始面向全
国征集“汉滨陕茶一号”形象标识（LO鄄
GO）设计方案。 热诚欢迎各位有识之士
积极参与本次征集活动，为“汉滨陕茶一
号”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应征人资格
凡有意愿参与“汉滨陕茶一号”形象

标识（LOGO）设计并自愿遵守本征集公
告和本次征集活动全部要求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 均可参加本次征
集活动并提交应征设计方案。 参加本次
征集活动的应征人应当在提交的应征文
件中明确表明作者的姓名（名称）、联系
方式。

二、征集要求
（一）设计主题
以“汉滨陕茶一号”为创意主体，设

计 LOGO 标识， 塑造汉滨茶业独特品
牌，树立陕西茶叶鲜明形象。

（二）设计要求
1.主题鲜明，富有特色。 投稿作品应

构思精巧、创意新颖、内涵丰富，紧扣“汉
滨陕茶一号”品牌定位，展现汉滨茶业优
势特色。

2.适应面广，便于使用。 投稿作品应
具有系统性和延展性， 便于印刷并运用
各种工艺生产制作， 须考虑适配不同视
觉应用场景（如电视、流媒体等），利于推
广应用。

3.应征设计方案须为原创，且内容
和元素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 满足作品参赛的技术

性标准和条件。 应可获得版权保护并适
合于商标注册。

4.应征人应保证对应征设计方案享
有完整无瑕疵的权利， 不存在侵害其他
第三方权益等任何情况 （如设计方案涉
及著作权、版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法律
纠纷，一律由作者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对
于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参赛者，一经查实，
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与资格， 如已发
放奖金将全额追回）。

5. 应征人确保应征作品的著作权
（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财产权、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衍生品开发权）等相关知
识产权属于征集人， 并遵守保密与反隐
性营销条款。如征集人发现任何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擅自使用了提交的应
征作品或其中标志性元素， 或者违反保
密与反隐性营销条款， 征集人有权追究
其法律责任。

三、“汉滨陕茶一号”概况
1.“陕茶 1 号”优势茶树品种
“陕茶 1 号”无性系茶树品种，是陕

西省首个、 全国第九个国家登记的茶树
品种，分别获国家林业局、农业部《植物
新品种权证书》，被陕西省确定为全省首
推主导茶树品种，2023 年被农业农村部
发布为全国农业主导品种， 成为全国首
批茶树三大主导品种之一。 “陕茶 1 号”
根系发达，易成活、耐寒性强、发芽早、芽
形壮美、 产量高， 其制作的茶产品具有
“形美、毫显、香郁、味鲜、保健 ”五大特
点。 截至目前，“陕茶 1 号”已在陕西、重
庆、湖北、河南、山东、甘肃等省市推广种
植，推广面积已达 22 万亩。

2.汉滨区优势生态环境

汉滨区地处秦巴腹地，汉江上游，植
被茂密、气候温润，土壤富含硒元素，是
业界公认的培植优质茶叶的理想区域。
北纬 32 度茶叶种植的黄金纬度、珍贵的
天然富硒资源、两千年的茶文化积淀，成
就了汉滨茶叶卓越不凡的风格品质。

汉滨区是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试点
示范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区、
中国硒谷所在地。 境内有西北最大的人
工湖———瀛湖，森林覆盖率 72%，汉江两
岸、瀛湖周边及凤凰山脉的茶叶主产区，
均处在富硒区，且瀛湖区域茶树发芽早，
一般每年 3 月 10 日春茶即可上市。

3.汉滨茶业历史悠久
汉滨茶叶始于商周、兴于秦汉、盛于

唐宋，是我国最早栽培茶树、最早生产贡
茶的地方之一， 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
茶叶集散地，唐宋以前就以“金州茶芽”
驰名。 在汉江黄金水道上， 至今留存着
“茶栈村”“粮茶村”等与茶相关的众多地
名和历史传说。

四、应征文件说明
应征人提交的设计方案数量不限。

应征文件中均需包含应征设计方案 （包
括完整的设计图稿、 设计说明、 应用模
拟） 和应征人参加本次征集活动须签署
的相关文件（包括《报名表》《原创作品承
诺函》 和应征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征
集人认为有必要提交的资质文件等）。

五、应征文件提交
（一）投稿方式
1. 电 子 稿 发 送 至 邮 箱 ：

19191125817@163.com
联 系 人 ： 熊 书 康 。 联 系 电 话 ：

19191125817。

2. 邮件主题命名：“汉滨陕茶一号”
LOGO 征集+个人姓名或公司名称。

3. 附件： 报名表+承诺书+其他附
件。

（二）投稿截止时间
本次征集活动自 2024 年 7 月 10 日

开始，截止时间 2024 年 8 月 10 日。请在
征集时间内将参赛作品发送至指定邮
箱，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逾期不再
受理。

六、评选方式
1.设计方案征集后，由主办方组织

相关方面，围绕设计方案的完美性、合理
性、实用性、商业性等进行综合评选，至
少确定前 5 名设计方案作为入围设计方
案。

2.由主办方将入围设计方案通过网
络投票方式公开征求意见， 再综合各方
面意见后， 确定初步拟使用设计方案按
程序上报汉滨区政府审定， 确定最终使
用的设计方案。

七、征集奖励
1. 经主办方确认为入围设计方案

的，各奖励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00
元），入围设计方案初步确定 5 个。

2. 被确定最终使用的设计方案，一
次性支付设计方案著作权转让费人民币
壹万元（￥：10000.00 元）

八、参赛须知
1.参赛者须填写报名表（公司加盖

公章）、原创作品承诺书、设计方案经采
纳后须与征集人签署《著作权转让书》。

2. 参赛者报名即视为接受本公告约
束，本次征集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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