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走进旬阳市甘溪镇大岭台社区，一抹抹绿色正在向上生长，
形成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

近年来，甘溪镇积极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立足镇情实际，对全
镇预种地块和种子需求进行摸底。一到玉米和大豆的播种期，甘溪镇便
派出农技师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政策，面对面传授，手把手示范，
积极鼓励大家采取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确保稳粮增豆、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

“以前我们都是玉米、大豆各种各的，现在一块地里既种玉米又种
大豆，可以实现一季双收，这个套种模式，我觉得很可以！ ”大岭台社区
种植户李波说。

据了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根据大豆、
玉米的生长特性进行带状间作套种，充分利用两种作物的互补优势，达到
“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实现“一季双收”的经济效益。

“我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了 60 亩土地发展玉米大豆带状种
植， 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解决发展了一部分村劳动力就业问
题，还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份额外收入！ ”唐坡村党支部书记陈德厚说。

目前，甘溪镇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主要采用“2+2”模式，镇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为玉米大豆复合种植农户
提供好技术服务，抓好技术培训，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对
夏播作物管理及时跟进，确保夏种质量，为全年粮食增产增收打下坚实
基础。

下一步，甘溪镇将持续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通
过政府引导、保障农资供应、开展农技服务等多种途径，建立镇村两级
联动指导服务机制，摸索一套适合本土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引导更多农
户加入高标准示范农田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中来， 带领辖区农户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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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石泉县饶峰镇，满目黄花如海，一
片金黄璀璨， 每一株黄花都挺拔而茁壮，
枝头缀满了密密麻麻的花朵，一片丰收的
盛景。

“在种植过程中 ， 人大代表们多次
联系农业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为我
们讲解种植要点 ， 包括合理的种植密
度、种植时间的把握以及土壤的准备工
作等等。 他们还亲自参与示范种植 ，引
导我们采用科学的种植方法 ，提高黄花
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 。 到了采摘时节 ，
为了保证黄花的品质和新鲜度 ，他们提
前组织农户进行采摘培训 ，指导农户掌
握正确的采摘技巧和时间 ，积极帮助我

们协调劳动力 ，主动带领志愿者来帮助
我们采摘黄花 ，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 ，人
大代表们实实在在地为我们解决了不
少难题。 ”一位菜农感慨地说道。

采摘工作结束后，在人大代表们的有
序组织下，一筐筐装满黄花的箩筐被有序
地搬运至田边， 一辆辆货车缓缓驶来，停
靠在田边的道路上， 工人们迅速行动起
来， 将筐中的黄花小心而快速地装上车
厢，黄花堆积如山，金黄一片，散发着阵阵
清香。 与此同时，与订单公司的对接工作
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负责人手持清
单，仔细核对数量和品质，电话铃声此起
彼伏，沟通着运输、交货等细节。 装车完

毕，货车引擎轰鸣，满载着新鲜优质的黄
花驶向远方。 这些黄花将被送往订单公
司，经过加工处理，走向各地的市场，成为
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这一过程，不仅
是黄花的运输之旅， 更是连接农户与市
场、实现价值转化的重要纽带，见证着黄
花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今年全村流转土地 400 余亩， 种植
黄花 396 亩,亩产可达 3000 余斤，早晨四
五点，菜农们便三五成群，手持篮筐，穿梭
在田间忙碌起来， 每天可摘 1000 余斤的
黄花， 预计今年黄花产量可达 8 万余斤，
收益可达 25 万元左右。 同时,这片黄花从
种植到采摘带动群众就业 60 余人次，工

钱是按斤算，每斤 1.3 元，手脚麻利一点
的菜农一天就能摘 100 多斤。我作为一名
人大代表，要勇当领头羊，不断探索发展
新路子，让黄花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黄
金花’，多渠道夯实集体‘家底子’，鼓起农
民 ‘钱袋子’。 ” 该镇人大代表彭宪平说
道。

在人大代表的助力下，饶峰镇的黄花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种植户们的收入不断
增加，种植队伍不断壮大，乡村振兴的步
伐也更加坚实。 下一步，人大代表们将继
续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推动黄花产业升级
发展，让这朵“致富花”开得更加绚烂。

经过几场雨水的滋润，岚皋县蔺河镇
草垭村一片 200 亩的碧根果园郁郁葱葱，
苍翠欲滴。园中绿色的树叶和树下的魔芋
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山风吹过，泥土和青
草的清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7 月 22 日，天刚刚放晴，草垭村党支
部书记胡家领和支部副书记胡福涛相约
来到岭上的园区，看到眼前的一幕满脸笑
意。

“当时树苗子从江苏运回村上时已是
冬季，栽到地里我们一直担心成活率以及
‘水土不服’造成的异常现象，现在看来，
这些到了岚皋安了新家的碧根果树，生活
得挺安逸，长得枝繁叶茂，令人欣喜。 ”胡
家领介绍，从去年 10 月开始，这些果树分
3 批栽种在园区，一共 2000 多棵 ,由于要
求每株树距 8 米宽,造成许多地方出现空
闲地带 ,去年 11 月 ,村集体组织村民接着
又在林下套种了魔芋。

把千里之外的碧根果树搬迁秦巴山
区的岚皋县安家落户，这绝非偶然，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还要从滔河镇一个
叫高明的人和 7 年前新一轮的苏陕协作
说起。

碧根果，俗称薄壳山核桃，是世界上
著名的干果树种之一，也是公认的“一次
栽植、百年受益”的长效经济果林，因其果
大、壳薄，出仁率高，成为人们最安全的补
脑保健优质食品。

2018 年， 在外闯荡多年的高明回到
了自己的家乡岚皋县滔河镇车坪村，准备
引进在外务工时接触过的碧根果树回乡
栽种创业。 当时，高明的一个朋友在做这
方面的外贸生意，告诉他这种水果不缺市
场，就缺货，这让高明增添了信心。

说巧不巧，恰在此时，新一轮东西部协
作，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与岚皋县 “结了
亲”，建立起了对口帮扶关系。 更让人感到
巧合的是，碧根果产业已在常州发展多年，
是当地农业一个久负盛名的特色产业。

经过当地干部牵线，高明很快和常州
市新北区对口帮扶岚皋县联络组的干部
见了面。 双方沟通才得知，其实联络组的
干部也早有把碧根果种植引进到岚皋县
来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在岚皋山区
发展，且前景广阔的富民产业。

想法一致，双方一拍即合。
2019 年， 高明在联络组干部的帮扶

鼓励下，从本村流转土地 200 亩，成立农
业公司，从常州引进碧根果树苗进行尝试
栽种，一时间成了当地第一个敢“吃螃蟹”
的人。

为了帮助高明解决技术上的难题，让
碧根果产业在岚皋扎下根来，挂职的常州
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将常州的碧根果技术
团队引荐到了岚皋。

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个人赵亚夫亲
赴岚皋县 “传经送宝”， 还在车坪村设立
“亚夫工作站”，从技术上彻底解决高明的
后顾之忧。

转眼到了 2021 年， 高明栽种的碧根
果开始零星挂果。常州来的农业技术专家
经检测惊喜地发现，岚皋这块富硒之地产
出果实品质之优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随后
竟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中国
森林食品交易博览会接连斩获金奖，这让
当地的干部群众从中看到了增收致富的
希望。

2022 年的秋天， 高明园子中的部分
大树开始挂果， 当地群众纷涌来看 “稀
奇”，很多群众通过品尝和实地观摩，对这

一产业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2023 年， 车坪村率先开始流转土地

1000 亩栽种碧根果， 用于发展村集体经
济，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不但让
村民每年领取到土地流转费 13 万余元和
入股分红，也让周围的 100 多户群众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 村集体在果园内见缝插
针，种上了油菜，实现了一地多收。

随着高明和车坪村的示范带动，碧根
果种植很快在全县产生良好的蝴蝶效应，
全县栽种碧根果的“版图”不断扩大。目前
岚皋县南宫山、官元、民主、石门等 7 个镇
12 个村陆续推广栽种碧根果， 已投入苏
陕协作资金 1100 万元、 林业涉农整合资
金 390 万元， 累计建成碧根果种植园区
10 个，集中种植面积达 8000 亩。

岚皋县委副书记、常州市新北区对口帮
扶岚皋县联络组组长高月锋高兴地说，“苏
陕协作让碧根果千里入岚安新家形成了一
定规模气候，接下来，我们还会着眼于碧根
果的育苗、深加工、销售等方面工作，提升管
理水平，加大技术支撑，支持这一产业在岚
皋做成一条链，让‘小果子’成为乡村振兴的
‘大产业’，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

本报讯（通讯员 宋杨）平利重晶石储量丰富，品
位优越，是县内最具优势的特有稀缺资源，为钡盐产
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基础， 目前全县共有重晶石
企业及初级加工企业 20 余家，钡盐生产企业 1 家。

近年来，平利紧紧围绕“龙头带动、链式布局、研
发支撑、园区承载”的思路，以特色产业集聚发展为
方向，大力发展以钡盐为主的新材料产业，着力构建
产业链、 供应链、 创新链协同高效的新材料产业体
系，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迈进，
力争打造百亿新材料产业集群。

面对面倾听心声，零距离助企纾困。 该县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全体县级领导积极行动，利用
每个周三“亲商助企日”持续开展“五上”企业遍访帮
扶包抓工作，深入重点工业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听取
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 现场交办相关部门牵头协调
落实。

该县工商联会同相关部门利用月度政企恳谈会
机制，商定主题、征集问题、组织现场解答，并建立反
馈台账，进一步优化完善“问题摸排+梳理汇总+清
单交办+台账督办+解决反馈”闭环工作机制，全力
以赴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确保企业正常生产、达产
达效，力促工业稳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 6 个
月，全县已开展各类亲商助企活动 41 场次，现场解
决困难问题 13 件， 交办 21 批次事项已全部或部分
完成 16 批次。

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强化链主引领。平利县主要负
责人在新型材料产业链专题会上强调， 要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
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强化科技攻关，支持
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有效解决重晶石产业发
展所需的关键技术难题。要强化政策支持、财政资金引
导作用，优先向链主企业配置矿山、工业用地等资源，
优先为链主企业、重点项目、科技研发、技术改造和关
键基础设施建设争取专项资金支持， 支持重点企业进
行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改造。

与此同时， 平利加大重晶石深加工项目招商力
度，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领相关部门主动对
接全国各地相关重点企业， 今年年初与大庆市华禹
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年产 80 万吨钻井液
用重晶石粉加工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据了解，该项目
计划投资 3.5 亿元，在洛河镇新建生产厂房、原材料
库、成品库房和办公、研发、宿舍楼等基础设施，引进
5 条先进环保高效的钻井液用材料生产线。 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值 3.8 亿元以上， 年缴税 1500 万元以
上，带动就业 200 余人。

碧 根 果 千 里 入 岚 记
通讯员 张天兵

黄花漫道年年好
通讯员 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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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阴县城出发， 一路东行约 3 公里，
就来到了城关镇月河村，再由山脚沿着蜿蜒
的山路抵达半山腰，月兴合作社的蜂糖李产
业基地就出现在了视野中。 夏日炎炎，正值
蜂糖李的收获期，合作社理事长朱朝保正在
指导工人对蜂糖李进行采摘。

2018 年，返乡担任村干部的朱朝保，充
分利用本村荒山荒坡的有利优势，创办了月
兴农民专业合作社。 月河村的蜂糖李产业化
发展之路由此起步，他从一名普通的村干部
变成了合作社的负责人，刚开始种植蜂糖李
的那几年，为了学习种植技术,他到处向别人
求教， 哪里有果树种植技术学习和培训，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 如今，他从一窍不通的种
植“小白”变成了果树种植技术的“土专家”，
对种植蜂糖李技术与技巧了然于胸，其他果
树种植户常来基地向他请教。 蜂糖李的种植
技术要求较高，想要种出品质佳、口感好的
蜂糖李，田间管护很重要，春季要抹芽、打农
药、追肥，夏季修枝，秋季施肥，冬季要拉枝，
一年四季都有得忙。 果园里有 10000 余棵李
子树，对于每一棵果树的情况，他都熟稔于
心。 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合作社基地的蜂糖
李味好质优，深得消费者喜爱。

他还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学
习，高素质农民培训、网络学习、农业科技大
讲堂、省市县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他都积极

参加。 2023 年他参加了国家乡村振兴返乡人
才能力提升研修班学习，通过考试考核获得
了高级职业农民资格证，2024 年他被选聘为
汉阴县高素质农民结对帮扶服务队果树技
术服务队队长。 2022 年月兴合作社通过与县
农业农村局建立农技项目合作关系，合作社
被认定为汉阴县月兴农民田间学校，承担了
全县林果种植管理教学任务，2023 年基地被
认定为安康市林果教学实践基地、农林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月兴农民田间学校成立以
来，每年组织林果结对帮护服务队免费提供
全程生产管理技术指导，累计开展技术服务
100 余场，举办培训班 10 余期，培训果农 500
余人次。

身体力行争当汉阴蜂糖李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领跑人”。 这是朱朝宝自己定下的信
条 ,实现由“干得好”向“带得好”成为乡村振
兴的“兴农人”是他的目标。 截至目前，月河
村种植蜂糖李累计收入达 180 余万元， 年带
动 300 余人就近务工，年发放务工工资 40 余
万元。 他以服务农业助力产业发展的身体力
行推动着汉阴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产业
增收变成了现实。

玉米“套”大豆 种出好收益
通讯员 李宇翔

夏日清晨， 伴随着山间的微微凉风，
紫阳县东木镇森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覃培均便早早起床，与合作社里的
员工们一起装秸秆、拌饲料，为圈舍里的
猪、牛、羊准备着丰富的“早饭”。

刚到圈舍门口，就听见家禽们的吼叫
声和员工的欢笑声此起彼伏相互交织，面
对美食的诱惑。圈舍里的家禽更是难以抑
制的兴奋百态尽现，猪舍里的一头头膘肥
体壮的猪趴在食槽里津津有味地吃着猪
食，牛舍里一头头体格健壮的牛悠闲地咀
嚼着青草，整个合作社热闹非凡。 这些生
猪、牛羊们不仅是覃培均的宝贝，更是燎
原村的骄傲。

“燎原村是东木镇最偏远的村了，以
前这里人都是靠天吃饭，作为土生土长的
燎原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能够
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带上大家一起过好日
子。 ”覃培均说道。

回顾前几年的燎原村， 山大坡陡，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这里的群众只能靠种
玉米、土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为了与

贫困抗争，覃培均也曾外出务工，由于无
一技之长，并未挣到钱。 2010 年，他被迫
回到老家，以 3 万元扶贫贷款起底养殖山
羊，然而这 10 余年的养殖过程并不顺利，
他也遇到因为养殖经验欠缺，母猪感染猪
瘟死掉、资金链断裂、销售困难等难题，为
此，他多次去外地学习养殖经验，了解更
加专业科学的养殖方法，同时，东木镇党
委政府了解情况后主动开展帮扶工作，带
领着市县养殖专家为其上门指导， 就这
样，覃培均一边养殖，一边学习，他的经验
越来越丰富，养殖规模也越来越大。

有了党委政府的支持，覃培均发展信
心更足了，2018 年，覃培均的紫阳县森琳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生猪生态养殖场成
立， 合作社占地面积约 30 亩， 集生猪养
殖、仔猪繁育、商品羊牛养殖等多元化业
务于一体，良好的运营环境还曾先后荣获
县级现代农业园区、市级家庭农场等荣誉
称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养殖规模和技术水
平，2023 年，覃培均又建设了万头种猪繁
育基地，为生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优

渥的环境。
合作社越来越壮大， 腰包越来越鼓，

覃培均也想到自身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带
领村民们一起致富，同时，周边群众看到
发展养殖业能赚钱， 纷纷赶来向他询问
“致富经”。 优势和需求“双向奔赴”，注定
了互相成就。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启动资金的
村民，覃培均直接从自己的养猪场中抓起
仔猪送到农户家， 承诺养大卖了再算钱，
并与村里养殖户签订了销售合同，实行订
单养殖， 彻底打消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对于前来讨教养殖技巧的村民，他毫不吝
啬倾囊相授养殖技巧和经验。对于空闲在
家的壮劳动力，他也为其提供了就近务工
的岗位。 目前，覃培均的森琳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已扩建至 4000 平方
米，生猪年存栏达 4000 头，辐射带动燎原
村 32 户农户发展养殖业， 户均年增收达
到 1 万元， 繁忙时节每日可提供 30 余个
临时就业岗位，日常固定 6 个就业岗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再次走进

燎原村，满眼翠绿，牛羊满山、生猪成群，
处处呈现生机勃勃的产业发展景象，以生
态养殖为主的合作社产业链也是蓬勃发
展，森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腊肉制品
加工生产线、有机肥加工生产线项目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与此同时，后期发展
的两家养殖合作社也在奋楫争先有序推
进，紫阳县弛升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在
利用新技术培育引进的新品种肉牛；东木
珂群养殖基地新建圈舍、办公用房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

“未来， 这三家合作社将形成一个集
生态、环保、高效于一体的现代化养殖园
区， 带领周边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的同时，
也为全镇农业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东木镇分管农业副镇长刘昊介绍。

下一步， 东木镇将进一步发挥好指
导、扶持、服务职能，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奋勇前进，切实将燎原村养殖合作社打造
成规范化运行的示范样板，带领群众共同
富裕的平台纽带，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
东木力量。

现代化畜牧养殖已成“燎原之势”
通讯员 毛润 刘较丹

蜂糖李甜了 果农们富了
通讯员 戴福琴 沈黎铭

朱朝保展示刚采摘的蜂糖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