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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出生的胡文迅，现任兴旬生态
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3 年获得
“安康市优秀高素质农民”“旬阳市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少年时在亲身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
目睹农村发展落后的面貌后，他毕业后便
孤身一人外出打拼， 先后从事木材加工、
食品餐饮、矿山开采等工作，在经历了创
业的酸甜苦辣后，也收获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

致富后的他始终怀揣着带领乡亲致
富的梦想。 每次逢年过节回到家乡，他总
喜欢在邻居家转转、 在田间地头看看，想
起童年的玩伴儿，看着留守在家、有劳动

能力却没有收入的乡亲以及整片整片撂
荒的土地，他的心里深有感触。 思前想后，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头萌生，那便是在
村上发展产业， 让年轻人回来， 让农村
“活”起来。

经过多方考察，最终他决定发展桑叶
产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实施阶段面临
的首要问题便是流转土地，在镇村干部的
支持帮助下，通过召开群众院落会、组织
村组干部和村民到石泉蚕桑基地考察学
习，把流转合同和资金带到农户家里现场
签约、现场兑付，极大地调动了村民流转
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后， 胡文迅又前往山西、广

东、浙江等地参观学习，经过深入考察调
研，从各地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强桑一
号、育 711 等叶用桑主栽品种，并按照区
域功能定位选栽粤桑 51、无核大十、红果
2 号等茶菜桑及果桑等品种。

到 2019 年，园区道路全部硬化，水电
等设施一应俱全，生产车间、园区作业等
均已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机械化，设施全
部投产，步入正规运营。

合作社正常运营后，大部分的收益都
来自养蚕。 由于产业过于单一，导致桑叶，
桑葚出现大量浪费， 为进一步增加收益，
胡文迅决定创新求变，决定把方向放到桑
叶、桑葚的深加工上。 2021 年合作社购入
桑芽菜加工设备一套，2022 年购入桑叶茶
制作设备 1 套，共花费 90 余万元。

推出桑叶茶、桑芽菜、桑葚干、桑葚酒
等产品。 桑芽菜采用优质蛋白桑树嫩芽，
经过漂烫、气泡冷却、自动脱水、真空包装
等环节进行规范化生产加工。 桑叶茶则采
取绿茶的加工方法， 通过选叶、 委调、杀
青、风选、揉捻、炒制、烘焙提香等环节制
作而成。 产品一经推出，在各级政府的大
力推广下，社会反映良好，一直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 于是，2023 年胡文迅决定扩

大生产规模， 目前正在加紧布局线上平
台，力求达到品牌效益最大化。

胡文迅与村民有很深的感情， 心系
乡亲也让他对每户村民有着深入地了
解，不管企业干的有多大，胡文迅始终有
一颗建设家乡、带动村民、关爱弱势群体
的初心。 合作社经营至今， 先后为当地
100 余人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每年
为残障等困难家庭免费发放生活物资及
种苗、肥料等农用物资，聘请各级蚕桑专
业技术人员来到园区定期开展蚕桑种植
管护技术培训，并在种植桑树苗、修剪枝
丫 、病虫害防治 、喂养幼虫等阶段 ，深入
村民地里、家中开展指导，帮助村民解决
实际问题。 近年来，胡文迅为当地村民兑
付土地流转金、园区务工工资、发放桑树
苗、肥料费等资金共计 200 余万元。 在他
的贴心服务及暖心带动下， 村民们纷纷
扩大种植面积，开始整地建园。 如今，园
区处处呈现出一片阡陌纵横， 绚丽的富
美山村图 。

7 月 29 日，为期 13
天的紫阳县第二期富硒
茶香宴技术培训圆满结
束。 为助推富硒产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传
承和弘扬紫阳优秀饮食
文化， 促进和提升紫阳
美食整体质量， 推动和
打造“紫阳味道”品牌，
紫阳县美食行业协会联
合紫阳县天目有限公司
组织专业团队研发紫阳
茶香宴，并于 2023 年 7
月通过标准审查， 成为
安康市名宴。 富硒茶香
宴由 2 道小吃、10 道凉
菜、14 道热菜、1 道汤品
和主食茶香面组成。

彭召伍 摄

8 月 2 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安康中心城区汉江边，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此纳凉。 据了解， 安康依托绿水青山资源优
势，巧打“生态牌”，让游客感受安康优美的生活环境，目睹我市
经济的蓬勃发展。

邹一铭 摄

为推动各项稳岗就业惠民助企政策落实落细， 汉滨区纪委监委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积极发挥“室组地”联动优势，围绕“群众
就业促增收，企业用工有保障”目标，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服务
精准的高质量监督体系。 多措并举督促职能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全面
发力稳就业、保民生，优服务、促发展。 近日，汉滨区纪委监委会同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深入用工单位了解相关情况。

郑时根 摄

经营主体多、服务类型多、监管事项多，
人员却相对紧缺……如何解决基层市场监
管面临的难题，更好地为群众和经营主体服
务？ 汉滨区市场监管部门借助大数据、物联
网“智慧大脑”，将食品安全、医药器械、特种
设备监管等整合到“智慧监管平台”，把复杂
的业务工作转化为简单的终端操作，推动市
场监管向“互联网+智能”转变。

“请穿好工作服，戴好厨师帽，注意操
作规范。 ”在汉滨区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
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提醒某敬老
院厨师规范操作。

“智慧监管指挥中心是集分析研判、

监控保障、调度指挥、任务处置功能于一
体的智能大数据中心。 目前，纳入监管平
台经营主体有 3785 家， 其中接入视频的
试点用户 344 家， 接入摄像头 537 路，主
要包括学校、养老机构、餐饮企业、医疗单
位、特种设备等重点单位、重点领域和重
点人群。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通过该中心的指挥大屏，可以看到分
布在全区的监管点位，点击具体点位可以
快速查看市场主体资质、 从业人员信息、
监管人员、餐饮后厨实时直播视频。 如果
在视频中发现违规行为，可以及时通知企
业主体责任人或者该机构监管人员对存

在的违规行为进行整改。
除了“视频可视”之外，智慧监管平台

最大的亮点是 AI 识别技术， 平台通过数
据分析和 AI 识别技术，对涉及企业证照、
从业人员健康证临期或过期预警、后厨等
情况自动识别、自动判断、自动抓拍，一旦
有违规情形， 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发出预
警，目前已累计发送 1600 余条预警信息，
实现“可识别、可抓拍、可示警”。

抓拍预警之后， 就到了业务转办环
节。 通过向监管部门和经营主体双向同步
发送预警信息，经营主体可主动整改并上
传整改结果，预警信息消失；经营主体未

及时整改的，指挥中心可对所在市场监管
所下发转办任务， 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办
结，整改后核签归档。 通过“线上监管、线
下整改、线上报告”，实现从发现问题、到
处理问题、结果归档的闭环管理。

如今，汉滨区市场监管辖区内人少事
多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智慧监管平台”
的帮助下，市场监管繁多的服务事项有了
更清晰的条理，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了更
高效、更便捷的解决方式，科学的监管和
服务方式， 带来的不仅是工作效率的提
高、工作流程的优化，更是服务质量的提
升和群众更好的体验感。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光婷 ）近日 ，两名行色匆匆的男子来到工
行安康兴安东路支行办理现金取款 8 万元业务。 该行客服经理询
问取现用途 ，客户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眼神躲闪不敢直视工作
人员，只是催促工作人员快速办理。 客户一系列异常举动立即引
起运营主管的警惕。 当与两名男子进一步交流时，随行男子突然
试图离开网点。 运营主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从资金
安全的角度劝说客户先不要取款，同时立即向支行网点负责人报
告。网点随即启动反诈应急预案，将客户引导至休息区进行劝说。
同时，迅速向当地公安报警。 在汉滨区东城派出所民警再次询问
下 ，客户交代自己在某交友软件上结识网友 ，取款是为了帮助网
友周转资金。 经公安部门核实侦查，这是一起利用交友软件实施
电信诈骗的案件，并顺藤摸瓜成功捣毁在汉滨区实施诈骗的 1 个
传销窝点 ，解救受害人数名 ，同时避免该客户遭遇 8 万元资金损
失。

“工商银行就是值得群众信赖的银行。 ”事后，客户对工行耐心
专业的服务表示感谢，其家属从外地赶回安康向工行及民警表达了
深深谢意，并送上“金融卫士，守护人民”的锦旗。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事件频发，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各种网络
诈骗无孔不入。 该行认真落实监管要求和反诈制度规定，保持对电
信诈骗的高度警觉，强化全员防诈反诈意识和能力，积极与当地警
方协作配合，精准识别、全力防范电信诈骗，避免客户遭遇资金损
失，切实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随着夏日热浪来袭，石泉县池河镇良田村
的红心火龙果正式进入采摘季， 为炎炎夏日带来一抹清新与甘甜。
走进火龙果种植基地，只见肥厚翠绿的枝叶上缀满了色泽鲜艳、果实
饱满的红心火龙果，好似一颗颗待人摘取的“红宝石”，引来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我每年都来这里采摘火龙果，这里的火龙果又甜又新鲜，价格
还实惠，所以今天就带着朋友一起过来了。 虽然现在园子里很热，但
自己挑选、采摘，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游客杨女士一边说，一边小
心翼翼地剪下心仪的果实。

“我从 2018 年开始种植火龙果，一共种植了 10 亩，预计今年产
量有 5000 余公斤，年产值可达 15 万余元。 ”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
王传亿介绍，基地主要种植的品种是台湾大红红心火龙果，果皮鲜红
皮薄，果肉细腻爽口，糖分和酸度恰到好处，具有产量高、品质好等优
点，现在主要是以鲜果采摘的方式进行销售。除此之外，部分给超市、
餐厅供货，采摘期从 7 月持续到 12 月。

火龙果属于热带水果，王传亿通过引入先进大棚种植技术，科学
调整大棚内的光照、温度、湿度等关键因素，为火龙果创造了一个类
似热带的生长环境，使得火龙果在良田村扎下根来，结出累累硕果。
眼下，火龙果刚刚进入成熟期，由于外观漂亮、口感好，在市场上十分
畅销。

火龙果产业不仅鼓了种植户的腰包，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增收。 “我家就住在附近，施肥、除草、修枝、授粉，只要基地
有活儿干我都来，一年差不多也有 3000 元的收入，日子是越过越有
奔头啦！ ”38 岁的李连菊开心地说。

近年来，池河镇依托气候环境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香
脆李、火龙果等特色农业产业，着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与休闲采摘于一
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延伸“特色经济”产业链条，持续推动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高效农业转变，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紫阳开展第二期富硒茶香宴技术培训

工行兴安东路支行
“银警联动”守护群众资金安全

池河镇：火龙果正红火

““养养蚕蚕状状元元 ”” 的的致致富富路路
通讯员 孙远玲 刘先俭

汉滨区市场监管引入“智慧大脑”
通讯员 柯贤会 龚主苗

8 月 1 日，走进岚皋县石门镇大河村
陆基养殖基地 ，21 个错落排开的陆基养
殖圆桶映入眼帘，放眼望去沿河而建的鱼
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成群结队的鱼儿
在碧波荡漾的水里尽情畅游……绿水青
山间尽是丰收的希望，一幅乡村振兴画卷
在青山绿水间徐徐展开。

近年来，该县坚持“绿色发展、合理利
用、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基本原则，以
断面水质常年高于Ⅱ类水质标准的岚河
为载体，结合生态环境状况、渔业资源禀
赋、水域承载力、产业发展基础和市场现

实需求等情况，充分挖掘生态渔业的景观
资源和文化内涵，累计投资 5 亿元资金用
于探索发展“冷水鱼”健康养殖与生态养
殖示范场建设，从破解养殖难题、谋划和
谐共生、提升市场价值等方面发力，先后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四川省水产学校、
安康学院等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攻克
了杂交鲟鱼、 多鳞白甲鱼的养殖技术难
关，初步建成以“冷水鱼”为主导、各类经
济鱼类为补充的育产销一体化产业态势。

同时，该县积极探索“生态渔业+村集
体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对县域内 23 个

村集体拨付衔接资金 2700 万元，扶持村集
体入股新建 5 个流水化 “冷水鱼” 养殖基
地，通过就近务工、土地流转、带动养殖、入
股分红等方式，带动 1300 余户群众实现稳
定增收，基本形成集体经济发力、产业提质
增效、群众受益增收的发展格局。

此外，为了提高土地资源和自然光照
资源的利用率，确定民主镇枣树村、石门
镇大河村、大道河镇白果坪村、四季镇木
竹村、蔺河镇草垭村 5 个村试点发展庭院
陆基圆桶养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饮水工程、 提供技术指导等一系列措施，

引导“和美庭院”示范户将发展庭院经济
补助资金与农户自筹资金捆绑投入“冷水
鱼”的养殖管理，有效激发群众干事创业
热情，拓展群众增收致富渠道，盘活闲散
资金和土地资源。

截至目前， 该县水产养殖面积约 1.8
万亩，年产水产品 7000 余吨，产值超 3 亿
元， 建成投产国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场 3
个，培育“南宫鱼”“岚翠湖”“汉岚”“鱼痴”
等一系列特色品牌，其中“汉岚”“鱼痴”2
个品牌获得了省级著名商标并通过有机
认证。

冷水鱼撬动“热产业”
通讯员 赵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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