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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卢英 张静）
8 月 11 日，安康宁远居农旅康养
有限公司在镇坪县城关镇竹节溪
村举行鱼苗投放仪式。 随着包括
鳜鱼、 鲈鱼、 鲤鱼等多个品种的
20 万尾鱼苗投放进水产养殖基
地， 竹节溪村集体经济发展再次
迎来了强劲的动力。

此次鱼苗投放活动， 不仅是
镇坪县生态水产养殖项目深入实
施的重要一环， 更是积极探索村
企合作新模式、 推动农旅融合发
展的生动实践。 该项目充分利用

了高速公路退地集体收储与南江
湖库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通
过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 旨在进
一步激活乡村旅游市场， 实现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为集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户收
入的稳步提升贡献力量。

据悉， 本次投放的鱼苗将在
明年 9 月底迎来最佳捕捞期。 届
时， 总产量有望达到 40 万斤，能
为竹节溪村集体经济带来丰厚的
经济收益， 也为农户们开启一条
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许兵）
立秋时节，石泉县城关镇龙
堰村种植的紫皮长茄进入
采摘旺季，田间地头一片丰
收景象。

今年以来，龙堰村通过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在紫长茄子的
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上下
足功夫，不仅茄子品质和产
量大幅提升，通过订单也促
进了基地和企业的无缝对
接。 近年来，石泉县将富硒
食品预制菜作为首位产业
进行重点打造，通过与预制
菜企业签订订单，建立预制
菜种植基地，种植紫皮长茄
等蔬菜。 今年，全县共有 5
个镇种植紫皮长茄，总面积
1500 余亩 ，通过抓点示范 、
农技干部包镇联村、外聘技
术人员包产业，加强技术指
导，实现了茄子种植由粗放
型向精细化 、规范化 、标准
化转变 ， 每亩可实现 5000
至 8000 元的收入， 成为拓
展群众增收渠道、激发农村
发 展 活 力 的 重 要 特 色 产
业 。

为进一步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作
用,整合帮扶资源，凝聚帮扶合力，提升帮
扶质效，推进第一书记“组团服务”走深走
实，实现能力共进、服务共办、组织共建、
产业共兴“四共”目标，旬阳市关口镇组织
开展 2024 年第三季度驻村第一书记 “组
团服务”联席会议。

观摩活动先后走进关口镇大庙村国
芳经济园区、五味子种植园和长平家庭农
场，进行了现场实地观摩；现场听取大庙
村两委负责人关于养殖产业发展情况详
细介绍，学习该村在第一书记“组团服务”
助力下，养殖和种植相结合，园区化经济
进一步做大做强，逐步走科学化、规模化
的成功帮扶经验。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 国芳养殖场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
势 ，2020 年底筹划养殖猪和中药产业
……”沿着陡峭山路，观摩团一行来到大
庙村国芳养殖场，听取第一书记马洪波情
况介绍。

国芳养殖场成立于 2020 年， 目前拥
有 700 余头黑猪，总数达到 2600 头，而养
殖场的最大容量可达一万头生猪。为了确
保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养殖场采用了科
学化的管理模式，包括独立的厂房、严格
的进出消毒制度以及全面的可视化监控
系统。

自 2021 年以来， 大庙村七组连续遭
遇多场强降雨，加之该地区处于易发生滑
坡的地带， 导致通组道路遭受严重损毁。
这一情况不仅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不便 ， 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养殖场运
营———由于道路不通，养殖场的产品销售

和饲料运输都受到了阻碍。
面对这一困境，作为大庙村的第一书

记，马洪波到一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积
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到了必要的
支持和资金。 在他的努力下，最终成功修
建了一条长达 1.4 公里的产业道路，极大
地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当地村民的生产和
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养殖场的正常运营
提供了保障。

为了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平衡，
在第一书记马洪波的统筹协调下，在养殖
场周边流转了超过 100 亩的土地，并利用
猪牛粪便作为有机肥料，支持 100 亩五味
子的种植。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土壤肥
力，还带动了周边 40 多户农户共同参与，
同时因科学化管理降低壮劳力的使用，也
为 14 名缺少劳动力的残障人士提供了就
业机会。

“去年我种植 100 亩烤烟， 今年在村
党支部的协调下， 不仅帮我流转 20 亩土
地，还找烟站工作人员给我教技术，看烟
叶长势，今年的收入肯定好！”谈到自家的
烤烟，大庙村返乡创业能人向长平抑制不
住满脸的笑意。

长平家庭农场拥有 120 亩土地专门
用于种植烤烟，并采用了先进的五联烤烟
炉技术，共计 15 座烤烟炉，这不仅提高了
烤烟的质量和产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效
益，使得农场年收入达到了 50 余万元。

农场的成功运营不仅为向长平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 还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
会。 据统计，农场直接或间接提供了超过
50 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为 60 岁以上的
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增加了收

入来源，改善了生活质量。
依托“组团服务”机制，大庙村第一书

记与邻近的关坪社区党支部书记共同商
讨如何利用两村现有的烤烟基础解决烟
农在繁忙季节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
过实地考察和讨论依托两村均拥有的烤
烟种植经验和资源禀赋，两位书记一致决
定合作共建一个占地千亩的烟草示范基
地。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他们邀请了
烟站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指导，并组
织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到烟地的志愿服务
中。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烟农的劳
动力压力，同时也提升了烟草种植的效率
和质量。

通过两位书记的共同努力和紧密协
作， 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效运行，还
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
了社区的凝聚力，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双重
效益。

关口镇创新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新策
略，通过“银发经济”模式，利用老年人的
经验和能力，同时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
挑战， 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在家附
近参与工作的机会。

村民向长义说道：“我今年已经 60 多
岁了，本来以为只能闲在家里，没想到现
在还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真是太好了。”

本次活动聚焦 “产业共兴、 资源联
享”，围绕“一村一品一特色”发展定位，继
续做大做烤烟种植，充分发挥包联单位资
源优势，进一步整合“县－镇－村”三方力
量。第一书记马洪波以大庙村为纽带与市
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党支部、市住建局积极

对接各项帮扶工作， 为村级发展争取人
才、技术、培训、资金等支持。

关口镇始终围绕“组织共建、产业共
兴、产品共销、人才共育、治理共抓、品牌
共育”目标，根据帮扶单位主责特征和第
一书记爱好特长，按照摸底情况，对接供
给清单、需求清单，将 10 名第一书记分类
编入组织建设、人才引育、文旅融合、产业
技术、环境整治 5 个服务组，建立联席会
议研讨、交流观摩赛绩、双向管理考核三
项机制， 共同商议解决各村发展的痛点、
堵点、难点问题。

“今后将以本次观摩学习为契机，借
鉴大庙村的先进经验，把薛庄村的人居环
境整治和特色产业拐枣园结合起来，引导
养殖场在乡村振兴路上快步前进。 ”关口
镇薛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储成显说。

“没有成立‘第一书记服务团’之前，
本村的问题只是本村解决。 有了 ‘第一
书记服务团’ 以后， 可以充分利用其他
第一书记及选派单位的力量， 有效增强
了工作合力。 ” 关口镇党委副书记杨婧
说。

关口镇自去年开展第一书记“组团服
务”以来，科学统筹“关键少数”人才资源，
坚持“一人资源、全团共享”“一村试点、择
优推广”工作思路，共开展第一书记“组团
服务”活动 4 场次，共同研究解决疑难问
题 5 条，有效发挥了第一书记潜能，全面
提升了工作质效。 带动全镇党支部书记、
产业大户、致富能人等参与培训学习 300
余人次，人才振兴动能进一步增强，乡村
振兴基础进一步夯实。

在汉阴县前进村三兴禾梅花鹿养殖
基地，一只只梅花鹿体型矫健，金黄色的
茸毛之间夹杂着灰白斑点三三两两聚在
一起或尽情地撒着欢， 或悠闲地吃着草
料，表情呆萌可爱。

走进养殖基地，养殖户谭明海正用煮
好的玉米进行饲养，他一边饲喂鹿群一边
介绍梅花鹿的生活习性和价值特点，这群
可爱的“东北客”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去
年从东北引进 45 只梅花鹿养到现在，技
术方面有专门技术指导，他从事养梅花鹿
大概七八年了。 ”

虽然谭明海对养殖事业信心满满，但

实践起来却遇到了诸多困难。 刚开始，从
东北购买的梅花鹿很长时间不适应环境，
加上产业园附近在修建配套设施，不仅喂
养成问题，胆小的梅花鹿受到机械的“打
扰”陆续生了病，这让他急得团团转，但经
过沟通协调， 加上技术人员的精心指导，
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养
殖，收益已经达到了 30 余万元。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养殖梅花鹿劳动
力需求少，饲料成本相对较低，加之政府
有很好的招商引资政策，这都增加了谭明
海养殖的底气和信心。 “像鹿鞭、鹿茸、鹿
心、鹿肝，还有鹿胎，都是药材，我们目前

有专门配方配的鹿茸酒， 还有鹿茸血酒，
销往深圳、广东、中山还有上海等地。等下
半年规模扩大之后，就会建立车间进行深
加工，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再弄个展厅，
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说到未来规划
谭明海信心满满。

瞅准这一商机， 前进村做起了 “鹿文
章”。 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旅融合，前进村结
合梅花鹿养殖业的特点， 准备设计了一系
列农旅体验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同时，村里在积极协调流转土地，推动三兴
禾梅花鹿配制酒项目建成投产， 加速推进
梅花鹿产业提质升级。 为了更好地发挥梅

花鹿养殖业的综合效益，我们积极探索‘梅
花鹿养殖+旅游’的发展模式，以梅花鹿养
殖为依托，发展生态旅游，打造集养殖、加
工、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为推动
前进村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城关镇前
进村党支部书记吴登平介绍。

如今， 梅花鹿正在成为当地群众的
“小金库”，一朵“斑点”小梅花，正在创造
更大的价值。 下一步，前进村将坚持走好
农旅融合发展道路，进一步延伸特色产业
链条，形成相互融合、相互衔接、相互促进
的发展格局，让一朵朵“梅花”成为富裕一
方百姓的“金花”。

本报讯（通讯员 袁波）8 月 9
日， 中国银行安康分行邀请中国
银行陕西省分行高级审批人屈晓
军一行， 前往我市当地企业调研
毛绒玩具产业链融资需求， 对接
金融服务。

当日下午， 中国银行安康分
行和市人社局调研人员先后前往
五里工业园区、恒口示范区，分别
对安康新伟泰玩具制品有限公
司、 安康米小点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陕西恒通纤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安康恒安玩具有限公司等
企业实地考察。

在企业车间， 他们详细调研
了解了毛绒玩具产业链的经营模
式、产业特点、存在困难，并与企
业家进行深入沟通， 认真聆听企
业融资需求和信贷产品建议。 在
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过程中， 他们
凭借过硬的信贷综合能力， 一户
一策， 精准的为企业提出合理的
信贷融资改进建议， 得到了企业
的高度认可。 在调研期间，共有 4
户企业现场与中行达成了初步信
贷合作意向，合计金额约 1600 万
元。

关口镇：第一书记“组团服务”促发展
通讯员 张镇

前进村里致富“鹿”
通讯员 熊乐 徐欢 竹节溪村：村企合作绘新篇

深入企业摸实情
金融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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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立秋刚过，沿着蜿蜒崎岖吉田盘山
公路，一片生机蓬勃、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烟叶瞬间
映入眼前， 这便来到了汉滨区吉河镇板庙村的烤
烟种植基地。

位于基地的安康市汉滨区徐登银种植家庭农
场中，一片片烟叶硕大翠绿、长势喜人，烟田中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种烟一环扣一环，哪个环节都不能忽视。 在
烟叶的采摘、 烘烤和分拣等各个环节一点也不能
马虎。 ”徐登银边麻利地将成熟的烟叶采摘边笑着
对儿子徐高军说，“下部烟叶适熟早采， 中部烟叶
成熟采摘。 今年的烟叶长势较好，但烟田管护不能
松。 ”

今年是徐登银栽植烤烟的第二年， 烟叶面积
在 100 亩。 刚过花甲的他在农业种植上早已摸清
“门道”，熟练地掌握了起垄、移栽、采摘和烘烤等一系列烤烟种植技术
上的技巧；90 后儿子徐高军肯于吃苦、善于思考，对新知识、新技能接
纳快，也在烟农中出类拔萃，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人”。 徐登银父子俩
注册成立了安康市汉滨区徐登银种植家庭农场。

“目前烟叶进入采摘和烘烤期，也成为烤烟发展成功的关键。 人难
请，请人难。”徐高军抬起头，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认真地说，为了抢抓烟叶品质，他们每天带领六七名来自周边村组的群
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头脑灵活的徐高军还为务工群众提供了茶水、防暑
用品等，让大家安心务工。

采摘、捆扎、运送，烤烟田中一派忙碌；编竿、上架、烘烤，烤烟房内
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烤房边五六名工人正在对刚采收的烟叶分类
编杆， 他们根据不同类别的烟叶进行分层装炉。 烤房也全天候循环运
行，力争做到应烤尽烤，不浪费一片烟叶。

中午时分，徐高军缓缓打开已经烘烤好烟叶的“烤房”门，一串串金
黄色的干叶挂满烤房，新鲜出炉的烤烟色泽金黄，纹路清晰，甚是喜人，
与他的笑容相互辉映，交汇出烟叶好“丰”景。

“预计今年收入在 40 万元。这季烤烟请有 8 到 10 人参加到烤烟生
产各个环节，估计工人工资支出是 15 万元左右。”徐登银父子共同管理
的 100 亩烤烟田不仅成为他们家经济主要来源， 而且辐射带动了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必然凝聚多方力量。吉河镇板庙村协助种植大
户协调土地流转，各帮扶单位、吉河镇党委政府都及时助力，解决难题，
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帮助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打响
特色产品品牌。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党建引领，积极争取对接各方资源，补足基
础设施短板，加大产业帮扶，实现更多的村民增收发展。”安康市财政局
派驻汉滨区吉河镇板庙村帮扶干部赵融介绍。

让“绿叶子”变成致富的“黄金叶”，鼓起了烟农和村民的“钱袋子”，
也筑牢了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在吉河镇产业发展中，像徐登银父子这样
的烟田“父子兵”还有很多。近年来，汉滨区吉河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总体要求，统筹对接帮扶力量，抓实抓细烤烟各生产环节，紧扣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效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整合资源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富余的土地焕
发出新的生机。

收集装袋

田间背运装车待发

开开炉炉验验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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