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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随着立秋后昼夜温差
变大，葡萄的甜度也迅速飙升，汉滨区的各大果园里葡
萄也紧跟步伐“甜蜜”上市，迎来“高光时刻”。

8 月 20 日，沿着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伴随着阵阵
凉风，来到茨沟镇构家坝村，道路干净整洁，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片植株旺盛、果子挂满
枝头的葡萄园闪现在眼前，一股“丰收喜悦”与“香甜”
迎面而来。

“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葡萄园。 ”走进该村四组的茨
沟现代农业园，一串串玛瑙般的葡萄晶莹剔透、汁水饱
满，令人垂涎欲滴，过往的不少游客在园区采摘拍照。
微风拂来，空气中弥漫着酸甜的葡萄香，沁人心脾。

“真没有想到，这里能品尝到户太八号葡萄。 果肉
紧实、甜而不腻，口感很好。”前来购买葡萄的顾客惠生
飞笑着说。

“茨沟富硒葡萄不仅有户太八号葡萄的特点，而且
富硒。 谢谢你们的支持。 ”茨沟现代农业园负责人杨婷
婷笑着用“浓厚”的关中口音回答。

户太八号葡萄“落户”茨沟镇还要从 2016 年说起。
当时，杨婷婷和家人一起从西安市来到茨沟镇，被优渥
生态自然环境和朴实的民风吸引。她们经过考察发现，
汉滨区没有大规模种植葡萄， 杨婷婷决定从西安将户
太八号葡萄的优质种苗和技术带来，在该试种。

依托茨沟镇温度适宜、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和户太
八号葡萄的品质优良， 试种的葡萄果实呈现出极佳的
口感和品质，一经上市就备受市场青睐。杨婷婷又经过
反复试验和改良，种植出来的葡萄不仅好看还很好吃。
基地除了一些供货商过来订购之外， 新鲜上市的葡萄
也吸引了周边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逐
渐建立了示范种植基地和销售渠道。

“这都是在预料当中。 茨沟山水好，茨沟镇还非常
重视农业发展。目前，我们栽植 60 亩的葡萄，精品果亩
产量在 2000 公斤左右。 ”杨婷婷信心十足地介绍说，葡
萄种植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为了提高葡萄品质，
要在育苗、挂果、疏果、成熟的每个阶段都悉心呵护。她
们将继续总结经验、改良技术，在提升果子品质的同时

提高亩产。
一串串葡萄跨越秦岭“落户”茨沟，不仅串联起百

姓的“餐桌美味”，也串起了该村及周边村民的“甜蜜生
活”。杨婷婷在此发展葡萄产业，从村民手中流转土地，
村民不仅有“租金”，还可以在家门口务工，实现“一份
土地两份收入”。

如今，户太八号葡萄已经成为该镇的一张名片。为
了让“茨沟富硒葡萄”这个名牌更亮，该镇围绕“红色文
旅、绿色林果、金色种植”三色产业发展思路，推进葡萄
等特色作物产业布局， 将特色农业与休闲旅游结合起
来，实现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农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让特色产业成为茨沟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培育特色种植产业，拓宽农
业增收新途径。我们将依托豆腐小镇建设，扩宽特色产
业销售渠道，助推农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溪谷画廊，
生态茨沟’和美乡村建设。 ”茨沟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跨跨越越秦秦岭岭的的““甜甜蜜蜜””
通讯员 宋孝波 张彬 梅杰 马梅娟

“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密，不
负山青水绿。 ”提起六年前发出的中药生态农业宣言，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萍言语中充满了激
动。

在日前于浙江省德清县举行的第三届中药生态农
业大会上，郭兰萍将带领团队研发推广中药材生态种植
技术的经历娓娓道来。 得益于这一技术体系，许多农民
用很少的化肥、农药种出了优质中药材，实现了增产增
收。

依靠“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和“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等国家级平台，郭兰萍团队通过建立核心示
范基地、开展模式集成、召开示范现场会和技术培训等
方式，已在 20 多个省份示范推广生态种植中药材 200 余
万亩，带动生态种植 1500 万亩以上，线上线下培训超过
1800 万人次；“中药材生态种植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构建
及示范应用” 获得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中药材生态种植概念的提出，缘于一个重大民生问
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
需求，人工种植养殖中药材逐渐兴起。 一些农户大量施
用化肥与农药获得高产，却导致耕地质量恶化，造成中药
材发病率增加、品质下降等问题；中药材和土壤农药残留
及重金属积累更威胁着用药安全。

如何才能不让中医亡于中药？
“大多数药用植物主要生境在林缘林下、路旁、山坡

地、荒地、沙地。 ”郭兰萍发现，自然状态下的药用植物很
少发病，林中生物及其土壤微生物共同形成复杂完整的
生态圈，这说明对特定生境的长期适应是道地药材品质
形成的重要保障。

模拟这些生境，能否提升药材品质？ 郭兰萍大胆提
出“拟境栽培”理念，带领团队逐步建立中药材生态种植
理论体系。

苍术与玉米间套作，种植密度没变，土壤肥力却能提

高 20%；瓜蒌-黄豆立体生态种植，可让瓜蒌年产量每亩
增加 150 公斤，还能收获黄豆 100 公斤，经济效益提高约
30%……

实践表明，不占农田的“边缘地带”产量并不低，“逆
境”中生长的中药材品质反而更好，生态系统呈现稳态，
土壤质量也形成了正向循环———中药生态农业有着化学
农业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而这些也正是“宣言”所揭示
的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核心要义。

不仅如此， 大力发展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 一地多
用，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和“林草退化”，这也与我国
防止耕地 “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要求不谋而
合。

“中药生态农业改变了中药农业以往药进粮退、药进
林退的不可持续发展策略， 既满足了中药材对特定生长
环境的要求，增加了药农收入，也为中药材可持续发展与
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法。”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说。

生态种植开辟中药材可持续发展“新天地”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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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平利县大力支持和推进夏秋茶产业发展，
长安镇作为茶饮产业大镇，积极响应，充分发挥茶产业
链党支部作用，依托乡建公司持续深化与帮利茶叶的战
略合作，不断完善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茶叶专业合
作社、集体经济、茶农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提升夏
秋茶生产原料的供给保障和茶农收益，全镇茶产业发展
的链条进一步延伸。

初秋时节，太阳初升，朝霞洒满连绵起伏的茶山。 在
这片被薄雾缭绕的翠绿中， 茶农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走进长安镇高峰村生态茶园，茶农们手持统一标准化的
电锯，穿梭在一行行整齐的茶垄间，有序地收割着新长
出的嫩芽嫩叶，不一会儿就摘了好几百公斤鲜叶。

告别了以往耗时长效率低的纯手工采摘方式，茶农
们看着几分钟一口袋鲜叶的采摘效率，脸上的笑容格外
灿烂。

“过去，我们主要以春茶采摘为主，夏秋茶靠传统方
式采摘，时间漫长，经受高温不说，一天挣不了多少钱，
现在通过半机械化采摘， 采满一大口袋茶叶只要几分
钟，能避开每天最热的时段，还能挣不少钱。 我们一支采
茶队有 10 个人，3 个人一组，每天平均能采 2500 公斤鲜
叶，我这种牵口袋的每天能挣 100 块，他们用电锯刀剪茶
的每天能挣 200 块。 ”正忙着牵口袋的茶农高兴地说。

同样通过大宗茶受益的还有金沙河村的村集体经
济茶园，就在前段时间，看着满山绿油油的茶叶，该村党
支部书记陶原峰陷入了沉思，眼下全镇四处都在采摘生
产夏秋茶，他内心不满足于一季春茶。 可是这么热的天，
采摘后的鲜叶如何处理成了陶原峰的愁思。 但很快，陶
原峰通过打给镇上乡建公司的一通电话解决了这个难
题。 通过乡建公司和茶企协商，以适当的价格收购村集
体经济茶园采摘的夏秋茶鲜叶。

山上采茶忙，山下制茶香。 走进该镇富硒产业园区
加工厂房里，一股淡淡的茶香味扑面而来，整齐排列的
制茶机器轰鸣运转。 据该企业负责人胡学华介绍，为延
伸茶产业链条，提高公司效益，公司在明前茶和春茶的
基础上，将夏秋茶纳入长期生产加工范围，目前公司引
进的 500 吨工业原料茶生产线于今年 5 月正式投产，每
天可加工毛茶 2 至 5 吨，每天收购鲜叶 10 至 20 吨，今年
已生产毛茶 280 余吨，在增加公司收益的同时，发挥联农
带农作用。

茶叶延链补链， 生产采难题解决了，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原料提升问
题？

近年来，该镇积极探索，坚持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茶
产业链党支部核心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
成“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发展思路。全镇 9 家茶叶龙头企业、
11 家茶业加工厂、11 个茶业合作社资源实现共享。 镇乡建公司与 15 家
茶企、茶农签订了 1500 亩茶园代管、采摘协议，形成利益链接，乡建公
司组织农户进行茶园管护、茶叶采摘专业技能培训，茶园统一管护、统
一采摘，在有效提升茶园质效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在茶叶链上增收。该
镇累计新建夏秋茶生产线 8 条，带动周边茶农人均增收 4000 元，茶园
每亩增效 2500 元左右。

“我们始终把茶叶产业作为全镇的首位产业来抓， 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茶产业向品牌化、工业化、集群化发展，延伸产业链，真正实现一片
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 ”该镇党委书记郑杰说。

激
发
茶
产
业
带
富
潜
力

通
讯
员
胡
铃
铃

本报讯（通讯员 赵学明）为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集中整治行动，连日来，汉阴县汉阳镇抽调镇属惠民惠农管理站所干
部组成两个检查组，在镇纪委监督指导下，深入全镇 16 个村（居）开展
财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专项检查， 确保各项补贴资金精准发放至每一
位群众手中，用心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检查组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会、实地核查等方式，对惠农补贴政
策落实情况、两审核两公示”制度落实情况，补贴资金发放情况、“一卡
通”卡折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系统排查。此次检查，共走访农户 200 多户，
面对面访谈 300 余人次，发放宣传单 200 多份，反馈发现问题 20 个。

该镇将以本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为抓手，按照“两单一印证”
的要求，严格落实好问题整改销号。 同时聚焦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举
一反三， 以点带面，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惠农补贴资金全面清理整治工
作，扎实推动“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行动走深走实，确保每一分补贴都能成为群众实实在在的福祉，让惠民
政策温暖民心，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汉阳镇惠农补贴检查
守护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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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园区采摘 图二：成熟的葡萄 图三：展示“户太八号”

凌 洋 阳
1991 年 出 生
于制茶世家 ，
父 母 是 地 地
道道的农民 ，
从 事 茶 产 业
30 余年 ,他从
小 闻 着 茶 香
喝着茶长大 ，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对茶叶产
生 了 浓 厚 的

感情，现如今，成了平利县实至名归的“劳动模范”“高级
职业农民”。 他用勤劳的双手引领群众发展茶饮业脱贫
致富,用努力和智慧培育出一流的高效示范茶园,打造出
享誉全国的“女娲飞燕”品牌 ,年产值超过 1200 万元 ,带
动 800 余名百姓发展茶饮产业，走上致富坦途。

凌洋阳 2012 年就读于西安工程大学，毕业之际，他
放弃了学校推荐到新疆当国家公务员的机会，回到了平
利县，与茶叶打起了交道。 那段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茶园
里，看着漫山遍野的茶树，自己虽有几多茶愫 ,无奈机遇
难求，他不甘平凡落后的现状,梦想的种子早早在他心里
生根发芽。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7 年,对凌洋阳来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他带着刚出学校的稚嫩，带着自己
创业的梦想，参加了“圆梦安康”创业大赛，从最开始的
路演，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凭借出色的创业项目，斩

获大赛一等奖，获得奖金 20 万元，同时也被评为安康市
优秀企业管理人才、优秀电商人才。

为了提高茶叶管理水平和茶叶品质, 他每天骑车到
数公里之外的茶园,学习茶园管护,多次到周边市县学习,
聘请专家到茶厂“传经送宝”,并将学来的茶叶种植和制
作技术与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相结合, 不断攻克技术难
关,并申报自己的科研成果。

作为长安镇梁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凌洋阳始终不
忘初心,运用所学知识,把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与百姓一
起探讨，为百姓发展产业排忧解难,同时不断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取得实效。

现在的飞燕茶业公司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
拥有茶园 1276 亩，建成清洁化绿茶、红茶、黑毛茶生产线
各 1 条,线上销售营业超过 700 万元,线下销售营业额达
800 万元。 公司先后取得国家专利 2 项，实用新型技术专
利 10 项、外观专利 6 项。 取得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和欧盟
有机食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 在国际国内名优茶评比
竞赛中获奖 10 余项次, 公司生产红茶成为 2023 年第一
批全国名特新优农产品。 凌洋阳也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
创业优秀事迹、陕西省十佳青年茶人、团陕西省委讲师
团讲师、安康市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平利优秀科技工作
者、平利县劳动模范、平利县优秀人才、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

靠科学务茶兴起一份产业, 走上增收致富的康庄大
道。 在一路付出与一路收获中,凌洋阳找寻到了真正的自
己,他开始筑梦让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思索如何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他将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群众脱贫致富, 家乡振兴紧
紧联系在一起。 公司成立飞燕茶产业联合体，采取流转
农户土地、吸收就业、合作联营、订单经营和领办农民合
作社的方式 ,直接带动农户 851 户 ,实现户均增收 11000
元,人均增收 2150 元。脱贫攻坚期间,他采取流转租赁、劳
务用工、股份合作、订单经营和资金兜底等方式 ,在广佛
镇广佛村、白果坪村和长安镇梁桥、千佛洞、枣园等村直
接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158 户 452 人, 投入资金 100 余
万元,使所帮扶对象户均增收 1 万余元,人均增收 2000 余
元。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当地残疾人就业，为产业园周边
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吸纳残疾人就业 22 户，户均增收
5000 余元，公司被认定为安康市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

2017 年，他在母校平利县长安初级中学设立飞燕奖
学金和助学金，共帮扶品学兼优、家庭贫困学生 36 名，每
名学生资助 500 元，得到了母校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如今，凌洋阳又开始紧抓新时代发展格局,纵深推进
茶旅融合发展 ,致力于打造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科研
示范、技术服务、茶事体验、休闲观光、民宿康养、研学旅
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企业。

从最初父辈的一亩六分田,到现在的省级龙头企业 ;
从最初的养家糊口到现在共筑美好社会; 从最初青涩懵
懂的学生到现在求真务实的企业家, 他的故事一直更新
迭至……

一片茶叶托起美丽乡村致富梦
通讯员 张琪 黄琴

凌洋阳采茶

本报讯（通讯员 余晓雯）开学在即，为进一步保障师生用餐安全，8
月 28 日，神河市场监管所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培训会，提升辖区校
园食堂食品安全水平，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辖区内所有中小学、
幼儿园食堂负责人及食品安全员、部分从业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平时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主要从校园食
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基本要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要求，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要求，食品原材料储存要求，废弃物处理要求，
进货查验要求，烹饪、备餐、供餐要求，食品营养价值，餐用具清洗消毒
保洁要求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全覆盖培训，让参训人员对食品安全有了
更系统、更深刻地了解，切实增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危机意识、
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为秋季开学后开展食堂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神河镇：食品安全培训
筑牢食安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张凤 高小军）为传承乡土美食文化，提升村民就
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近日，镇坪县人社局联合华坪镇人民政府开办
第二期中式烹调师培训班，吸引了周边 50 余名村民前来学习。

培训现场，授课老师围绕食材选择、切配及处理窍门、调料搭配等
方面进行授课。通过现场示范和逐环节讲解要点的方式，将一道道菜肴
的烹饪技巧传授给学员，并邀请学员现场品尝老师烹饪的“示范菜”。参
加培训的学员边看边记， 针对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开展讨论交流。
“在这里我学习了做菜的技能，特别是烤鱼技术。我会好好学习，到餐馆
里去打工，增加家里的收入。 ”培训学员说。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20 天，以理论讲解+实践操作的方式进行教
学，培训内容以镇坪特色菜品、市场流行菜为主，同时包含烹饪基础知
识、基本功训练等。 培训合格颁发培训证书，培训合格的学员将推荐到
各民俗、农家乐、私房菜及酒店等餐饮企业就业，对自主创业的学员将
持续提供跟踪服务和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华坪镇
聚焦精准培训，立足市场岗位需要和群众培训需求，紧盯重点领域、重
点人群，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乡村振兴，不断提升劳动力就业
技能水平，以技能“武装”头脑，让更多劳动力实现就业有“术”，增收有
“路”。

烹饪技能培训拓宽就业增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