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黄仁琰）近日，一年一度的“紫阳县森琳养殖专
业合作社产业帮扶带农增收”猪仔发放活动现场很热闹。

“大家排好队，按照花名表来领取猪仔，我们保证每家每户都能
发放到位。 ”森琳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覃培均耐心指导农户们
登记信息，确保猪仔发放工作有序进行，农户们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
悦。

2023 年，在镇党委的指导下，该合作社成立了党支部，将党建工
作深度融入企业发展的血脉之中。最初，森琳养殖专业合作社连一个
像样的圈舍都没有，如今建成标准化养殖基地 4000 平方米、生猪年
存栏达 4000 头。

合作社还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不仅实现了自身的
跨越式发展，更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收致富，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
赢。 从 2019 年开始，合作社累计发放猪仔 1300 余头，带动农户通过
养殖增收达 520 万元，户均增收超过 3 万元。 还先后荣获县级现代农
业园区、市级家庭农场等荣誉称号。

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 更是党建引领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动实
践，为燎源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合作社的党员们
深入农户家中，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知识，确保农户们能够
科学养殖，提高养殖效益。 ”森琳养殖合作社支部书记覃培均说。

清晨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去， 萦绕在山林之间增添了几分静谧和
湿润，在初冬时节的石泉县中池镇老湾村的拐枣林中，放眼望去，漫
山遍野棕褐色的果实沉甸甸地缀满了枝头，弯弯曲曲，形如鸡爪的拐
枣结成簇散发着成熟的清香。

一大早，农户们挎着提篮、背着背篓，带上竹竿和剪刀来到拐枣
园中，他们手脚麻利、分工协作，随着一阵摇晃，伴着竹竿打在拐枣树
枝上的“啪啪”脆响声，一簇簇拐枣掉落在铺满落叶的土地上，农户用
剪刀剪掉多余的枝丫，将新鲜饱满的果实放入框中，脸上带着丰收的
喜悦，细细品味着这醇香又甘美的果实带来的“致富经”。

拐枣，又名万寿果、鸡爪连等，具有保肝护肝、开胃健脾、滋阴补
肾的功效，不仅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而且适应能力强，
种植容易、管理方便。老湾村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结合地理环境和村
情实际，深挖“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经验，大力发展独具老湾特色的
拐枣产业。

“老湾村动员全村 80 余户村民种植拐枣 500 余亩， 其中村集体
流转土地建设的集中连片拐枣园 150 余亩， 这是我们村迎来的第二
个采收季，今年受天气影响，预计能够收获 3 万余斤鲜果。 ”老湾村党
支部书记叶仁本介绍，“往年我们是直接售卖鲜果，收益较低，今年计
划由村集体牵头进行酿酒出售，市场价约为 25 元一斤，预计能够增
收 7 万元。 ”

近年来，老湾村构建“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园+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龙头”，将分散到户的拐枣园进行
集中整合，打造“拐枣+黑花生”产业示范园，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产
业的互利共赢， 并带动 50 余户群众有效管护拐枣 300 余亩，20 余户
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务工。

“我就住在村上，今年请我们来捡拐枣，120 元一天，陆陆续续要
做 10 天，能赚 1200 元，这个活路既离家近又比较简单，我们自己做
起来也很有干劲！ ”已经 70 多岁的村民叶仁補乐呵呵地说，“这个拐
枣园也有我家的 6 亩土地，流转给村上后，我和老伴每年就在拐枣园
中做工，负责园区的管护、耕种和采收，活儿相对轻松，一年算下来也
能挣 15000 元左右，比自己种植划算很多。 ”

小拐枣撬动大产业。老湾村将立足资源优势，着力打造独具特色
的产业品牌，探索更多种类的拐枣制成品，加强产业深加工，形成拐
枣产业链，念好拐枣“致富经”，做大做强拐枣生态绿色产业，让“生态
绿”转变为“致富金”，让拐枣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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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安康的岚皋县，气候湿润，
适宜魔芋种植， 为全国魔芋产业重点县
及“中国魔芋之乡”。 近年来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魔芋产业体系， 探索出中国魔芋
林下种植“岚皋模式”在全国推广。 迄今
全县魔芋种植覆盖了 10 个重点镇 45 个
村， 种植规模 10 亩以上大户 1589 户，在
邮储银行的资金帮扶下， 魔芋已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大
特色产业。

初冬时节， 正是岚皋魔芋的收获期。

一大早，岚皋县藺佳源生态农业魔芋繁育
基地负责人王永成就来到田间，对刚刚采
挖结束的魔芋地进行土壤管护。

“我这里是 50 多亩繁育基地，今年收
成很好，挖了 6 万多斤魔芋，产值能达到
30 多万元。 ”岚皋县藺佳源生态农业魔芋
繁育基地的负责人王永成介绍道。

王永成的岚皋县藺佳源生态农业魔
芋繁育基地，是邮储银行岚皋县支行多年
支持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近年来，邮储
银行岚皋县支行先后放贷 200 多万元，为

老王企业的扩大生产提供了“及时雨”。
“邮储银行的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服

务，解决了我在购买种子、技术人员的工
资以及在研发当中的困难，使得我在魔芋
产业当中继续走下去，这是邮储银行给我
的坚实底气。 ”一聊起邮储银行的服务，老
王打心底里点赞。

近年来，邮储银行岚皋县支行立足县
域魔芋产业，推出富硒魔芋贷，累计向魔
芋产业链投放各类信贷 5000 余万元。 同
时坚持推进整村授信战略，在岚皋县蒋家

关村为 60 余位农户授信用于魔芋的种
植、加工与收购，带动了当地农户走上增
收致富路。

农业产业发展, 一头连着上游种植基
地,一头连着下游加工企业，邮储银行在给
予了魔芋种植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不断
将金融服务延伸到魔芋产业的各个环节。

位于岚皋县蒋家关村的陕西印象安
岚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魔芋产品
深加工企业， 今年计划扩大企业生产规
模，急需进行资金筹措，邮储银行工作人
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为其
提供金融帮扶。

“我们公司从 2021 年开始持续得到
邮储银行的大力资金支持，从开始我们的
厂房建设到后面我们的设备添置。 邮储银
行总共为我们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150
多万元，使我们的企业有了足够的资金保
障。 ”陕西印象安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伍先忠表示，工厂新生产线开工后，单日
可完成 35 吨鲜芋粗加工， 今年将完成镇
内 600 吨鲜芋加工任务，带动 200 多户群
众就业增收。

近年来， 邮储银行安康市分行聚焦
魔芋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等重点领域，创新金融产品“魔芋
贷”和服务模式，为岚皋魔芋产业发展提
供不竭动能， 助力农户企业焕发勃勃生
机。

“你们看，这个天麻大不大？ 长得美不美？ 这一
圈圈的线条，这个天麻估计在一斤以上……”

“这么大一颗，怕不是金川的‘天麻王吧’，要长
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的。 ”

正值天麻收获季，作为地处秦岭腹地的宁陕县
金川镇兴隆村热闹非常！ 村民们为今年的天麻收成
喜不自胜，经过实测，确实是一斤一两！ 面对这个大
家伙除了惊喜之外！ 更多是对同样有着“天麻王”称
号的李吉华的称赞。

李吉华是金川镇土生土长的农民， 在大家眼
里，他是个实打实的硬汉！

“他之前在深圳开养鸡场，搞得有声有色，2002
年，他父亲不幸去世。 便回到家接手父亲种植的天
麻。 ”兴隆村支部朱润侠告诉笔者，李吉华的父亲和
爷爷之前都是种植天麻的，那时候没有其他的经济
来源，他家凭借种植天麻，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天有
不测风云，巨大的变故让李吉华下定决心回家继承
父亲的愿望，继续种植天麻。

“由于祖辈都是农民， 所以从小的耳濡目染，让
我对种植业有着独特的情怀， 选择回来发展种植业
和种植天麻，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家里，另一方面也是
继承父亲的愿望吧。 ”李吉华哽咽地说。 虽然期间面
临的困难很多， 但依然加入了种麻人的队伍。 2019
年，成为兴隆村仿野生种植天麻的第三代麻农。

为了种植天麻， 李吉华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全部押在山林里的天麻上。 为掌握天麻生长规律，
基本每天待在树林，认真观察记录天麻的最新生长
情况。 带着种种疑问，自费先后辗转安徽、汉中等地
考察学习。 经过 6 年的等待和细心呵护，他研究出
了自己独有的天麻仿野生种植技术，终于迎来丰收
的喜悦。

“我今年种植乌红杂交天麻 15 亩，产量在 35 吨左右，卖出红麻
6 吨， 总产值高达 120 万元。 ” 李吉华种植天麻的面积从 5 亩到 40
亩，总产量近 100 吨，成了金川真正的“天麻王”。

李吉华告诉笔者，天麻的仿野生种植虽然曲折坎坷，但却让他体
会到幸福。他组建的金顺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辐射带动金川镇 6 个
村民小组 178 户群众发展天麻种植， 常年解决 20 多人的就业问题。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方式，带动金川镇天麻仿野生种植标准
化、规模化、产业化，当好天麻产业发展中的“领头羊”，让小天麻长成
乡亲们致富的大产业。

“一窝天麻一窝金”。 如今天麻不仅成为宁陕县金川镇的一张特
色产业“名片”，也是众多群众鼓起“钱袋子”的“金疙瘩”。随着天麻种
植技术的不断提高，种植户效益逐年攀升，天麻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
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成为增收致富的好门路。

近年来， 宁陕县金川镇始终坚持把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的突出位
置，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山地、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天麻、食用菌
等产业，2024 年该镇种植天麻面积近 1300 亩，种植天麻 51 万窝，产
量达 1200 吨，产值高达 3500 万元。 同时，该镇立足县域布局特色，谋
划了天麻强镇建设项目，坚持“植绿增绿、以绿换金”的发展理念，健
全完善天麻产业体系，结合该镇民宿发展、旅游发展、网红打卡地等
资源，将天麻强镇打造成现代观光旅游的有效平台，为乡村振兴走出
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紫荆村等 4 个
安置点光伏项目实施完成，坪安村稻油种
植基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等 9 个巩固衔
接资金项目已基本实施完工；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3426 万元，超计划 347%；完成招
商引资 9353 万元， 超额完成 8453 万元；
2025 年群众医保参保完成度 93.99%，全
区排名第一，在全市医保征缴工作会议上
做经验交流……一项项业绩的背后，凝聚
着全镇干部群众的努力付出。

今年以来，汉滨区紫荆镇下足了绣花
功，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立镇、特色产业
富镇、红色基地兴镇的好路子。

绿色立镇，人居环境美起来

初冬时节，红叶满山，层林尽染。 在途
经紫荆镇的恒叶公路、 恒河沿线以及辖区
的村落道路边行走， 只见公路路面无落叶
碎石，河水清澈见底，山坡丛林茂密，林中
鸟语花香。 坪安村、红花村等村口“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村”的牌子格外醒目，农户房前
屋后的柴草像豆腐块般整齐堆放。

走近红花村一组的李秀兰家，檐沟干
净没有污淤， 房前的桂花树枝繁叶茂，天
竺葵头顶着 1 朵红色的鲜花， 酢浆草、多
肉、 月季等 10 余盆绿植绿意盎然。 门右
侧，张贴着“红花村门前五包责任牌”。 进
屋后， 只见椅子沿着墙边成直线摆放，地
面一尘不染。

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 近年来，紫
荆镇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
续开展“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
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拆违建、清四乱、除
残垣、建家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程，争取资金 30 万元及时修复坪安、沙坝
2 个污水处理厂受损设备及水毁管网，完
成农厕改造 100 户，按月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督查检查并下发通报 10 期， 倒逼村容
村貌、农户家庭环境卫生始终保持干净整
洁状态， 不断提升了村组人居环境 “颜
值”。

特色富镇，群众口袋鼓起来

最近， 新民村 6 组的曹文前很高兴，
边放着牛羊边哼着小曲。

“10月 22日卖了 5头母牛，11月 24日卖
了 13只羊， 共卖了 2 万来元。 家里还有 24
头牛 14 只羊 3 头猪 20 只鸡，烤了 1000 多
斤秆秆酒， 挖了 2000 多斤红苕装在苕窖
里。 ”50 岁的曹文前说，“感谢党的好政策，
扶上马还送一程，支持我建立了家庭农场。
脱贫不能等靠要，如果只靠政策给补一点，
用了还是没有了， 发家致富主要还得靠自
己。 ”

同样的喜悦之情也写在荆河村农民
熊长成的脸上。

2017 年，回乡创业的熊长成在政府的

支持下成立了祥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每亩 300 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70 余亩种
白芨。 经过四年的精心管护，从 2021 年开
始获得收益 ， 白芨亩产鲜货两吨左右 。
2024 年 10 月份 16 亩白芨挖了 7 万来斤，
拉到外地加工成干货卖，比鲜货多卖了近
20 万元。熊长成介绍，今年请村民挖、捡白
芨支付了 4 万元，平常锄草等管护也是按
时付工钱。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务工与
看家两不误，白芨富了他的同时也带动了
村民增收。

产业兴旺固根本， 握指成拳聚合力。
紫荆镇在切实加强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
就业帮扶的同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市场
经营主体，全镇现有种养合作社 32 家、家
庭农场 39 家。 2024 年稻渔综合种养项目
规模达 300 亩，旺本隆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年出栏生猪达 2000 余头， 林下养殖土
鸡 25000 余羽、养蜂 800 余箱 ，林下中药
材种植 1000 余亩、 林下间作或套种粮油
作物 1200 余亩、 林下魔芋 6000 余亩，累
计带动脱贫户 632 人增收，实现了有劳动
力家庭至少有 1 人就业，联农带农益农成
效不断增强。

红色兴镇，教育基地亮起来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广场停车
场项目已开工实施，红色文农旅游客中心
项目即将开工建设，紫荆镇陕南人民抗日

第一军景区标识和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
通过省市审核备案入库……”

11 月 29 日， 紫荆镇二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六次会议召开，与会人员对政府工作
报告频频点头。

用好红色资源，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
去。 近年来，在汉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紫荆镇争取
立项资金 2000 多万元聚力推进陕南人民
抗日第一军成立地旧址保护修复工作。 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广场、纪念展馆等
建成使用后，先后被命名为“陕西省第三
批党史教育基地”、汉滨区“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
育基地”“延安精神红色研学基地”等 5 个
教育基地，获得了国家长征公园项目支持
已列入省级项目库，谢家大院院落修复工
程已经启动实施。紫荆村在 2022 年被命名
为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23 年被住
建部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截至
目前， 紫荆镇红色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各
级各部门和各地游客参观学习 350 余场
次，参观学习人数达 1.7 万余人次。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铸就辉煌。 2024
年，全镇干群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实现了
生态美、产业优、治理强、民生好的预期目
标。2025 年，紫荆镇党委、政府将继续在汉
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
往前赶，守正创新奋力闯，攻坚克难务实
干，不断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石泉县城关镇青山沟蜂糖李产业园 3000 亩蜂糖李果树正式进入
冬季管理，果农们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蜂糖李果树进行拉枝、施肥、
补苗、清园等系列管护工作，一片红红火火的冬忙景象，预计全部果园
管护持续到明年 2 月底。 董长松 摄

精准帮扶助魔芋产业变致富法宝
通讯员 徐子涵 文/图

紫 荆 镇 ： 三 色 绘 就 强 镇 图
通讯员 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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