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营造关爱老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月
8 日上午，汉滨区关家镇敬老院内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一场以“初夏暖阳映桑榆
爱心善举润暮年” 为主题的捐赠活动正
在举办。

随着满载爱心物资的车辆缓缓驶入
敬老院， 阿拉尔华棉纺织有限公司的代
表们带着崭新的床单、被罩、毛巾、睡衣
以及一笔现金捐赠款， 为老人们送来了
温暖和关怀。 据悉，此次捐赠的床单、被
罩、毛巾、睡衣共计 70 套，现金 1 万元，

将极大地改善老人们的生活条件。
在简短而隆重的捐赠仪式上， 关家

镇主要领导对爱心企业的善举表示了衷
心的感谢， 这些床单被罩和现金不仅解
决了老人们的实际需求， 更让他们感受
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爱心企业负责人谢永慧表示：“作为一
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我们始终不忘回
馈社会。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作为土生土长的关家人， 虽然我人在外地
上班，但心里始终挂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希
望通过这次爱心捐赠活动， 为敬老院的老

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关怀和温暖。 ”
捐赠仪式结束后， 爱心企业带来的

快乐时光舞蹈队还为老人们演绎了精心
准备的文艺节目。 欢快的《腰鼓舞》瞬间
点燃现场气氛，经典老歌《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 的旋律勾起老人们的青春
回忆，不少老人跟着节奏轻轻哼唱，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次捐赠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来了
物资，还通过文艺表演和精神陪伴，传递
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华美德，彰
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爱心善举暖桑榆
通讯员 王选民 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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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虽然天干 ， 但通过科学管护 ，
3500 株果桑预计能摘一万多斤，算下来能
有三四万元的收入。 ”在石泉县城关镇堡
子社区的果桑园里，种植户刘术荣边指挥

工人采摘边介绍。
刘术荣的桑树枝繁叶茂， 桑葚挂满枝

头，吸引了市民和游客观光采摘。他每天请
了十几名工人帮忙，抓紧时间采收桑葚。经

过科学管护， 这片果桑园每年能产桑葚超
过 20 吨，带动 30 余户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在距离堡子社区不远的石泉经开区古
堰工业园区， 到陕西丰良登富硒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交售桑葚的农户络绎不绝。 两河
镇村民王怀兵将刚采摘的 70 多公斤鲜果
过秤后， 笑着清点 400 多元现款：“去年靠
这个挣了几千元，今年收成更好些。 ”车间
内， 自动化生产线正将成筐桑葚转化为酒
液。 “我们开发了 187 毫升到 500 毫升三种
规格的桑葚酒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销往西
北五省，预计年产值能到 500 万元。 ”企业
负责人张茜举起透亮的酒瓶， 折射出深加
工带来的增值空间， 目前企业已收储新鲜
桑葚 3.5 万斤，生产线正全力生产桑葚酒。

在安康越航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
们将一桶桶收购来的新鲜桑葚送入车间，
生产加工桑葚膏， 空气中飘散着桑葚的香
甜味儿。“我们在石泉本地已经收购了接近
一万斤的新鲜桑葚， 由于熬制过程当中纯
汁浓缩， 因此差不多要 7 斤半到 8 斤才能
加工一斤桑葚膏。”总经理周文掀开沸腾的
熬膏锅，甜香扑面而来。这种桑葚膏以新鲜
桑葚为原料，搭配覆盆子、枸杞等药食同源
材料，备受消费者青睐，单款年产值预计突
破 50 万元。

石泉县是西部第一蚕桑大县， 通过多
年持续不懈地发展， 目前全县已拥有 7.6
万亩桑园， 除了桑叶， 每年还产出大量桑
葚。依托桑葚资源，石泉县引进桑葚加工企
业，生产桑葚酒、桑葚膏，形成了从观光采
摘到食品加工的产业链， 探索出一条桑园
多元增收的新路子。

初夏时节，硕果飘香。 汉阴县城关镇三元村的 120 亩车厘子
产业园迎来丰收季，一颗颗红如玛瑙、晶莹饱满的车厘子挂满枝
头，不仅映红了田间地头，更点亮了村民的致富希望。近日，这里
正上演着一场热闹的采摘盛宴， 吸引周边游客、 采购商纷至沓
来，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亮丽名片。

走进三元村车厘子产业园， 连片的车厘子树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过去这片坡地种传统作物收益低，如今通过土地流转和
品种改良，种上了‘美早’‘萨米脱’等优质车厘子，亩产可达 600
斤以上，今年是挂果第一年，果品红润且口感很好，我们把市场
价定在每斤 20 元左右，价格亲民，很受消费者青睐。 ”产业园负
责人程言伟说道。

该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学珍介绍， 三元村依托陕南
气候优势，聘请农业专家团队现场指导，攻克了秦岭以南高湿环
境下车厘子栽培的技术难题，通过矮化密植、绿色防虫等措施，
实现品质与产量双提升。 “五一”期间，三元村车厘子产业园通过
“亲子采摘+农耕体验”活动，日均接待游客超 500 人次，拉动了
乡村旅游经济，辖区农家乐收入增长 150%。

丰收的背后，是三元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的生动
实践。 村民刘大姐一边分拣果实一边笑着说：“我把 3 亩荒坡地
流转给合作社，每年有租金，还能在园区务工，一天挣 100 多元，
比外出打工强！ ”目前，园区吸纳周边 20 余名村民就业，人均年
增收 3000 元。

“过去有的河道杂物堆积，如今
干部带头整治， 违建拆除后立了公
示牌，河水清了，环境也敞亮了。 ”村
民张大哥感慨道。 近年来，镇坪县牛
头店镇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理念，以“水清、河畅、岸净、景美”为
目标，构建“党政统筹、部门协同、全
民参与”的治水格局，推动河湖生态
与民生福祉双提升。

该镇党委、 政府将河湖长制列
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党委书记、
镇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创新“河
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协同
机制，明确镇村两级河长职责清单，
形成“巡查、交办、整改、销号”闭环
管理。 每季度召开专题推进会，去年
以来，督办整改河道乱占、乱建等问
题 7 项，整改率达 100%。 将河湖治
理纳入镇村干部绩效考核， 以责任
倒逼落实，确保“河有人管、责有人
担”。

氤氲 “问渠那得清如许” 的智
慧，以“一河一策”夯实生态基底。 该
镇科学划定岸线保护区、 保留区和
开发利用区， 树立河长制公示牌 15
块，实现河湖边界精准管控。 “河水
清澈见底，岸边绿柳成荫，饭后散步
成了新习惯， 连外村人都羡慕咱们
这儿的环境！ ”白珠村村民李大哥笑
道。 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清理河
道堆体 4.9 万方。全镇严格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政策，先后出台《南江河
及重要支流水域禁捕工作风险防控
应急预案》《全面推进长江禁捕工作
实施方案》等文件，拆除违建棚房 7
座，清理河岸线垃圾 500 余立方米，
河湖生态功能显著恢复， 生物多样

性修复初见成效。
聚焦 “清四乱 ”“六有六无 ”标

准， 镇党委、 政府重点打造浪河流
域，实施岸线绿化、生态护坡及亲水
步道建设，形成“河畅、水清、景美”
的治理样板。 “浪河环境越来越好，
游客多起来了， 连农家乐生意都红
火起来。 ”国庆村村民柳大姐说道。
全镇共配备专职护河员 24 名，常态
化开展河道巡查与问题处置， 实现
问题 “30 分钟响应、24 小时处置”，

形成长效管护模式。 同步开展“幸福
河湖” 评选活动， 激发各村争创热
情，形成“以点带面、全域共进”的治
理格局。

青山不语，碧水长流。 牛头店镇
以河长制为笔，以生态治理为墨，绘
就了“水清岸绿、鱼跃鹭翔 ”的生态
画卷。 全镇将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深化治理创
新，强化长效管护，为长江流域生态
屏障建设贡献基层智慧。

“今年花苞多、品相好，我一天就可以摘 16 斤，中
午管顿饭，算下来能挣不少呢！”凌晨 5 点，天还未亮，
石泉县熨斗镇瓦子沟村村民甘定秀已在花田忙碌。

当下正是金银花采摘季，石泉县熨斗镇瓦子沟村
260 亩金银花种植基地迎来了第一波采收高峰，一簇
簇青白相间的金银花苞缀满枝头，十余名农户穿梭田
间，双手翻飞，熟练地采摘花朵。

“金银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我们采取‘当日采
收、当日加工’的模式，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杀青烘干，
最大限度锁住药材有效成分。 ”瓦子沟村中药材种植
大户甘定浩信心满满地介绍道。

据悉， 甘定浩不仅是瓦子沟村的中草药种植大
户，也是石泉县昊宇长宏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 2023 年，在瓦子沟村党支部的积极号召下，甘
定浩牵头组建起涵盖种植、初加工、仓储及销售的全
链条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起百余亩中药
材标准化种植基地 ， 同步培植食用香菇 150 余
架 ，木耳 3000 余棒，在给种植户带来高收益的同时，
也带动了附近闲散劳动力的增收，累计为当地创造季
节性就业岗位 200 余个，成为该镇探索生态价值转化
的创新样板。

瓦子沟村发展林下中药材只是该镇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石泉县熨斗镇积极探索特色产业
发展路径，深挖林业生态资源，以“林间种药、林荫育
菌”为主导，高标准推进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将全镇
1187 亩山林、山地转化为中药材生长的“摇篮”，推动
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昔日的“草根经济”如
今化作家门口的“生态银行”，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书写了林地生金、绿产富民的山区发
展新图景。

从鲜果采摘到桑酒桑膏加工

石泉探索“一棵桑树”的多元增收路
通讯员 郭依萍 李贤淑

汉阴三元村车厘子“红”了

采摘热带火乡村游
通讯员 张辉 彭凤娇

时值初夏， 走进白河县麻虎镇里
龙村二组， 只见农户余青山正在屋后
竹林间忙碌着。 放眼望去，房前屋后到
处都是一排排黑桶紧密排列。

原来，老余种植的是魔芋，采取的
则是“盆栽”的新方法。 今年以来，当地
积极探索推广魔芋庭院种植模式 ，通
过镇村干部的宣传发动， 余青山很感
兴趣， 很快成为了村里的魔芋种植大
户， 连他家闲置的猪圈内都摆满了种
植桶。 “我打算把能种的地方都种上，
把这些魔芋种好管好，肯定能挣钱！ ”
老余高兴地说。

里龙村山高沟深，耕地资源有限，
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麻虎
镇以“1239”为发展思路，村“两委”积极
探索， 将林下经济和庭院经济作为突
破口，高回报、不愁销的魔芋就是其中
的“重头戏”。 “我们沿用发展生猪养殖
时的‘党支部+市场主体+农户’模式，
由党支部牵头，培育凡燊、润汐洋两个
市场主体，带动农户发展林下魔芋，农
户的积极性很高。 ”村党支部书记张继
芝介绍。

2024 年， 该村就发展了林下魔芋
300 亩，还有大田种植 100 亩。 今年庭
院种植新模式推广以来， 该村更是主
动响应，探索试种，由两个市场主体承
接项目， 免费向农户提供种子、 种植
桶，村党支部则大力宣传发动、引导农
户参与，目前已有 100 余户参与到林下
魔芋产业中来。 在村民何立发的屋后，
300 余盆魔芋已陆续发出嫩芽，孕育着希望。

盆栽魔芋除了不占用耕地的独特优势外，还有着种植便
捷、隔离病害等优点，但与此同时，魔芋种植技术也是不小的
难题。 为促进魔芋产业健康发展，麻虎镇党委、政府主动作
为，通过政策宣传、项目扶持、技术培训等方式予以支持，同时
积极对接白河县农业部门，邀请技术专家实地指导，近期，市
农科院专家一行更是专程前来为该镇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使
得当地魔芋产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悉， 该镇今年预计新建标准化魔芋种植基地 900 亩，引
进新品种种植 90 亩， 推广庭院种植 45000 盆， 覆盖农户 225
户，魔芋产业不断做大做强，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 ）近日的紫阳
县，一场以茶为媒、以歌会友的文旅盛会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自今年 3 月 28 日
“开麦吧！ 茶乡”系列活动启动以来，紫阳
县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
的热情投身其中， 从交通保障到电力供
应，从志愿服务到市场监管，从文化展示
到安全保卫，全方位、多角度为活动保驾
护航，不仅成功打造了县域精品文旅 IP，
更实现了“引客入紫”和提振消费的双重
目标。 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茶文旅
嘉年华，通过“文旅出圈、产品出县、惠民
出效、工作出彩”四大维度，成为展示紫
阳干部职工风采、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生动实践。

紫阳以“山水硒、茶歌养”为底色，整
合富硒茶、民歌、非遗等资源，打造沉浸
式茶文旅商嘉年华。活动期间，17 个乡镇
代表队通过“乡村综艺+真人秀”竞演，展

示地域文化与劳动场景；600 架无人机编
队表演、韩磊献唱等环节，迅速引爆社交
媒体。 策划“非遗研学游”“硒养度假游”
等 4 条主题线路 ， 带动民宿入住率达
95%，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进一步打响了
“汉江画廊·茶歌紫阳”品牌，提升了紫阳
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推动当地生态旅
游产业迈向新高地。

茶企推出“明前茶伴手礼”被抢购一
空、文创产品“硒茶酸奶”成现象级爆款。
全县 400 余家茶企借势发力， 春茶销售
额突破 7 亿元， 线上销售超 5000 万元，
实现“茶园直供”到全国。

紫阳县践行“每个紫阳人都是服务员”
理念，推出“5免 3提升 2一律”服务。 全县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争当茶乡“代言人”，化
身文明引导员、文化宣传员，主动配合交通
管制，腾挪车位 3 万余个，引导游客错峰观
演； 活动现场设立 50 余个志愿服务点，提

供路线咨询、应急医疗等暖心服务；以优质
的服务体系吸引游客，确保游客玩得开心、
住得舒心、吃得放心。全县消费市场持续火
热，“节会流量” 正转化为强劲的 “经济增
量”，清明期间，夜市营业额增长了 3 倍，群
众共享“节会经济”红利。

280 余名警力全天候执勤，无人机+
步巡织密安全网， 实现 “零风险、 零差
错”；供电公司特巡线路 25 公里，部署移
动电源车，服务队驻守保电；排查供水管
网 42 公里， 清理河道垃圾 300 余方，组
建应急抢修队伍； 全县职工干部化身交
通引导员、文化宣传员，获游客点赞。

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中 ，紫
阳县全体干部职工展现了高度的团结协
作精神和专业服务能力， 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硒客来，真心待“的服务理念，
为游客提供了难忘的旅游体验， 也为紫
阳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紫阳干群同心办好文旅盛会

牛头店镇推动河湖生态与民生福祉双提升
通讯员 魏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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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熟了

浪河两岸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