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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身影和翠绿的秧苗相互映衬， 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
卷。

施勇 摄

日前，石泉县城关镇草池湾朱鹮小村田园风光美如画卷，有机水稻、田间道路、民宿民居与青山蓝天相映成景。 近年来，该镇在草池湾朱鹮小村规划打造“稻田+民
宿”“稻田+研学”等多种“稻田+”模式，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共赢。

董长松 摄

青青 青青 秧秧 苗苗 绘绘““大大 地地 指指 纹纹 ””

在平利县大贵镇儒林堡村富硒粮油基地，农户们趁着降雨后的良好墒
情，抢抓时机开展插秧工作。 徐亮 摄

近年来， 宁陕县四亩地镇依托区域
内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水资源
优势，科学谋划产业发展布局，通过政策
扶持、技术指导和市场引导等举措，积极
发展冷水鱼养殖，培育壮大农林产业，不
仅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的绿色发展之路， 更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在家门口端稳了“就业碗”，吃上了“生态
饭”，走上了“致富路”。

6 月 10 日， 走进宁陕云宏智慧渔业
冷水鱼养殖基地，一眼望去，11 个大型陆
基圆桶如同一粒粒整齐排列的 “蓝色明
珠”，镶嵌在四亩地村的土地上。 桶内小
鱼欢快地游来游去，溅起片片水花。 基地
负责人杨旭云正一边将饲料撒入鱼池 ，
一边仔细查看每一条鱼儿的长势。

据了解， 宁陕云宏智慧渔业冷水鱼
养殖基地于今年 1 月开工建设， 占地面
积约 2 亩， 总投资 250 万元， 分两期建
设。 “目前一期已建成并投放 10 个陆基
圆筒， 养殖钱鱼 5 万尾； 二期在今年 10
月底开始建设 ， 预计增加 15 个陆基圆
筒，投放 20 万尾钱鱼苗。 全部完成建设
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40 万元 ，带动当地
30 余人就近就业。 ”基地负责人杨旭云介
绍。

陆基圆桶养殖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新型水产养殖模式，不仅占地面积小，养
殖密度大，而且周期短、产量高、养殖环
境可控，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多
重效益。

谈及为何选择这种养鱼模式， 杨旭
云说：“因为考虑到我们当地水资源比较
丰富，而且钱鱼苗也是比较稀缺的资源，

所以就返乡创业，回来投资这个行业，发
展陆基圆桶养殖。 ”

四亩地村的冷水鱼养殖目前养殖面
积 42 亩，养鱼 25 万尾；柴家关村的省级
农业示范园区也是一幅“农牧循环、产业
融合”的新图景。

在天华山中药材种植区内，20 多个
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 棚内各种中药材
长势正旺。 大棚旁的小麦地里，工人正在
劳作 ，拢起小麦 、扎成捆 、堆起垛 、运上
车、收满仓，一片繁忙而充满希望的农业
生产景象。

天华山中药材种植区只是四亩地省
级农业示范园区的一部分。 据了解，四亩
地省级农业示范园区于 2023 年开始建
设，建设年限 5 年，预计总投资 1.5 亿元，
主要在柴四路沿线建设鲜食玉米示范种
植区、中药材种植区、猕猴桃园区、养牛
场。

“目前已建成中药材育苗大棚 21
个；养牛场 2000 平方米，存栏肉牛 200 余
头；猕猴桃种植基地 200 亩，去年已进入
挂果期。 后续我们还将完成鲜食玉米种
植 900 亩，其中套种黄豆 100 亩、稻田养
鱼 100 亩。 ”园区负责人周杰介绍。

目前， 陆续投入生产的中药材种植
园区、 猕猴桃种植基地和养牛场已经吸
纳当地 80 余户农户就近就业。

“我们以前在家种地靠天吃饭，收入
不稳定，这园区开了之后，我们在这里务
工上班，还可以照顾家，非常满意！ ”柴家
关村村民李治艳已在中药材种植基地务
工 3 年，平均每个月 4000 元的收入让她
感觉很满足。

四亩地镇做好农林产业大文章

村民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通讯员 谌敏 谢盛玲

圯6 月 11 日， 白河县中厂镇
大坪社区蚕桑现代农业示范园春
蚕即将结茧， 该园区占地 1800 余
平方米，一年可养蚕 3 批次 100 余
张，产蚕茧量可达 6000 余斤，年产
值 20 余万元， 带动 26 户 80 余人
就业，人均增收 2000 余元。

王茜 摄

坩日前， 石泉县池河镇通过小蚕
共育智慧化管理系统培育的首批春
蚕，陆续发送到农户手中，蚕农再饲养
十几天就能结茧收获。 今年以来，石泉
县推广建立小蚕共育智能化、 大蚕饲
养轻简化、营茧蔟具优良化、上蔟采茧
自动化、蚕茧收购仪评化、生产管理智
慧化的“六化”新型蚕桑生产体系 ，推
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茧丝增值、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利。

许兵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余梦）日前，岚皋
县 滔 河 镇 泥 坪 村 西 渝 高 铁 康 渝 段
KYZQ-4 标段项目成功验收送电， 在多
方协作下， 该标段隧道正洞累计掘进里
程成功突破万米大关， 项目建设迎来重
要节点。

西渝高铁康渝段是国家“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KYZQ-
4 标段正线全长 25.8 公里， 地质条件复
杂，施工难度大，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及时性要求极高。 自承建方中铁隧道局
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用电报装需求， 国网
岚皋供电公司立即将其作为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 迅速启动重点
项目响应机制。

该公司主动靠前服务， 组织专业力

量深入项目一线，全面掌握建设进展、负
荷特性及用电时序等关键信息。 整合营
销、运检、调控等核心部门资源，成立专
项服务小组，量身定制供电保障方案。 通
过优化内部流程、精简办电手续、压缩业
务环节，实现了从技术咨询、方案制定到
装表接电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有效解
决了项目建设中的用电难题。

针对项目负责人常驻外地的实际情
况， 岚皋公司政企客户服务班创新服务
模式，充分利用“网上国网 ”APP 等数字
化手段，提供远程指导、在线答疑和电子
化业务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客户“跑腿”
次数， 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顺利推进用
电， 为隧道工程连续高效施工赢得了宝
贵时间。

康渝高铁岚皋段突破万米大关

电力先行保障有力

本报讯（通讯员 叶柏成）近年来，紫阳县麻柳
镇党委、政府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全流程保障项
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山地农业，走出了一条
适合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4 年以来， 该镇精心策划包装项目 23 个，
签约茶宿、农产品深加工、光伏等项目 7 个，落地资
金 2562 万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97 万元，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36%。 围绕产业建设、生态环
保、群众增收、基础设施提升等领域，落地实施项目
8 个，总投资 1384 万元，目前已全部建成投用。

聚焦企业发展短板和关键环节，该镇始终坚持
优环境、强保障、解难题，用心用情做好助企纾困工

作， 全年共召开 4 次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恳谈会，
搭建“收集、办理、反馈、问效”闭环管理机制，切实
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基础设施保障方面，该镇投资
330 万元硬化赵溪村二、五、九组种养殖产业道路
7.4 公里， 投资 280 万元改造秦硒生态农业园区道
路 4.16 公里， 投资 160 万元新建麻柳村一组青树
湾公路桥梁一座， 投资 451.66 万元新建安全饮水
工程三处。

该镇紧扣全县“4+3”产业链总体布局，立足辖
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富硒茶叶、食用菌、中药材、
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 坚持走 “产业富民强镇”之
路。持续管护好现有茶园 5000 余亩，规模以上养殖

场达到 12 家，培育壮大茶叶龙头企业 2 家，精细化
管护魔芋、中药材、果蔬 1500 余亩，实现“产质双提
升”。 大力整治撂荒地， 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2.1 万
亩，开展农技培训 5 次。

该镇还争取授信小额信贷资金 1158 万元，互
助资金放贷 292 万元，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55.2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资金 125.84 万元。 严
格落实“就业精准到人，产业精准到户”要求 ，497
户 497 人实现产业、就业精准帮扶。 实施农村集体
经济“消薄培强”行动，6 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全部
达到 10 万元以上。

麻柳镇多元产业布局激活山乡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