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5 年 6 月 30 日 编辑 罗伟 校对 李璞 组版 勇军
07经济特刊

近日，走进白河县麻虎镇南沟村，山林青翠，空气清新。 近年来，当
地因地制宜，助农兴业，粮油、黄姜、魔芋、黑猪等产业稳步发展，走出
“生态+种养”的致富新路。

在镇级现代农业园区安康南沟村正贵养殖场， 村民明正贵正在清
点白山羊，准备放牧到流转的林地中。 只见圈舍干净整洁，羊群毛色光
亮，长势良好，可见饲养者的用心。 而明正贵津津乐道的则是他深耕多
年的黑猪养殖。 “我养黑猪有 6 年多了，现在存栏 500 余头，主要喂玉
米，不用饲料，所以质量好，也能卖上价。”据他介绍，黑猪种猪源于富平
县，黑猪生长周期较普通猪长约 2 个月，饲养成本更高，但是肉质紧实，
深受欢迎，也能获得更丰厚的回报。 去年年底，仅在周边就售出 200 余
头育肥黑猪。

乡亲的支持也源于明正贵的慷慨。他的养殖场带动周边 4 户 20 余
名劳动力务工，还流转农户土地 60 亩用于种植牧草，每年仅流转费用
就近万元，牲畜粪便则作为农家肥免费提供农户使用。在当地产业政策
的支持下，养殖场稳步发展，总产值近 400 万元，正准备申报县级园区。
同时，他干劲十足，通过外出学习对奶山羊养殖充满兴趣：“我还要出去
学习，如果能把奶山羊产业搞起来，就能带动周围乡亲一起致富。”明正
贵乐呵呵地说。

同样在该村，生猪养殖大户步步丰公司则主攻仔猪繁育，年销售超
1000 头，同时还有育肥猪 500 头、羊 100 只、牛 50 头。 回望自己的产业
发展之路，负责人张大祥充满感慨。原本是货车司机的他“半路出家”搞
养殖业，源于一个美好的“初心”———帮助家乡发展。

2019 年，张大祥回到家乡发展生猪养殖，历经几次选址波折和猪
价持续波动的考验，逐步建起 2000 余平方米的养殖场，实现年产值约
300 万元。他每天辛勤劳作、不修边幅，操持着产业优化和账务管理。在
产业的带动下，村里公路得以硬化，乡亲出行更加方便。 他还通过土地
流转和带动务工，每年为 40 余户农户增收近 20 万元。张大祥说：“这些
年发展产业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准备再扩建场房，继续把
产业做下去。 ”

除了养殖业， 该村 200 亩粮油基地中玉米已郁郁葱葱， 新发展的
200 亩黄姜枝繁叶茂，100 亩魔芋也在茁壮生长。谈及当地产业发展，该
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继续巩固粮油种植规模， 规范发展生
态养殖、特色种植和林下经济等富硒产业，在建设和美乡村的同时打造
产业高地。 ”

仲夏时节， 岚皋县民主镇兰家坝村 100 亩山坡
地里的玉米、大豆生机盎然，孕育着无限丰收景象，
让人心生愉悦，充满了期待。

“这片玉米、 大豆地原是长满野草的撂荒地，是
驻村第一书记王武军和村干部们带领村民开荒种出
来的。 ”6 月 24 日，兰家坝村 8 组村民梅永奎指着眼
前的这片玉米地说，人心是杆秤，谁耍花架子，谁实
打实为咱老百姓办实事，村民都看在眼里，这次省下
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跟咱群众最贴心！

王武军是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的
干部，2023 年 6 月， 他被选派到岚皋县民主镇兰家
坝村驻村任第一书记， 从此就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
解之缘。

“怕又是来村镀金走过场的吧！ ”初来乍到，面对
陌生环境、村民们的不信任，王武军暗下决心，一定
要干出点实事，赢得村民们的认可。

他挨家挨户走访，与村民们拉家常、问冷暖，了
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 渐渐地， 村民们发
现，这个省下派驻村第一书记没有一点架子，总是面
带笑容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

村民陈兴杰向王武军反映， 自己想出门打工挣
钱，但又没有具体的方向，担心出门上当受骗。 王武
军联系苏州陕西商会的亲戚， 很快为他在企业找到
了心仪工作， 现在每月有了 6000 多元的稳定收入。
此后， 村中陆续有 10 多名有意愿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也通过王武军的联系，先后来到苏州市的一些企
业上班，家庭境况有了很大改善。

在兰家坝村委会的办公室里， 悬挂着一面村民
送来写有“危急时刻显身手，为民服务好干部”的锦
旗，表达着对王武军的感激之情。

“要不是王书记开车送医及时，后果可能十分严
重了……”送锦旗的村民刘加军回忆说，那天妻子在
家中干活， 不慎从楼上摔到楼下， 躺在地上动弹不
得，赶巧王书记正在附近带领村民修路，闻讯后二话
没说，喊上工作队员一起帮忙，驾驶车辆就往民主医院送，使病情未受
丝毫延误。 事后，他还到家里看望，询问恢复情况，比亲人还贴心。

村民喻吉晏说，王书记就是我们村中的“110”，谁家有事用车他都
帮忙，送病送医更是不在话下，自己妻子犯病也是王武军开车送去医院
的，于是两人合计定做了一面锦旗，能遇到这样的好书记，是我们全村
人的福气啊！

陈希希和林苗苗（化名）是兰家坝村两个家庭情况相似的孩子。 父
亲去世后，母亲改嫁，都是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属于典型困境儿童。
王武军走访了解后，为他们申请了低保，经常上门看望，送上慰问金、新
书包、购买的书籍，用父爱般的温暖抚慰孩子们的心灵。

每个月兰家坝村三组精神残疾老人张延久， 五保老人方成根都会
在家里等着王武军上门来为他理发，当王武军帮他们围上围布那一刻，
老人满脸都是笑容。

兰家坝村是民主镇一个较为偏远的村子， 村中的年轻人大都外出
打工，留下老人、妇女、儿童长住。 一些老人因腿脚不利索，存在着外出
理发不便的难题。 今年 3 月，王武军购买了理发工具，主动上门为行动
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残疾人理发，3 个多月来已为村民义务理发 30
余人次。

“说一句空话，不如帮老百姓办一件实事；许一千个诺言，不如帮群
众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这是王武军的“驻村格言”。两年多来，王武军争
取单位的资金支持，为村委会改建便民服务室，添置办公桌椅、电脑、打
印机，改善了办公环境；协助村委会推进全村改厕、院房改造、开展“和
美庭院”建设；协调县水务局、县交通局支持，为村民修路、统一粉饰外
墙、建设挡墙、修建边沟、安装安全护栏，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眼下，王武军正在向省林业局为村上申报发展林下中药材项目，目
前项目已进入省财政厅审核之中。

“两年多的时间，王书记干成了我们村许多想干而未干成的事！”兰
家坝村村民目睹村中的变化，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

夏至时节，走进汉滨区县河镇凡庙村
的茅草梁农场，千亩橘林环绕农庄，现代
化猪舍错落其间。农场主张龙琴依托科技
创新，利用桑叶资源，在这片曾经的撂荒
坡地上，书写了致富故事。

农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创新性地将
蚕桑产业中的桑叶、桑枝等“边角料”变废
为宝，开发出特色桑叶饲料。 该饲料以桑
叶粉、玉米、豆粕为主要成分，按科学配比
混合，并精确添加微量元素。经过 72 小时

恒温堆沤发酵，有效提升了饲料的适口性
和营养价值， 粗纤维转化率提高达 40%，
显著改善了猪的消化吸收效率。农场还根
据育肥猪、中猪、小猪不同生长阶段的需
求， 分别定制了含 30%、20%、10%桑叶成
分的饲料配方。

“桑叶饲料显著提升了猪肉品质。”养
猪专家陈贵富评价道。产自该农场的富硒
桑叶猪肉，因肉质鲜美、富含硒元素，在安
康高端超市售价高达 38 元/公斤，且供不

应求。 消费者反馈其口感独特，烹饪时油
脂分布均匀，入口细腻。

5 年前， 张龙琴的农场还只是 30 亩
杂草丛生的荒地。 如今，通过与 5 家科研
机构合作，应用 3 项专利技术，这里已成
为科技兴农的典范，桑叶猪也被誉为“会
跑的发明专利”。 农场的发展有效带动了
周边乡村： 吸纳了 180 名留守妇女就业，
经过培训成为“养猪能手”，实现人均年收
入 5 万元； 同时向周边农户发放猪仔，带

动共同养殖；并以土地流转形式，惠及 42
户农户。

站在新建成的自动化饲料车间前，张
龙琴展望未来：2026 年将农场扩建至百
亩，实现年出栏桑叶猪 3000 头。农场将通
过扩大规模，努力将产品溢价空间控制在
每斤 3 至 4 元， 让优质富硒猪肉更加亲
民。此外，还将开发桑叶猪腊肠、火腿等深
加工产品，将秦巴山区的特色风味推向更
广阔的市场。

近日，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传来喜
讯，该村精心打造的大棚陆基高位鱼池
养鱼项目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
该镇渔业发展迈入现代化 、 科技化时
代，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了新的强劲动
力。

走进项目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
排整齐的现代化大棚。 棚内陆基高位鱼
池错落有致，鱼池采用高强度复合材料
建造，坚固耐用且易于维护。 每个鱼池
面积在 20 平方米左右， 深度约 1.2 米，
独特的锅底形设计，让池底的粪便和残
饵能迅速聚集到中央，便于通过自动排
污系统及时清理 ， 大大减少了水质污
染，该项目巧妙融合了大棚设施与陆基

高位鱼池技术，有效克服了传统渔业养
殖受自然环境制约的难题，为鱼类生长
营造了更为稳定、适宜的环境。

在养殖技术方面，该项目配备了先
进的水质监测设备，可实时监控鱼池内
的溶氧 、酸碱度 、温度 、氨氮等关键指
标，一旦指标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启
动增氧机 、换水设备等进行调节 ，确
保鱼类始终生活在最适宜的水质环
境中 ，全面提高了鱼类的生长速度和
成活率 。

在养殖品种上 ， 该项目进行了大
胆创新和多元化布局 ， 除了传统的草
鱼、鲤鱼、鲫鱼等常见品种，还引入了鲈
鱼、罗非鱼等市场前景广阔 、经济价值

高的名特优品种。 “我们选择这些品种，
主要是考虑到市场需求和养殖效益。 名
特优品种在市场上价格更高，竞争力更
强，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养殖收益。 而
且， 大棚陆基高位鱼池的可控环境，也
非常适合这些对养殖条件要求较高的
品种生长。 ”水产项目负责人刘伟介绍
道。

在生态环保方面，项目也下足了功
夫。 通过“鱼菜共育”模式，构建起完善
的养殖尾水处理系统，实现养殖尾水的
循环利用和达标排放。 尾水先经过固液
分离，固体废弃物进行堆肥处理 ，用于
大棚内蔬菜园的肥料；液体部分则进入
多级净化池，通过生物净化 、过滤等工

艺，去除有害物质 ，净化后的水重新回
到鱼池循环使用， 既节约了水资源，又
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渔业养殖
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据了解，中堰村大棚陆基高位鱼池
养鱼项目是汉阴县城关镇渔业现代化
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大力推
进智慧渔业建设， 积极引进新技术、新
模式，不断提升渔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
综合效益。 项目的落地运营生动诠释着
“向科技要粮”的乡村振兴路径，为全镇
渔业发展树立了标杆，未来将在全镇范
围内推广成功经验，助力乡村走上产业
兴旺、群众富裕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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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养殖富了南沟村
通讯员 雷应坤

水 清 鱼 肥 生 态 美
通讯员 张辉

2018 年， 远嫁江苏昆山的 80
后鄢明霞回到了家乡，在岚皋县佐
龙镇黄兴村开启了铁皮石斛种植
事业。 眼下正值采摘季，她和村民
穿梭在葱郁山林中，忙碌采摘新鲜
石斛， 在实现个人创业梦想的同
时，也带动了乡亲们增收致富。

黄兴村山林茂密、植被资源丰
富。 在鄢明霞家后面的山坡上，50
亩仿野生人工石斛长势喜人。这几
天，村民们都在帮她采摘鲜嫩的石
斛条和鹅黄色的石斛花。村民张启
询说：“从石斛栽植到管护再到采
摘，我一直在基地干活，一天工资
120 元。 ”

将采摘的新鲜石斛条筛选、烘
干、脱皮后，再打包发往昆山进行
磨制成粉，前期工序鄢明霞都是在
家同父亲鄢忠怀共同完成。看着一
根根石斛杆由青绿色变成了金黄
色，鄢明霞心中满是成就感。

“我们是等到石斛成长到理想
状态后才采摘， 每年采摘量很小。
而且岚皋这个地方山好水好植被
好， 灌溉所用的山泉水富含硒元
素，磨成的石斛粉供不应求，很受

昆山市民的欢迎。 ”鄢明霞介绍。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石斛种

植初见成效。由于昆山的生意仍需
打理，夫妻俩决定由父亲鄢忠怀负
责日常管护。

鄢忠怀也很上心，从石斛的除
草灌溉、适时采摘逐项学习，很快
就掌握了种植技巧 。 拿不定主
意时 ， 他就会给远在昆山的女
儿打电话询问技术要领。 “比如配
药比例、 病虫害防治这些我都不
懂，我就会问我女儿，她给我说好
比例，我再来调配。 ”鄢忠怀说道。

目前基地的石斛采摘工作已
经近尾声。 鄢明霞告诉笔者，这几
年她在昆山开了两个石斛专卖店，
主要销售石斛粉、石斛花和石斛切
片以及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今年预
计可采收新鲜石斛条 300 余斤，制
成石斛粉 60 余斤，收入可达 70 余
万元。

“我们的石斛品质好， 以后打
算在老家慢慢扩大规模，继续研发
石斛产品， 把石斛产业做大做强，
带动村民务工增收。 ”鄢明霞对未
来有了新的规划。

远程协作搭建“致富桥”
通讯员 赵坤 胡兴建

“桑叶猪”成消费新宠
通讯员 锁金义

大棚里的陆基高位鱼池

鱼儿欢快地游弋

鱼苗

明正贵考察奶山羊养殖

鄢鄢明明霞霞采采摘摘新新鲜鲜石石斛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