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早， 家住汉滨区茨沟镇铁尺
村的村民周全银便背着沉甸甸的腊
肉，与其他带着干木耳、花椒、土鸡蛋
等山货的农户们一同聚集在社区服务
中心门前，等待“红馆长”方磊团队组
织的助农直播， 将这些深山里的优质
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直播团队不负
众望，在短短 4 小时内创下了 7686 单
的销售佳绩， 将村民带来的农产品销
售一空。

过去， 铁尺村及周边山区丰富的
农副产品常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销
售渠道单一而“藏在深山无人识”。 “以
前这些腊肉挂在家里， 半年都卖不出
去。 ”周全银看着自家的腊肉，道出曾
经的无奈。

镜头前， 主播方磊手持色泽油亮
的腊肉， 向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热情推
介：“家人们，看看这琥珀色的油光，这
是用柏树枝慢火熏制的深山珍品！ ”随
着“三、二、一，上链接”的口令响起，订
单提示音密集响起。 村民李辉巧带来
的一筐土鸡蛋瞬间被抢购一空， 她惊
讶地表示：“这也卖得太快了！ ”看着不
断攀升的订单和实实在在的收入，乡
亲们真切感受到了数字经济带来的增
收实效。

这场高效的销售并非个例。 笔者
了解到， 自去年 11 月以来，“红馆长”
方磊助农直播团队已在汉滨区及周边
开展 140 余场直播，足迹遍布 63 个村
庄。 截至本次铁尺村直播，团队累计帮
助村民销售农产品超 16.2 万单，实现
销售额超 324 万元。

而在直播间热闹交易的背后，一
个特殊的群体格外引人注目： 九成以
上的供货农户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 对
这些老人而言， 通过直播销售农产品
获得的收入， 往往是改善生活的重要
来源， 甚至是主要可支配收入来源。
“看着老人们的笑容，我深刻体会到这
份事业的重量。 ”方磊动情地说：“让万
名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农产品变现，是
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

为实现这一目标， 方磊团队付出
良多。 他们深入村庄挖掘特色产品，指
导农户了解市场需求， 每场直播前严
格选品，直播后跟进分拣、打包、发货
全流程，为农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铁尺村党支部书记陈波表示：“过
去村民守着优质资源却增收困难，如
今直播带货开辟了新路。 未来我们还
将着重加强农产品品质监管和品牌建
设，推动山货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

方磊则有着更宏大的愿景：“我们
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或加入助
农行列，共同为安康农产品赋能，不断
拓宽乡村振兴路径。 ”

近日，汉阴县 2.6 万亩李子陆续成熟。
红润饱满的果实在枝叶间隙若隐若现，成
片的李子树顺着山势铺展，勾勒出连绵起
伏的翠色波浪， 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
香，一场“甜蜜的丰收宴”正在各村上演。

走进城关镇月河村月兴合作社种植
基地，漫山遍野的李子树上挂着一颗颗红
彤彤、沉甸甸的紫皮脆李，成熟的李子身
披“银粉”，看上去格外诱人。 果农们忙着
将新鲜的果子采摘下来，运送到市场进行
售卖。

城关镇月河村党支部书记沈虹介绍：
“我们月兴合作社种植有 350 亩李子，有
紫皮脆李和蜂糖李两个品种，目前紫皮脆
李已进入采摘期，蜂糖李预计于 7 月初成
熟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 7 月中旬。

近年来，月河村围绕李子产业提质增
效做文章，因地制宜种植紫皮脆李和蜂糖
李两个品种。 为解决“生鲜难鲜、未卖先
损”这一问题，月河村配套设施建设，修建
冷库一处。 项目建成投产后，有利于李子、
樱桃、 无花果等农特产品就地保存保鲜，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产业振
兴蓄力。

正值成熟上市的还有城关镇草桥村
的李子，走进草桥村李子采摘园内，只见
成片的李子树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红绿
相间的李子隐藏在翠绿的树叶间，令人垂
涎欲滴。 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 分拣、称
重，一派繁忙的景象映入眼帘。

“我们这个李子园种植的主要品种是
蜂糖李和凤凰李， 这两天已经陆续成熟
了，预计今年的产量能达到 2 万余斤。 ”草

桥村副主任李信说道。
据了解， 草桥村的李子园是 2020 年

建设后开始种植的， 占地 150 亩左右，通
过“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种植模式，今
年第一次挂果。 草桥村副主任李信看着满
树的李子，自信地表示：“接下来我们就是
要把李子园管护好， 提升果子的品质，争
取在明年取得大丰收，把李子产业打造成
草桥村的一张亮眼名片。 ”

与月河村的规模化种植交相辉映，草
桥村巧妙地将李子产业与产业带头人“李
子哥”的自媒体流量相结合，为果园吸引
来不少上门采摘的客人。

慕名而来的游客夏女士穿梭在果园，
采摘下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李子，她一边采
摘一边说道：“这个李子是我刷抖音看到
‘李子哥’发的，今天专程上门来摘，我尝
了一下这个李子， 它口感像蜂糖李一样
甜，但是又有凤凰李的清香味，自己采摘
的感觉也不一样，准备多摘一些带回去给
家里人也品尝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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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龚远希 蔡兆桢）今年
以来，石泉县云雾山镇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
抓手，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绘就和
美乡村新画卷。

走进云雾山镇双河村“莲姐农家乐”，生
机勃勃的小菜园让人眼前一亮，黄瓜、番茄、
豆角、辣椒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 院内整洁
干净，物品摆放井然有序，错落有致的绿植
点缀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双河村村民梅少荣感慨道：“现在村里
搞环境整治，我们也不能落后。 我开着农家
乐，更要把房前屋后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
亮亮的，让客人来了以后更加舒心。 ”

自全县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云雾山镇双河村积极动员村民参与，对

村内道路、房前屋后、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
进行全面清理。 村里还创新建立激励机制，
依托 “平安超市 ”，对环境整治成效显著的
村民授予流动红旗和奖励积分， 村民可凭
积分兑换所需物品， 极大提升了整治积极
性。

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曾传军表示：“我们
通过巩固前期成效，持续保持，对清理不到
位的地方，如残垣断壁、卫生死角加大力度
清理，确保全村人居环境达到‘扫干净、摆整
齐、清淤泥’的标准。 ”

在云雾山镇云阳村，村民张安平将原本
堆放柴草杂物的院子清理出来， 种上了豆
角、辣椒、西红柿等蔬菜。 不仅让家中有了新
鲜食材，也美化了居住环境。 “我现在年纪大
了，种不了庄稼，就在屋边种点小菜。 环境好

了，住着也舒服。 ”看着绿意盎然的菜苗，张
安平的眉眼间满是笑意。

今年，云阳村组建了由驻村第一书记和
村党支部书记分别牵头的两支整治队伍，采
取“先规划、后实施”方式。 党员干部先行示
范，再逐步推广至全村，引导村民因地制宜
整治房前屋后环境。 同时，将人居环境整治
纳入村规民约，配套建立问题台账和环境卫
生 “红黑榜 ”制度 ，促使村民从 “催着干 ”向
“主动干”转变。

云阳村村委会主任陈为保说：“目前我
们已打造两处小菜园和小花园，还有三处在
建。 力争年底前完成十处小菜园、小花园的
打造目标。 ”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云雾山镇强化
组织领导，建立“四级包保”责任制，并将整

治成效纳入各村考核，定期调度推进。 聚焦
重点任务和难点问题，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实现了主次干道、河道沟渠、村庄周边等重
点区域环境全面提升，营造了“人人参与、齐
抓共管、合力整治”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投入人力 700 余人
次、机械 100 余台次；清理乱堆乱放 130 余
处、卫生死角 25 处，拆除乱搭乱建及残垣断
壁 15 处；在道路两侧、房前屋后、村庄周边
栽种树木 500 余株， 新建排水沟 300 余米，
改造村级文化广场 2 个；成功打造人居环境
示范户 35 户、庭院经济示范户 8 户。

同时， 云雾山镇着力健全长效管护机
制，完善保洁、清运和集中清扫制度，修订村
规民约。 并成立督查组定期暗访、督促整改，
确保环境整治成果常态化、长效化。

时值仲夏， 旬阳的山野间，一
簇簇淡黄色的拐枣花正开得热闹。
这些看似普通的小花，承载着乡亲
们致富的希望。 再过几个月，它们
将结出成串的果实，经过现代化车
间的精心加工，变成一杯杯甘甜的
拐枣茶，这条从花开到茶香的产业
链，让山里的“野花花”变成了致富
的“金果果”。

“我就住在村上， 我自己不仅
种拐枣，还在工厂上班做拐枣代饮
茶，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现在我
们的拐枣打出了品牌，从种植到加
工都有了规范 。 随着环境越来越
好，拐枣品质越来越高 ，日子也越
过越有盼头。 ”金寨村村民吴胜英
的言语间洋溢着喜悦。

这份 “甜蜜的事业 ”离不开企
业的有力带动。 在陕西旬阳拐枣科
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在将精心挑选的拐枣加工成各
类代用茶，整个厂区都弥漫着拐枣
特有的清香。

“除了拐枣代用茶以外， 我们
今年还推出了拐枣桑葚代用茶和
玫瑰燕窝饮 。 预计销售额能达到
1000 万左右，可以带动周围的 500
多个农户参与拐枣种植，剩余劳力
也能在工厂就业，增加经济收入。 ”
陕西旬阳拐枣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梅伟介绍道。

小小拐枣串联起千家万户的
幸福生活，金寨镇的拐枣故事正是
生态富民的生动写照，催生出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绿色产业链，让乡亲们既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也是生
态产业的受益者。群众在家门口的“绿饭碗”越端越稳，生态
资源也真正转化为了“生态财富”。

“我们立足生态资源优势， 聚力发展拐枣特色产业，依
托退耕还林工程，通过林下套种、科学管理，实现‘增绿增
收’双赢目标。 ”旬阳市拐枣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陶荣说。

一棵棵拐枣树，带来“生态+经济”的双重收益，一座座
青山，蝶变为群众的致富金山，这正是旬阳绿色发展的生动
缩影。随着科技赋能力度不断加大，这条绿色产业链必将释
放更大能量，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你好，我在恒口凤凰山九公里路段发现一只受伤的猫
头鹰，请你们快来看看……”6 月 25 日清晨，恒口示范区农
技中心林业股的工作人员刚上班就接到了家住凤凰山路段
居民唐先生的求助电话。

据唐先生描述，6 月 24 日 23 时许， 他途经凤凰山九
公里路段时，在路边草丛里发现一只幼小的猫头鹰。 这只
小猫头鹰浑身湿透，不断扑腾翅膀却无法起飞，并不时发
出微弱的哀鸣，显得十分无助 。 考虑到深夜雨势不减，唐
先生立即用雨伞为它遮挡风雨，并尝试联系救助部门。 然
而，受山区信号差和持续降雨影响，电话未能接通。 唐先
生家就在附近， 便决定先将这只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带回
家中临时照料。

经过一夜的悉心守护，次日清晨，唐先生终于与林业股
取得稳定联系。 接到确切消息后，林业股工作人员立即协调
恒口示范区野生动物救助站展开救援。 经专业人员现场确
认，这只受伤的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 初步检查
发现，小猫头鹰翅膀有轻微外伤，推测是因暴雨影响飞行视
线，不慎撞击树枝所致。 工作人员随即使用专业救护笼将其
安全转移至救助站，并立即进行了伤口消毒、保暖等应急处
理。

目前， 这只小猫头鹰正在恒口示范区野生动物救助站
接受专业照料。 救助站负责人介绍：“经过全面检查，小家伙
除翅膀外伤外，没有其他严重问题。 我们已为其补充营养，
目前伤口恢复情况良好。 待它完全康复并通过飞行能力评
估后，将适时放归自然栖息地。 ”

令人感动的是，唐先生从发现到救助全程守护。 这位土
生土长的凤凰山居民动情地说：“看到小家伙无助的样子，
我就想一定要帮它。 猫头鹰是国家保护动物，必须交给专业
人员救助，现在看到它得到妥善照顾，我就放心了。 ”据了
解，唐先生一家都是环保践行者，父亲曾担任护林员，母亲
经常参与护鸟活动。 受家庭熏陶， 他熟知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遇到破坏生态的行为都会主动制止。

“正是有这样热心负责的群众，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才能越做越好。 ”救助站负责人感慨道：“希望更多市民能
像唐先生这样，在遇到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时，主动伸出援
手，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 ”雨过天晴，这只幸运的小猫
头鹰，在好心人和专业力量的接力救助下，正期待着重返蓝
天的那一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飞 杨超）6 月 27 日，汉滨区物
管中心在兴华名城小区举办住宅小区“安全生产月”应急演
练活动。 区物管中心、四个街道、南门社区、消防维保、电梯
维保单位、46 家物业企业负责人和业主代表共 100 余人参
加演练活动。

应急演练活动围绕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展开。 区物
管中心负责人宣读了区安委会《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区“安
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物业公司代表就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发言。 兴华物业围绕消防安全、电梯困人应急处置、突发
治安案件、雨水倒灌车库四项内容进行多场景实战演练，现
场总指挥进行应急演练综合点评。 活动现场向居民发放防
火宣传册 800 余份，普及小区消防、电梯、治安和防汛等安
全常识，切实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此次活动以“演”筑防、以“练”强能。在消防安全演练环
节，模拟小区楼道、居民家中厨房火情，物业人员快速响应，
启动应急预案，规范使用灭火设施，扑救明火；电梯维保人
员依据规范流程，安抚被困群众、排查故障、成功解救，同步
向居民普及电梯安全使用知识；在应对突发治安事件时，安
保人员迅速联动，果断制服“可疑人员”；在发生雨水倒灌车
库情况下，物业人员迅速启动防汛设备，堆筑防汛沙袋、搭
建挡板、抽排积水，防止雨水倒灌。每个场景都以实战为尺，
通过“沉浸式”实操落实应急预案，让物业企业与居民在“演
练战场”中锤炼协作能力，切实提升全员协同作战的应急处
置能力，为平安家园筑牢坚实防线。

客 来 果 园 有 好“李 ”
通讯员 熊乐 贺珍珍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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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开展住宅小区
多场景安全演练

一通特殊的求助电话
通讯员 刘丽

云雾山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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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游客客采采摘摘李李子子

紫紫皮皮脆脆李李

村村民民带带来来土土特特产产

干干洋洋芋芋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