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间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 ，在石泉县云雾山镇云阳村
野生淫羊藿林下繁育基地里，几十名村民正在驻村工作队
及村干部的带领下，将村集体引进的新品种淫羊藿苗一株
株栽进园区里。 挥锹扬土、放苗覆土……大伙儿一齐分工
协作着 ， 将嫩绿的新苗子轻轻放进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壤
里。

近年来，云阳村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明确的“三星”云
雾山发展方向，在县人大机关的帮扶支持下，确定了“林下建
产业，耕地保粮增收”的发展路径，以林下经济为产业发展主
基调，把林下淫羊藿作为“发力点”。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依
托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逐渐形成 1000 亩的产业规模，全部建
成后将成为安康市最大的林下淫羊藿种苗繁育基地。

“今年我们村集体又新引进了 30 万株优质高产高含量
箭叶淫羊藿，一共分四批次调运，目前种植的是第一批。 这次
种的新品种淫羊藿，产量更高，而且在药性含量上也有所提
升。 ”云阳村党支部书记陈为保高兴地说。

淫羊藿带来的收益，村里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到发展淫羊藿产业的队伍中来。 “这几天，我跟着
村里一起种植新品种淫羊藿，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面，我
也想看一下这种新品种的淫羊藿效益咋样，可以的话，明年
我自家也准备扩种这个品种。 ”村里种植淫羊藿的产业大户
陈维祥扶着锄头说道。 陈维祥是村里辐射带动的产业大户之
一，目前已种植 100 余亩淫羊藿。

“我们确定了‘党支部+合作社+能人大户’的产业发展
路子，一方面，能人大户能够整合利用村内闲余资源，更大
程度地将生态效益转换为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
其他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谈起未
来发展，陈为保说道。 “在每次种植、管护淫羊藿时，村集体
也是优先动员、使用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带动他们就地就近
就业。在给他们提供一份收入的同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从‘带着一起干’转变为‘主动去发展’。 ”

下一步，云阳村将逐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预计在今年
年底建成魔芋、淫羊藿 2 个千亩林下产业示范园。

从智圣山下人文美，到云雾山中产业兴。 特色产业越来
越好的发展势头不仅出现在云阳村，也正在镇内其他各村悄
然“生长”着。 “三星”云雾山发展目标正在干群勠力同心的默
默耕耘中，不断焕发“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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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宁陕县集优社实业有限公司成功被国家统计局认定为
规上文化企业。

据悉，该企业为宁陕招商引资落地宁陕县飞地园区，由东莞
和誉玩具有限公司投资创办的集毛绒玩具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毛绒玩具生产企业。 目前已建成投用生产
车间 9 个，面积 8000 平方米；投用机器设备 180 余台（套），拥有
员工 200 余人。 企业长期与北京泡泡玛特、杭州天梯、九木杂物
社等国内外数 10 家知名品牌深度合作，年设计生产系列毛绒玩
具及周边衍生品 800 余万件，其中 50%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国家。
在 2021 年第二届“安康杯”毛绒玩具创意设计国际大赛上，由企
业自主研发设计的“金蚕宝宝秦桑桑”毛绒玩具 ，以其独特的创
意一举夺魁，荣获产业组“特等奖”和“最具市场转换奖”两项大
奖！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企业营收已达 3000 余万元，其中出口
额近 280 万美元。

自企业入驻宁陕以来，宣传、发改、统计、经贸、人社等部门主
动跟进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先后到企业走访上门办理业务，及
时掌握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主动纾困解难。 该企业于今年 7
月 10 日申报纳统，经市县统计部门实地核查，8 月 21 日成功纳入
规上工业库，10 月 8 日被国家统计局正式标识为规上文化企业。
该企业的正式纳统为提振文化市场主体信心， 持续壮大全县文化
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宁陕县将进一步强化规上文化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储
备完善“小进规”重点企业培育库，常态化开展走访纾困工作，及时
掌握文化企业发展困难， 打好助企纾困组合拳， 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推动全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千亩荷塘花硒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鱼
翔浅底、群山、稻田和村庄交相辉映，农家乐、廉莲共生、休闲氧吧、
晨光给这个秦岭深处的小村庄染上了斑斓的色彩。 孩子们嬉闹着
从田野旁边奔跑而过，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搬着凳子、手端饭碗在
家门口与邻居们闲话家常。 千亩荷塘景区新铺的柏油路旁，杨柳依
依，清风拂过，宛如少女在梳理头发……谈到村子里这几年的巨大
变化，群众说，这与苏陕协作帮扶关系极大。

为了助力汉阴县双乳镇双乳村千亩荷塘景区加快发展步伐，
农旅融合，增加村民收入。 2023 年，苏陕协作资金 150 万元专项用
于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提升，安装路灯 300 盏，建设旅游步道 1.5 公
里，并优化排水管网。 这些资金的投入，为双乳村的农旅融合发展、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双乳镇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交通便利， 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 ，“苏陕协作 ”架桥梁 ，走出去 ，引进来 ，按照 “春赏花 ，夏
捕虾 ，秋采果 ，冬收菜 ”，不断完善 “魅力双乳 ，硒莲小镇 ”的内
涵，全力创建以休闲游玩，田园采集，农田体验，观光旅游为一体
的乡间田园综合体 ，走出了一条 “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 ，以文会
友 ”的乡村振兴之路 ，勾画了一幅 “和美富强 ”的乡村振兴新图
景 。

“苏陕协作”有美景
农旅融合促共赢

通讯员 李新怡 王文艺

本报讯（通讯员 赖家斌）今年以来，安康农商银行充分发挥
行业职能作用，多策并举开展讲诚信、践承诺宣传教育，弘扬合法
经营、诚实劳动、信守承诺的良好风尚。

该行通过印制、发放“学法律、守行规、讲诚信”宣传资料，在
各网点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相关知识，结合“文明有我”主题活
动、文艺活动深入社区、集市、商场、景区进行宣讲，传播诚信理
念。 在汉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征信报告自助查询设备，全方位
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信
贷管理知识宣传，教育居民群众关爱信用记录，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 同时，把诚信表现纳入村规民约和新民风建设内容，营造“按
期偿还贷款光荣，无故拖欠贷款失信”的社会氛围，开展信用户、
信用村、信用镇建设，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乡村振兴贷、产业贷、
秦 e 贷的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中给予额度、利率、期限优惠，真正
让守信者得到实惠。 该行还会同政法等部门加大失信行为联合惩
戒力度，借助汉滨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成立契机，强化“政、法、
银”合作联动，推进金融领域案件诉源治理，营造良好信用环境，5
月 31 日，联合汉滨区人民法院启动金融案件专项执行“银盾”行
动， 对恶意逃废债务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行为依法进行制裁，当
天拘传被执行人 19 人。 7 月下旬，利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涉金
融案件专项行动利器，推进积案清理执行，依法使用冻结、传唤、
拘留等强制措施，打击躲、逃、赖债行为，达到“执行一案、教育一
片”的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

安康农商银行
多措并举营造诚信环境

宁陕新增一家
规上文化企业

通讯员 但华峰

记者近期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一路
前行，看到随着西康高铁、西延高铁、西十
高铁等交通网络加快编织，一大批乡村与
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 一条条在建的
“新路”正激活乡亲们的发展思路、点亮他
们的梦想。

秦岭南麓，陕西省镇安县。 国庆假期，
这个主打文旅的县城游客满满 、 热闹非
凡。

距离县城约 5 公里外，群山之间，正在
建设的西安至安康高铁施工正酣。 从高处
看，高铁站房的轮廓逐渐显现，高铁隧洞已
经打通，高高架起的巨型桥墩向远处延伸，
又慢慢消失在群山之间。

看着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新样子”的在
建高铁，家住镇安县栗园村的村民吴军格
外期盼：“我们村就在高铁站旁，村里很多

人都打算开饭馆、开土特产店，到时候我们
县里的旅游景点肯定能引来更多游客，不
愁没生意。 ”

西康高铁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途经柞水、镇安等多个山区
县。作为陕西又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铁线路，
这条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使西安和安康两地
间的列车通行时间从 3.5 小时缩短至大约
40 分钟，对带动沿线文旅发展、乡村振兴
等具有重要意义。

“镇安西站的站房建筑面积达 4000 平
方米，还配套建有 1 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
等高铁建好后， 当地人坐高铁到西安只需
约 20 分钟，回来后从车站开车到县城也就
三五分钟，非常方便。 ”中铁建设西康高铁
站房工程项目副经理王定波说 ，“这个假
期，我们几乎全员在岗，加班加点的目的就

是早日把高铁建好。 ”
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 老乡对路的

渴望从未中断； 从国省干线公路到高速铁
路的建设步伐也不断加快。目前，陕西在建
高铁里程已超过 1000 公里。

作为陕北革命老区的首条高铁， 西安
至延安高速铁路捷报频传 ： 西延高铁
联络线全线架桥机首榀箱梁架设完成；西
延高铁全线最长桥梁最大连续梁顺利合龙
……

“我们的箱梁生产效率已经从每天三
榀提高到每天五榀。到今年底，我们将完成
全部箱梁的建设任务， 为西延高铁早日开
通打下坚实基础。”中铁十一局集团西延高
铁制梁场党支部书记徐学显说，“高铁通车
后将为沿线老乡带来更多出行便利， 也能
让更多游客有机会更加便捷地走进黄土高

原、走进革命老区。 ”
高铁建设现场， 机器轰鸣中施工加快

推进；黄土高原上，红彤彤的苹果已挂满枝
头。

苹果种植大县延安洛川，丰收时节里，
在手机上刷着高铁建设的新进展、 看着满
园的“金果果”，56 岁的洛川果农路红珍满
眼笑意。

“西延高铁刚好经过我们洛川，明年通
车后，前来采购的客商肯定会更多，我们洛
川的苹果也一定能卖得更好。 ”眼下，作为
当地技术带头人的路红珍少有闲暇时光，
不少老乡上门找他给自家果园重新规划种
植方案。

路红珍的桌子上，“定制方案” 已密密
麻麻写了满满一整本。 一个个“定制方案”
背后，是奋斗的执着，也是奔富的动力。

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筑路也是筑梦
新华社记者 张斌

云云雾雾山山镇镇：：林林下下生生““金金””势势头头好好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思思丽丽

“妹子快看，对面岛上氤氲缭绕的美景
像不像影视剧里的仙境？ ”

“还真有点现实版‘仙境’感觉！ 这分
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世外桃源。 ”

国庆节假期第一天，位于岚河岸边的
岚皋县佐龙镇马宗村又迎来众多游客，宁
静的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在村中一家店名“金马阁”农家乐里，
来自安康城区和岚皋本地的两拨游客坐在
农家乐门前一边嗑着瓜子、品着热茶，一边
欣赏着眼前的风景。

来自安康城区的程时玉，喊来妹妹程
时芳看完眼前的美景后，组织亲友们站在
店外特制的取景框前集体合影留念，大家
背朝蓬莱岛，面对镜头人人脸上灿烂如花。

店主王忠介绍， 自家的 4 个包间全部
订满，今天来的客人都是前两天电话提前
预订的，现在生意越来越好，都是托了好生
态、好环境的福。

在离“金马阁”几步之遥的“老牛农家
乐”，女主人晏正兰正在厨房里忙碌着，丈
夫汪本存坐在门前树下剥着大蒜，里外取
送打下手；在安康做生意的二儿子也趁着
假期回家当帮手，一家人为即将到来的三
桌客人做准备。

58 岁的晏正兰是马宗村的妇女主任，
她的一手好厨艺在村里远近闻名。

晏正兰从 2003 年开始，率先在村里办
起了农家乐，2021 年以来 3 间两层砖木结
构的老房子几经改造装修，如今根据村里
统一要求，将门窗换成花格子木制门窗、米
黄色真石外墙，根据需求还扩大了两侧的
厢房和后院，总面积达到了 350 平方米。

“老牛是我们家老汪的小名，农家乐就
以此取名。 ”晏正兰笑着解释，店名虽然有
些土气, 但有一股乡土味， 容易让人记得
住。

晏正兰的两个儿子都在安康做事，农家
乐平时就和老伴两个人经营，随着紧挨村子
的蓬莱岛开放， 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
美庭院建设，环境越变越好，来乡村游的客
人多了，农家乐的生意也是日益兴旺。

“一天接待两三桌是平常事，此外有时
还有生日宴、满月宴订单，一天就是 20 来
桌。 ”晏正兰介绍说。

10 月 1 日当天，马宗村村民林太奎的
“林韵农庄”也趁着这个好日子正式开业。

林太奎喊来好几个亲友在厨房帮忙，
为预订的 4 桌客人们做着午饭， 屋内飘荡
着阵阵浓郁诱人的菜香。

8 年前，林太奎一直在深圳打工，这几
年每一次回家都能感受到村里日新月异的
变化。去年，他响应村上“和美庭院”建设的
号召，回村后投资 20 多万元对自家的 3 间
房屋按照县上制定的“五星”极标准进行装
修，后又建了偏房，购买了桌椅餐具、硬化
了地面，里里外外装修一新，选择开办农家
乐。

林太奎激动地说：“今天来的客人有安
康、岚皋、西安的，最远有四川的，第一天能
有这样的生意着实没想到。 ”

马宗村位于岚皋县佐龙镇西北角，四
面环水、环境清幽，宛若世外桃源。 2023 年

以来，马宗村在镇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全面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庭院建设， 村庄
“颜值”整体提升。 其中，3 户村民办起了高
端民宿，15 户村民办起了农家乐， 每逢节
假日这里成了许多游客的“诗和远方。

位于岚皋县民主镇枣树村的 “客路故
乡”民宿集群，地处全胜寨旅游开发景区山
脚下， 是岚皋县通过改造农村闲置土木房
正在打造的特色产业集群。

10 月 2 日早上，笔者来到“红鑫山庄”
看到， 停车场内停满了小汽车。 后厨内，5
名厨娘配菜、切菜、炒菜忙得不可开交。

店主唐玲介绍， 自家山庄的生意自开
业后一直很好，基本天天满座。为迎接国庆
节的到来，店内已提前做足了准备，这几天
4 个包间已提前预订一空，来游全胜寨、进
村乡村游的一些散客只能安排到大厅就
餐。

见到 “外婆味道” 农家乐店主冉能艳
时， 她正系着围裙给游客做早餐。 洋芋片
片、油菜酸菜、小白菜、豆瓣酱炒肥肉，配大
铁锅煮的“然然的糊豆儿”。“这些蔬菜都是
自家园子种的，主打一个‘绿色健康’。 ”冉
能艳乐呵呵地说，“今年 3 月农家乐开业，
首月接待客人 50 桌， 以后几个月都是 30
多桌，节假日基本都是爆满状态，需要提前
预订。目前客人已通过电话预订，几个包间
已排到 10 月 6 日。 ”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我们对村庄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 对村民住房进行全面改造
提升。 ”10 月 2 日，民主镇枣树村“客路故
乡”专班负责人鲁贵军介绍，去年至今，全
村共有 88 户村民投入和美庭院建设，迄今
开业的农家乐 8 家、民宿 4 家，另有 10 多
户村民的民宿正在装修之中， 届时将形成
产业集群，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真
正实现农旅融合，让“颜值”变“产值”。

国国 庆庆 节节 ，， 岚 皋 农 家 乐“火 ” 了
通讯员 张天兵 李丽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先波）“终于得到回报了，今年烤烟价格也
不错，一年的辛苦值得……”面对笔者，旬阳市麻坪镇关垭村烟农
尹义忠一脸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 麻坪镇 2024 年种植优质烤烟 4000 亩， 科学管理到
位， 烟叶长势较好， 烟叶收购工作从 10 月 1 日开始到 11 月底结
束，今年同级烟价较去年相比增加近 10%，全镇烟农将喜获丰收。

为了实现烟叶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该镇主要领导每天亲
临收购一线现场，要求烟站规范烟叶收购秩序，杜绝坑农害农等不
利于公平收购的情况发生，避免“人情烟”“面子烟”的出现，做到基
本实现烟农、政府、企业三方满意。

在烟叶收购现场，烟站按照要求对收购制度、收购价格等内容
进行了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烟农的全面监督指导。

今年以来，麻坪镇坚持以服务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狠抓烤
烟生产各个环节的管理，做到程序上不欠账，技术上不让步，制定
了主要领导联片、班子成员联村（社区）、干部包组联户的“三联”烤
烟生产工作机制，把烤烟生产纳入干部综合考核之中，其工作优劣
与干部任用、待遇直接挂钩，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
性，形成了领导重视烤烟生产、干部关心烤烟生产、人人服务烤烟
生产的浓厚氛围。 在技术服务上，实行“零距离”服务烟农，从整地
盖膜、大田移载、施肥防病、打顶抹芽、采摘烘烤等各个环节，通过
召开现场会、发放技术资料、干部入田间地头一线指导等方式，加
大对烤烟生产的技术指导，并对烟农做好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
节的服务，确保烤烟丰产丰收。

麻坪镇：烤烟收购忙

“十一”假期，佐龙镇马宗村迎来了众多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近自然、感知乡
村，体验田园农耕乐趣。 张天兵 摄

移移栽栽种种植植

分分拣拣幼幼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