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粮油油基基地地

沿着 316 国道走进白河县麻
虎镇十里社区一组，公路笔直宽阔，左侧农旅产
业园欣欣向荣、民居错落有致，右侧有一个精致
的观光亭，附近的居民在里面悠闲地聊着天。 透
过观景窗向外望去，汉江波光粼粼，秋水一碧万
顷。 而就在约一个月前，这个绝佳的江景观光亭
还只是一个废弃的渡口。

以前，汉江麻虎段两岸陕鄂交流全靠渡船，
境内有渡口 3 处，“五里”渡口就是其一。 随着跨
江大桥的修建和汉江生态保护的要求， 昔日的
渡口已停止使用，原来的渡船亭渐渐荒废，墙体
剥落脏乱不堪，墙上贴满小广告，屋顶被风雨侵
蚀，亭内被周围农户堆满杂物。

渡船亭的华丽“变身”得益于
当地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

坚”行动的开展。 在该镇
沿汉江片区 “三拆四

除”工作指引下，社
区结合实际，盘活
废弃资源， 将此
亭 纳 入 整 治 计
划。 “老渡船亭
的基础是比较
牢固的，合理修
缮 改 造 后 可 以
用于居民休闲 ，

也可为旁边产业
园 增 添 一 个 观 光

点。 ”社区支部书记刘
伟介绍道。 随着改造工

作的进行， 加盖了既美观又
防雨的顶棚，墙体粉饰一新，修建

了步行台阶，还增设了石质桌椅。 随着
亭子的改变， 不时吸引着附近居民前来休闲游
玩。 “有了这个亭子，散步累了可以歇歇，太阳好
时可以在这和邻居下下棋，聊聊天，感觉特别好。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自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来，麻虎镇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结合乡村建设、产业发展
等实际实地摸排，因地制宜制定规划。 除了”三
拆四除“外积极创新，有效利用废弃材料，合理
改造老旧设施，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达到既完成
改造也突出特色的效果。 目前该镇沿汉江片区
117 个整改点位已完成接近 80%，汉江边的小镇
将会逐渐刷新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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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陕山珍东莞专卖店正式开业运营，随着开业揭牌
仪式圆满落幕， 宁陕山珍也开启一段跨越 1600 余公里的旅
程。

走进崭新的宁陕山珍东莞专卖店， 充满宁陕特色文化元
素的装修设计和展柜吸引了不少当地顾客驻足。 展柜上陈列
的宁陕香菇、天麻、猪苓等均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另外板栗粥、江口点心、鲜食糯玉米等一系列产品均是来自绿
都宁陕的山珍佳品，顾客们纷纷拿起山珍产品，仔细了解山珍
的营养价值，品尝其独特的风味。

“我今天去朋友那里，刚好路过宁陕山珍馆，我平常爱吃
点心，所以看了这一款江口手工点心，是非遗传承，尝了一下，
觉得挺不错的，想买一些带回去给家人尝一下。 ”品尝了江口
点心后的顾客黄女士说。

据了解，“宁陕山珍”东莞专卖店位于东莞市南城区，馆内集
宁陕山珍系列农特产品展示、销售、体验、洽谈于一体，按照“统
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销售”原则，集中展示销售食用菌、蜂产
品、野生坚果等来自宁陕县 21 家企业、合作社的 130 余款“宁陕
山珍”系列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方式带动宁陕农
林产业发展，预计实现年销售额 200余万元。

宁陕县空气富氧、土壤富硒、山泉富锶，盛产天然有机绿
色健康食品，为扩大宁陕农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宁
陕启动了“宁陕山珍馆”建设项目，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合作共赢、群众受益”的方式，积极推动“一个中心、两条战线、
百家网点”的品牌营销体系建设。 截至目前，该县已在省内外
开设了 18 家“宁陕山珍馆”，广大外地消费者也能零距离感受
来自秦岭大山深处绿色有机、原生态的宁陕味道。

行走在平利县洛河镇境内， 一项项产业蓬勃
发展、一片片茶园连绵起伏、一户户农家小院错落
有致……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富民经济“硕果累
累”，处处呈现着喜人景象。

近年来， 洛河镇在产业发展上下真功、 求实
效，按照“适度集约、连片种植、大户培育、品牌塑
造”的整体产业发展思路，依托党建引领强、资源
禀赋好、集体经济优、大户园区多的优势，按照“政
府搭台、村委唱戏、集体获利、群众增收”的路子，
统筹规划部署， 指导各村确定贴合实际的产业发
展项目，通盘考虑，完善全镇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为产业兴旺搭好支柱、建好平台。 凭借丰富的自然
资源优势，以茶饮产业为主导，因地制宜融合发展
富硒粮油、中药材、魔芋、食用菌、养蜂、养鸡等特
色产业。

沿着黄洋河畔望去， 便是平利县洛河镇安坝
村富硒粮油生产基地， 农博种养殖合作社今年喜
获丰收，大米总产量高达 31 吨，畅销省内各地，年
产值 150 余万元。 每年水稻成熟时，合作社负责人
康万旦总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 引得朋友和游
客争相前来购买尝鲜。

“今年的稻子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养了半个月

田后，现在又种上了油菜籽，明年我计划购置一套
大米加工设备，实现大米脱粒一体化。 ”农博种养
殖合作社的负责人康万旦说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洛河镇遵循因地制
宜、 因村制宜的原则， 着眼低山丘陵一带发展茶
叶、油菜，平原坝子一带发展富硒水稻、玉米大豆，
高山林地一带发展精深加工中药材和林下经济，
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良性循环的发展新
格局。据悉，该镇 2024 年提质增效茶园 5000 余亩，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5000 余亩， 发展蜜蜂 5500 余
箱，新建一条大宗茶生产线。

而在连片的茶园里， 随处可见茶农管护茶园
的忙碌身影，整齐划一的茶树蓄势待发，为明年的
丰产铆足了劲儿。 由于陕西井泉茶业有限公司的
入驻和大宗茶采制的普及，洛河镇 2024 年茶产业
效益增长明显，弥补了以往茶产业链的缺口，形成
了“春茶+夏秋茶+大宗茶”的良好发展格局，最大
程度地发挥茶产业的经济效益。

曾经无人问津的“废叶”摇身一变成为“金叶
子”，夏秋茶俨然成了茶产业的“一颗新星”。 据悉，
洛河镇 2024 年修剪管护 5000 余亩茶园，用于大宗
茶专项生产，4 家本土企业引进大宗茶生产线，新

建 1500 平方米厂房， 增加智能化生产线 1 条，大
宗茶产量达 40 余吨，产值突破 100 万元，带动 300
余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 1000 元，有效增进茶农与
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
了根本支撑，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丰坝村“李家小苑”是洛河镇 2023 年谋划的农旅
一体化庭院代表， 凭借绿色生态的美味佳肴和独
具特色的农事体验，使其长红到了 2024 年。 通过
打造特色品牌， 洛河镇逐步探索农旅融合的产业
发展新模式，还深化“大户+农户”产业扶持模式，
着力延链增效，引进懂技术、会经营的乡土人才投
身产业发展，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农旅融合，
2024 年新升级发展农家乐 2 家，蓬勃发展的“庭院
经济”为壮大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洛河镇将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持续巩固区域
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经济效益显著的融合式
产业发展体系，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实‘米
袋子’‘菜篮子’。 ”洛河镇镇长张先耀说道。

近年来，汉滨区大竹园镇粮茶村优化支部联建、产业联
盟、资源共享，提升村党组织战斗力、驱动力、源动力，助力
“千万工程”，打造和美乡村，实现村党组织争先进位、引领
振兴。

粮茶村与大竹园社区、二联村、正义村、七堰社区、茶栈
村建立茶旅产业联盟临时党委，制定资源、需求、项目“三项
清单”，确定联建重点任务，建立共享机制，推动技术、资金、
服务等统筹利用、资源共享，形成抓党建促振兴。

粮茶村东旭茶庄作为产业联盟龙头企业， 与 5 个村党
支部联建，发展“陕茶一号”1000 余亩，建成 550 亩高标准
“陕茶一号”观光旅游体验茶园。 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分
红、农户利益分配机制，流转 120 户农户的 350 亩土地，带
动 200 户年均增收 5000 元，联建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益平
均达到 20 余万元，实现了农户增收、集体经济壮大、经营主
体发展多赢目标。 与此同时，粮茶村与区级帮扶部门共同
研究党建工作，联合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捐助困难学生等
活动，帮扶部门与被帮扶部门有效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各
项工作。

依托茶旅产业联盟党委，粮茶村坚持“以茶促增收、以
茶助振兴、以茶保生态”绿色发展理念，按照支部引领、龙
头带动、基地示范、农户参与的方式，在订单整合、定价磋
商、销售渠道、人才培育等方面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
业增产增效、产业链条完善、群众稳定增收。 积极联合大竹
园社区、正义村、二联村实施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共建“茶旅
融合”示范带，培育打造“十里茶园长廊”、仿古建筑生态茶

庄园、东旭茶庄、七堰社区陕南移民搬迁发源地等网红打卡
地，着力打造“搬迁文化、休闲农业、茶旅融合”三条精品旅
游路线，龙头湾茶语漫游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粮茶村以体验乡村茶旅文化为着力点，与多所学校建
立合作关系，设立校外劳动教育实践课堂，打造“茶叶科技
讲堂”等公益科普课程，创新乡村“变形记”夏令营等系列活
动，精心策划茶旅文化元素和符号，通过收徒传艺、擂台比
武等方式，加大茶叶制作技艺保护，延伸茶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

围绕“政府引导、企业经营、群众参与、共同收益”原则，
该村积极谋划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投资 340 万元实施
“千万工程”项目，提升改造污水管网 800 米，新建沿河观光
步道 850 米，拆违治乱 22 户，发展庭院经济 7 户。 坚持“扩
规模、抓龙头、强链条、创品牌”，举办春茶开园、富硒茶宴等
多场茶旅融合推荐活动，建立富硒茶产业链专家工作站，组
织经营主体、能人大户开展技能培训 10 余场次，将 200 余
名农民就地转化成茶叶种植、 加工产业技术工人， 多项绿
茶、红茶产品被纳入名特优新农产品，东旭茶庄入选陕西特
色魅力田园。

粮茶村将传统茶文化融入民宿集群、 农事体验等旅游
观光项目中，打造茶文化研学实践基地，形成传统农业向茶
旅融合发展的转变，全村茶叶产业年收入达 700 余万元，粮
茶村茶旅融合特色村建设成效显著，诠释了“三联”工作机
制赋能“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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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旅融合赋能“千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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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的山珍“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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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冬季林果产业管护的黄金时期，为切实抓好
综合管护工作，确保林果产业健康发展，汉阴县城关镇按照
“高标准、全覆盖”的要求，集中力量开展冬季林果产业管护
工作，为来年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农民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
础。

走进长窖村 350 亩蜂糖李产业园，随处可见农户忙碌的
身影，松土、除草、施肥、修枝、刷白……各项管护工作有序开
展。“我们长窖村蜂糖李产业管护工作已经全面启动，目前修
剪果树、清理杂草工作已经完成，施肥和冬灌也进行了一半，
争取一个星期完成所有工作。冬天，果树需要休眠，管理非常
重要，清理园子可以铲除果园内的病虫源，降低果树病虫害，
为果树施上有机肥，保证果树的冬季营养需求，让果树休息
好，明年就会有好收成。 ”长窖村产业发展指导员张健说道。

蜂糖李产业是汉阴县城关镇特色林果产业之一，目前，全
镇共有标准化蜂糖李产业示范园 3 处，超过 3000 余亩，依托
北山片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优势，形成了品种改良、果树

繁育、科普推广、技能培训、
林下养殖、 农旅融合为一体
的蜂糖李产业联盟，2024 年
实现 200 万元的收益， 带动
130 余户群众入园务工，户均
增收 2200 元。

立冬以来，气温逐渐下
降，位于三坪村五组的阳光
玫瑰葡萄产业园内也是一
派忙碌地管护场景，产业发
展指导员石洪宝带领果农
对葡萄藤枝进行修剪 、打
枝。 “冬剪的作用是塑造树
形， 保留足够的结果枝芽、
去掉多余的断枝和残枝，保
护好树的营养，确保来年的
挂果率。 ”石洪宝一边示范
操作，一边讲解修枝要领。

“现场看示范， 不仅学
到了实用技术，还纠正了以
往果树修剪过程中的不当
之处。 ”种植葡萄的果农们
纷纷表示，通过现场手把手

教学， 大家对冬季管护的一些关键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一
定按照标准要求科学管护， 争取葡萄产业来年实现大丰收，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为确保林果产业管护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汉阴县城关镇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协调 3 名林果专业技术人员到各村产业
园开展技术指导，通过“田间课堂”模式组织技术培训，帮助
果农在优化土壤结构、科学防冻、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上
提升管护水平，实现了管护一片、发挥成效一片的目标。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的“传经送宝”，提振了果农发展林果产业
的信心。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按照稳面积、提品质、增收益，持续
在特色林果产业发展上下功夫， 种植面积超过 1.2 万亩，葡
萄、黄桃、蜂糖李、樱桃、猕猴桃等林果产业已经成为该镇农
旅融合发展的一张名片，为推动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林果产业添绿生金
通讯员 张辉

林林果果管管护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