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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时节，走进岚皋县官元镇古家
村的百亩古梯田，片片金黄仿佛金色的
海洋。 流转这片土地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的正是岚皋县高级职业农民刘飞鹏。

2016 年 8 月，刘飞鹏组建了岚皋县
鑫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经

营富硒有机大米及其一体化种植 、生
产、加工及销售，并注册“西部皇田”品
牌商标。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秉承“服
务三农 ，合作共赢 ，信誉第一 ，诚信为
本”的经营理念，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以
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 实施标准化种

植，产出优质富硒有机大米。 通过土地
流转、劳务用工、订单收购、产品加工等
方式，带动农户 1000 余户 3000 余人稳
定增收，户均增收 1500 元以上。 通过集
约化的种植与管理，共建成水稻种植基
地 5000 余亩。 充分发挥了企业的示范
引领和产业的带动效应，让更多的农民
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家门口就业。 同时，
把富硒产业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结合
起来，助力乡村振兴。

富硒稻米产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
风顺，刚开始时也缺技术、缺信息、缺政
策，刘飞鹏就积极参加农业农村局组织
的各类教育培训，走出去学回来，对接
专家搞研发 ， 衔接政府部门找支持 。
2018 年 3 月，他一次性流转官元镇古家
村、 龙板营村的水田 500 余亩；2022 年
起，先后在孟石岭镇草坪、武学、柏杨林
等村实施旱改水，新建富硒稻米种植基
地 500 亩，逐渐将岚皋富硒稻米产业从
零散种植发展到统一化、规模化、标准
化模式，有效解决了品质不一、参差不
齐等问题。 同年，又成立了岚皋县西部
皇田粮油有限公司， 集产工贸于一体，
在推广成熟的种植技术的同时，不断扩
大产业规模， 通过 “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方式，辐射带动提高全县稻
米加工能力。 同年底，以公司产品为主

要代表的“岚皋大米”入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

历年来，刘飞鹏及其公司先后荣获
全国“斗米大赛”金米奖、安康市农业产
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全市先进种粮
大户、致富带头人、优秀企业家、优秀高
素质农民、 岚皋县科技人才等多项殊
荣。 2023 年，西部皇田粮油基地被安康
市农业农村局认定为市级农民田间学
校，承接高素质农民培育、农耕文化研
学活动 10 余场 ， 共 2000 余人参观学
习，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高素质农民的使
命担当。

“今年又在汉中市镇巴县集中流转
土地 1000 亩，开展水稻示范种植，持续
提升产业集约化经营能力，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 通过良种、良田、良技、
良机、良策‘五良融合’，综合提升已建
成的 6000 余亩粮油种植基地，落实‘藏
粮于地’。 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优化加
工技术，延伸服务体系，提升富硒大米
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全力
做大做强‘岚皋大米’富硒稻米金字招
牌。 ”刘飞鹏信心满满地说。

在旬阳市小河镇阳坡河村，有一名
“特殊”的烟农，他虽然不会说话，语言
障碍，却凭借种植烟叶走上了致富路。

蔡家成，1982 年人， 因为一次高烧
疾病造成失语音哑，聋哑一级残疾。 从
懂事时候起，他自己就成了别人眼里异
样，过早地体会到了命运的不公，但同
时也磨炼了他不服输的个性。

成年后， 蔡家成想过外出打工，靠
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 但是，社会上一
些人对残疾人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没能
走出大山。 考虑到蔡家成残疾，一直以
来父母带着他生活在一起，全家“两老
一残”仅仅靠着种植几亩薄地勉强维持
生计。

随着父母年龄增大，他们一家人的
家庭境况越发拮据困难。 家里种植几亩
庄稼粮食，收成十分有限。 在扶贫帮扶
中，村里建议他尝试烟叶种植，但蔡家
成的父母心里打起了鼓，他们老两口 70
多了，仅靠一个聋哑人能行吗？

2021 年旬阳市烟草分公司驻阳坡
河村驻村工作队看到蔡家成除不会说
话外，智能、体力劳动很正常，包帮领导

入户看到这个情况，叮嘱派驻的驻村第
一书记肖邦军：“在这里驻村要发挥我
们烟草公司发展烤烟种植的行业优势，
能不能鼓励蔡家成发展烤烟，解决他们
的收入问题。 ”

“让他试种吧，给予政策支持，派专人
帮扶指导，种好了，只要能赚个打工钱就
好。”在与蔡家成父母和本人的沟通后，驻
村第一书记肖邦军与村党支部书记便商
议决定。 同年冬天，帮助协调 10 亩土地，
发展烤烟生产。

烤烟种植是个劳动强度大， 技术性
强的产业，肩挑背扛的高强度劳动，蔡家
成不怕吃苦，但对一个不能正常交流的人
来说，种植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学习很是困
难，作为主要帮扶人的肖邦军回想起开始
种烟时情景，看到了蔡家成克服了很多障
碍：“从冬耕烟地整理、施肥、移栽、烘烤、
分级，每个生产环节我都亲自上门手把手
教。种烟最难掌握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是采
收烘烤，特别在烤烟入炉时的升温和稳温
环节，掌控烤烟变黄、定色、干筋三个阶段
中的温湿度是非常难的，他自己有时候也
急的叽叽哇哇用手势不停地比划，通过用

现场演示操作，不同变色的烟叶用拨动时
钟指针来对应，手指向上表示升温，然后
将时针拔几格，手掌平移表示稳温，然后
将时针拔几格，来代表控温持续的时间。”
交流的多了，蔡家成越来越默契，并且掌
握了技术。 为了精准控温，每期入炉开烤
蔡家成便睡在烤房边，一夜三五次起来查
看，只为能精准控制好烤炉的温度。

没有言语沟通，仅靠表情、手势，但
勤能补拙。 种烤烟是苦差事，蔡家成很
执着、很牛劲，从种烟苗、除草、施肥、烤
烟各个环节，他起早贪黑地做，用心细
致地学， 年迈的父母也只能作个辅助。
蔡家诚的父亲说，孩子尽管残疾，但他
不等不靠，很有好胜心。2022 年，蔡家成
种植烤烟 10 亩，减去所有开支，当年净
收入 3 万余元，看到用汗水换来的黄灿
灿的烟叶在烟站卖出红灿灿的票子，一
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他的高兴化作成
更为丰富的表情。

经过三年的连续种植烤烟，如今的
蔡家成从施肥、栽培、烘烤，已经是本村
有名的 “烟行家”，2024 年种植烤烟 18
亩，烘烤烟叶 6000 斤，收入 8 万余元。

在驻村的日子里，第一书记肖邦军
对这位特殊烟农， 倾注了一份特殊关
注。 通过政策倾斜、技术扶持、人情关
怀，在与蔡家成交流时间久了，驻村工
作队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手语，加上眼神
和表情交流， 帮扶的沟通几乎不成问
题。 “他卖了钱，无论多晚都要见到我，
都要不停地比划。 在那些比划中，我看
到了蔡家成的自信和成就。 这也更坚定
了蔡家成后期的种烟积极性。 前两天驻
村工作队上门了解烟叶交售情况，蔡家
成跑到我面前，给我比划要赶紧收拾烟
茬、进行冬翻，要赶到下雪前把明年的
烟地翻完。 ”肖帮军既感慨又欣慰地为
他高兴。

现在在阳坡河村， 提起蔡家成，没
有人不竖起大拇指，一个因病被夺去健
全人生的不幸人， 一个身体有残缺、听
不见声音的残疾人， 他生活的世界很
小。 但他勤劳实干，兴业致富，让自己的
世界又变得很大。 迎着冬日的朝阳，蔡
家成又笑容满面地出发了，收拾残膜挖
烟茬，早早地进行冬耕，计划着来年的
生产。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珊） 今年以
来，紫阳县洞河镇以营商环境突破年
建设为抓手，始终坚持优环境、强保
障、解难题，真心真情做好助企纾困
工作，为企业健康成长、镇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原生动能。

在招商方式上求突破。 采取“党
建引领 乡贤参与”的方式，强化与乡
贤之间的沟通和情感联系，坚持把推
深做实乡贤平台建设与营商环境提
升工作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不断探
索深化“乡贤+”工作机制，实施 “乡
贤+服务”“乡贤+治理”“乡贤+发展”
三大工程，在招商引资、强村富民、乡
风文明、公益慈善等领域充分发挥乡
贤独特优势， 广泛凝聚乡贤之智，全
面借助乡贤之力，引导乡贤当好回乡
创业的“领路人”、招商引资的“牵线
人”和洞河形象的“代言人”，协力画
好了洞河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同
心圆”。 镇主要领导带领招商小分队
赴省内外开展招商活动 12 次， 引进
项目 30 余个， 先后策划归雁经济系
列主题活动、 乡贤代表恳谈会等 10
余次。

在服务保障上求突破。建立常态
化联系沟通及包抓机制，及时准确掌
握企业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每季度
召开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恳谈会，联
企领导每月紧扣 “一片叶子 三个篮
子”领域的龙头企业进行走访，倾听
困难问题，解读惠企政策，鼓励抓住
“五上”企业培育等机会，发挥自身优
势赢得更好发展。 强化服务助企纾
困，建立问题诉求台账，搭建“收集、
办理、反馈、问效”闭环管理机制，“一
企一策”高效推动问题解决，进一步
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动力。将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日常执法监督的重要内
容，对涉企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及时
核查，以严肃执纪问责为营商环境保

驾护航。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不
断提升干部作风和能力素质，着力解
决镇村干部工作推进不力、服务推诿
扯皮等乱象，以清廉务实作风提供精
准服务，助力企业高质发展。

在要素保障上求突破。聚焦短板
弱项和关键环节，扎实践行“一线工
作法”，围绕保障企业发展要素，聚力
破解企业瓶颈难题，牵头召开银企座
谈会、人才招聘会等，帮助解决产业
转型、人才招引、资金项目等需求，促
进重点项目早落地、快建设、速见效。
在洞河镇二台子社区设立 “两代一
委”联络点，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
方式， 鼓励代表走进社区工厂与工
人、企业家交流沟通，积极建言献策
为企业发声。在茶季、果蔬采摘季，组
织招聘会 20 余场， 吸纳电商等人才
为企业发展赋能增效。盘活闲置校舍
及低效土地资源，在前河村建设牛羊
肉深加工企业，既实现土地集约化使
用，又延伸了产业链，以健全高效的
要素保障，提升了项目承载力，为镇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环境面貌上求突破。 把加快完
善基础设施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抓手，紧盯重点项目及企业，落实包抓
服务机制，协助企业完善电力、道路等
基础设施， 不断提高企业综合承载能
力。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实践，
镇村主动介入，利用民生实事征集、镇
村干部会议及日常入户走访等方式，
收集民众呼声较高且急需完善的设施
建设， 镇政府上会确定汇总后及时纳
入镇级项目库， 积极争取资金推动项
目实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
实开展“拆、清、除、建”工作，通过“三
个三”机制，任务到村到人，在镇内构
建出了“点上出彩、线上出品、面上出
景”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环境体系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全面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 文/图）近日，汉阴
县城关镇中堰村民兵产业园异常热闹，一群身
着迷彩服的基干民兵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
展大棚蔬菜种植、特色林果管护，以实际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最近气温比较低， 棚内的温度和湿度刚

刚调试好，大家抓紧时间把菜苗种下去，确保
我们民兵产业园的蔬菜在春节期间抢 ‘鲜’上
市。 ”中堰村 8 号智慧果蔬大棚内，汉阴县城关
镇党委书记、民兵政治营教导员张世洲一边移
栽菜苗，一边和民兵交流。

黄桃种植园内，30 余名民兵分工明确，有
的清理果园杂草、有的搬运肥料、有的修
剪枝条，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大家井然
有序地在果园里忙碌，虽然天气寒冷，但
民兵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努力“奋战”，果园被清理得干净
整洁，焕然一新。

“今天组织的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
义，民兵是民又是兵，既有保家卫国的使
命， 又有为家乡经济建设发展做贡献的
义务。”参加大棚蔬菜种植的民兵刘才宽
说，“每次接到民兵训练、应急出动、农业
生产等通知时，我都会参加。 ”

不脱离生产，不脱离本职岗位。是汉
阴县城关镇建设高素质民兵队伍的主基
调， 中堰村民兵产业园是该镇在新时期
不断探索， 全力打造军民融合现代农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亮点， 该产业园
按照“集体扶持、民兵领办、带股分红”模
式，将民兵牢牢嵌在产业链上，不仅让民

兵在抢险救灾、 综治维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当先锋、做表率。

智慧果蔬大棚产业负责人刘少涛是中堰
村民兵产业排二班班长 ，通过现代农业技术
培训成了民兵队伍的 “新农人 ”，大棚配备了
先进智能的水肥一体化 、智能通风 、土壤监
测、远程问诊 、雾化设备 、太阳能杀虫灯等智
能设施设备 , 用智慧农业的科技手段推动了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 大棚以种植七彩圣女果
为主 ,辅以无土栽培 、气雾培 、水培 、基质培
等 ,进行错位发展 ,实现一年四季有圣女果 ,季
季蔬果各不同。

据了解，近年来，中堰村民兵产业园通过
辖区民兵队伍持续发力，依托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和观光休闲有机结合，借助田园景观、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和农村自然环境，高质量建设集
观赏、采摘、品尝、休闲、科普、劳作、体验于一
体的农旅融合示范园，园区占地规模达到 1000
余亩，建成蜂糖李种植区 70 亩、富硒黄桃种植
区 200 亩、荷虾菜养观赏区 40 亩、富硒蔬菜种
植区 100 亩， 并完成了 17 个现代化智慧果蔬
大棚。 园区以“生态、绿色、健康、文化、休闲”为
发展定位， 带动务工就业 80 余人， 人均增收
1600 余元 ，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300
万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少猛 严桢）
近年来，石泉县始终把“三农”工作放
在重中之重，以深化改革创新为突破
口，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探索深化
农业农村改革创新路径，加快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守住耕地这
个“命根子”。 全面推行“田长制”，坚
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 防止 “非粮
化”，通过整治土地细碎化，整合利用
2600 余亩小田变大田， 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 6.19 万亩，整治撂荒地 800
余亩， 切实扛牢粮食安全主体责任。
今年， 全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 24.18
万亩，预计产量 6.28 万吨，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 其中完成玉米 9.38 万亩、
水稻 3.98 万亩、豆类 2.58 万亩、秋季
油菜育苗 7.24 万亩……一串串数字
的背后，是该县对耕地红线和粮食安
全的执着坚守。

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壮大集体经
济“硬实力”。 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
革”，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庭院经济、
联农带农经济，深入推行“支部联建、
产业联盟、资源联享”模式，积极开展
集体经济“消薄培强”攻坚行动和农
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
通过强化“三资平台”管理、加强带头
人培训、用活政策激励等措施，引导
各村自主发展产业、盘活资源、村企
合作、发展乡村旅游，将 2.8 万余农
户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 目前，全县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 其中 50 万元以上的村达
15 个，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聚焦特色产业升级，打造乡村振
兴“新引擎”。坚持以富硒食品预制菜
首位产业为引领，持续壮大桑畜菜等

主导产业，通过扩大种养规模、培育
新品种、 建设预制菜基地等措施，推
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全国农村综
合性改革试点县为统揽，突出蚕桑传
统优势产业， 在池河镇开展项目试
点，启动建设蚕桑工坊项目，推进蚕
桑产业链改造提升、 数字化赋能、蚕
桑品种选育及核心技术攻关研究“齐
步走”。 全年稳定桑园面积 7.6 万亩、
养蚕发种 8.4 万张 、 蚕桑产值增加
1000 余万元 ， 完成蔬菜种植面积
8.52 万亩，猪、牛、羊、家禽饲养量分
别达 10.9 万头 、3.66 万头 、6.52 万
只、125.3 万羽，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2500 亩。 蚕桑标准生产技术集成创
新与推广工作获得陕西省农业技术
推广成果二等奖。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绘就乡村振
兴“新画卷”。 严格落实“15345”防返
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健全完善网格
化监测体系，采取“线下”网格排查、
“线上”预警监测手段，织密防返贫监
测和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抓
手，扎实推进 6 个省级“千万工程”示
范和 19 个市县重点村创建， 安排资
金 780 万元科学编制， 涉及 91 个村
的 39 个 “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
划， 集中财力抓好县镇村三级联创，
示范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紧扣“清拆
建绿管”， 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持续深入推进农村厕所、污水、
垃圾“三大革命”，全年完成改厕 554
户，新改建户用卫生厕所 6566 户、普
及率 93%， 配套建设乡村旅游公厕
57 个， 建成村级污水处理站 46 处、
区域性垃圾填埋场 4 个，实现城乡人
居环境一体化整体提升。

“无声烟农”靠勤劳撑起一片天
通讯员 许明成 肖邦军

石泉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洞河镇“四个突破”
助力营商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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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米袋子 传承稻文化
通讯员 段明珠 吴晓

冬季， 汉滨区张滩镇兰沟村的柑橘园迎来了丰收，100 余亩柑橘林中，饱
满圆润的柑橘宛如盏盏红彤彤的灯笼点缀枝头， 与山坡上错落有致的民居住
宅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田园丰收画卷。

赵华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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