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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旬阳市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使原本
鲜为人知的小拐枣，做成了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生态创优”为一体的
大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让绿
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走进关口镇大庙村，农户家的房前屋后均被密密麻麻的拐枣树装点
得别有一番风味，构成了丰收季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村民们纷纷投身
于拐枣园中，一片繁忙景象：有的村民攀上枝头，手脚并用轻轻摇晃树枝
以采集拐枣，有的则细心地弯腰捡拾散落在地的果实。 这些形态独特、
成簇成串的拐枣，曾助力超过 13000 户村民成功致富。而今，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持续推进下，拐枣更是直接成了当地农民增收的致富果。

大庙村是旬阳拐枣种植的千亩村，历经一个多月的采摘、收购，新鲜
的果实已经走出大山，拐枣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这两天农户们正抢
抓农时，赶在寒冬之前，对拐枣树进行管护，确保顺利越冬。

“拐枣产业比较长效稳产，栽下后多年生长，拐枣林可以种植黄姜等
多种药材。 我栽有 5 亩拐枣，每年一亩地有 1000 多元收入，树一年一年
长大结的拐枣越来越多，收入也逐渐在增长，我们这个组几乎家家户户
种拐枣。 目前，我们正在做好冬季拐枣树刷白、防虫、施肥等管护工作，
期待来年有个好收成，增加更多收入。 ”大庙村村民胡昌胜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 关口镇已种植拐枣 2.6 万亩， 种植农户 4500 余
户，年产值可达 3000 余万元，而这只是旬阳发展拐枣产业的一个缩影。

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和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重点区域，旬阳种植
拐枣，实现了在退耕还林、生态立县的同时，兼顾老百姓稳定增收。

关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邓茂林介绍说：“由于这里山地条件
比较差，发展其他产业相对不容易，近年来主要是利用政策，大力发展拐
枣产业。这项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它有生
态效益，能保持水土流失，涵养水源。 目前农户在门前屋后，田间地坎上
都种植上了拐枣，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如今，拐枣作为旬阳美丽的生态名片和特色产业，成了最重要的林
业经济作物之一，全市种植面积超 40 万亩，建成万亩镇 21 个、千亩村
30 个，拐枣总产量占全国的 80%。 在逐步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旬阳通
过引导企业开展院企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等形式，精
心培育拐枣产业。 目前，该市培育拐枣加工企业 9 家，生产拐枣酒、拐枣
醋、拐枣饮料和保肝护肝类产品 20 余种，综合产值超 3.4 亿元，带动了
8.5 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
科学经营、持续利用的原则，适应生态建设和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优化资
源配置，加快形成以森林资源培育为基础、以精深加工为带动、以科技进
步为支撑的林业产业发展新格局，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活力。”旬阳市拐枣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陶荣说。

“今年第一年试种，4 盆魔芋居然能
挖出 14 斤鲜魔芋，目前来看产量还是出
乎意料，效果可以！ ”

“散栽魔芋升级为盆栽魔芋。 产量可
观、省工省力，设施魔芋有魔力。 ”12 月
23 日， 汉滨区早阳镇大沟河村种植户张
宁和父亲张存忠随机从发展的盆栽魔芋
中挖出 4 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冬至前后，正是魔芋采收时节。 张宁
的“盆栽魔芋”也迎来了采收期。 10 多年
前，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存忠就
开始经营传统魔芋， 然而由于魔芋易发
软腐病和白绢病， 成为发展中面临的最
大困难，这也让他对魔芋“又爱又恨”。

“庄稼人靠土地吃饭，禁不起这样的
风浪。 只要一株得病，就会像癌细胞一样
迅速扩散到一大片。 ”回想起前些年种植
的情形，张存忠心有余悸。

实践出真知。 去年盆栽魔芋在汉滨

区早阳镇进行推广， 敢于实践的张宁和
成熟稳重的张存忠一拍即合， 决定进行
小规模的试种， 成为早阳镇大沟河村试
栽盆栽魔芋的第一人。

为了全方位了解盆栽魔芋， 父子俩
对盆栽魔芋考察后发现， 盆栽魔芋哪一
盆如果有了病害直接移走就可以了，摆
脱了对耕地的依赖， 这是传统种植无法
比拟的优势。

“盆栽有效隔离病害、 种植简单便
捷、采收省时省工。 ”头脑灵活的张宁对
盆栽魔芋充满信心。 作为一名 90 后退役
军人，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他立即成立
了安康硒源金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启创业之路。

为了让盆栽魔芋落地大沟河村，早
阳镇积极对接，邀请市区魔芋专家对合
作社进行一对一帮扶。 与此同时，汉滨
区农业农村局也在早阳镇开展魔芋品

种栽培 、软腐病不同药剂防治 、基质材
料配方、有机肥与化肥不同配比等试验
研究，也为张宁破解种植技术难题提供
便捷。

“先试种 3000 盆！ ”想到房前屋后
栽植盆栽魔芋不仅方便浇水施肥，还能
绿化美化环境，张宁把目光投向了自家
的庭院。 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一盆盆魔
芋长势喜人 、笔直 “如林 ”，小庭院一派
郁郁葱葱、井然有序，引来乡亲们的“围
观”。

“今年立秋后的持续高温干旱天气，
给农作物的生长带来严重影响。 从今天
的产量来看， 房前屋后的盆栽魔芋受到
影响不太大。 ”走到山腰的一处农房前，
张宁又挖出几盆魔芋后， 心里的石头落
了地。

说话间，早阳镇产业办主任胡高保、
包村干部和有发展魔芋产业意愿的农户

也来到采收现场。 看到挖出的魔芋，一场
产业现场经验交流会进行着。

“盆栽魔芋突破了规模化发展的难
题，为庭院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
益。 ”胡高保说，今后还要持续鼓励和支持
村民发展以盆栽魔芋为主的庭院经济，让
普通农家院变成致富增收园。

“种植还是简单， 房前屋后都可以
栽。 ”

“种上几盆一年也够自己吃， 这个
好。 ”

“现在种子、技术和销售问题都解决
了，发展也就没顾虑了。 ”……

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这座小山村里，
村里每天都发生着变化。 张宁相信，设施
魔芋的推广任重道远，只要努力奔跑，就
一定能跑出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和更多
群众一起跑出更加幸福甜蜜的日子。

本报讯（通讯员 邵欢 胡佳恒）近年
来， 岚皋县充分发挥外贸政策的引导作
用，深挖企业潜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
服务保障，持续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拓
展国际贸易新市场、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助力岚皋企业走出国门，努力推动外
贸出口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公司作为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凭借其出色的产
品实力和创新的市场策略， 魔芋产品不
仅畅销国内多个省市， 更是在国际市场
上广受青睐， 已成为该县出口贸易经济
的重要引领者。

“我们公司的魔芋系列产品很受市

场欢迎，从 2019 年开始，先后出口到韩
国、泰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部分欧美国
家，今年出口额达到 6000 万元。 ”据岚皋
县烛山食业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刘世兵
介绍，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以魔
芋食品为主导、休闲风味食品为配套，集
食品研发、深加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现已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

今年， 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公司积
极应对市场挑战，对产品进行深度细分，
在巩固好传统优势产品的同时， 根据市
场需求推出了魔芋口香糖、 魔芋米等适
销对路的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线，
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同时，该公司还依托

电商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壮大品牌影响力。 今
年 4 月底，该公司就已经完成 4000 多万
元的销售额， 其中出口贸易额达到 2600
万元以上， 预计全年销售额将超过 8000
万元， 出口贸易额将达到 5000 万元以
上。

走进岚皋隆瑞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各种设备，从鞋
底的切割、鞋面的缝制到成品的组装，每
一个环节都井然有序。

“我们于今年 3 月入驻蔺河工业园
区，5 月份正式投产，到 11 月底已出口到
德国等欧美国家 75 万双鞋子， 产值达
2200 万元。 ”据公司经理陈含介绍，该公

司的产品以轻便、舒适、百搭、质量好著
称，深受德国等国际市场青睐，已与国外
数家品牌企业达成长期合作， 发展势头
良好。

近年来， 岚皋县大力鼓励企业参加
境内外展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扩大进
出口规模， 协调解决企业在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通关服务、出口退（免）税、融资
信保等方面问题， 全力支持企业开展外
贸业务，引导激励企业增强信心、开拓市
场，挖掘潜力，推动全县外贸出口经济稳
增提质。 截至目前，岚皋县已有 26 家企
业具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 今年 1 至 11
月，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1.3 亿元人
民币。

选品、采买、打包、邮寄……近日，一场“情系学子，特产寄情”活动
刷爆了白河人的朋友圈。 一个个满载“白河味道”的包裹跨越万水千山
的阻隔，成功抵达全国各地，为在外求学的白河学子送去了来自家乡的
温暖。

当学子们满怀期待地取件、签收、拆封，映入眼帘的皆是魂牵梦萦
的家乡风味：从小吃到大的木瓜果脯、魔芋干，陪伴着成长岁月的腊肉
干，下饭的花椒酱等。礼物虽小，但皆是对醇厚浓烈乡愁的慰藉，让学子
们的心与故乡紧紧相连。

此次活动由白河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精心筹备， 挑选了白河魔芋
干、木瓜果脯、花椒酱、腊肉干等一系列颇具白河地方特色的产品，以在
“白河文旅”抖音号留言抽奖的方式，将这些特产邮寄给在外的学子们。
白河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程玉春表示，这些特产是白河的名片，它
们宛如情感的纽带，传递着家乡的温暖与牵挂。

白河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区， 始终坚守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旅游与绿色产业发展。如今的白河，
山川愈发葱郁，碧水更加澄澈，经济发展亦蒸蒸日上。 该县文化和旅游
广电局深刻认识到年轻一代在传承与弘扬家乡文化中的关键作用，故
而通过邮寄特产这一贴心方式， 将白河的独特风情送抵全国各地高校
校园。

“在千里之外的异乡能收到来自家乡的特产， 心中满是温暖与感
动，非常感谢白河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的关怀。 ”远在吉林外国语大学
读研究生的学子李盼在收到特产后，开心地给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在此次活动中，共寄出白河地方特色产品 300 余份，这些特产早已
超越了美食的范畴，化身成为家乡文化与深情厚谊的生动象征，蕴含着
无尽的牵挂与殷切的期许。

眼下正值冬季土豆种植的关键时期，连日来，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
积极组织农户和合作社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开展冬季土豆播种工作，一
幅充满希望的“冬耕图”在田间地头徐徐展开。

走进五爱村 2 组，只见农户们来回穿梭在平整好的土地上，下种、
盖土、覆膜，干得热火朝天。从空中俯瞰，一垄垄覆好的地膜像是给大地
穿上了洁白的“外衣”，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点点银光，俨然一幅独特的
乡村风景画。

“我们村的土质、水源、气候非常适合土豆种植。 去年，村‘两委’带
领村民选育了沃土 5 号优质高产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通过精心管护，土
豆收获颇丰。有了前期的经验支撑，集中发展土豆种植得到了更多村民
的支持。 ”五爱村党支部书记唐继明拿着萌芽良好的土豆种,一边指导
农户种植,一边笑呵呵地介绍道。

据了解， 冬季土豆种植是五爱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进一步提高
土地利用的重要举措，今年五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了 50 亩土
豆，亩产 5000 斤左右，产值达到了 20 余万元。 同时，为解决销售问题，
五爱村与安康惠康源实业有限公司达成了购销意向， 以订单模式进行
合作，合力打通销售新渠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家门口就能找点事
情做 ,每天 100 块钱，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 ,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啦! ”48 岁的廖亚丽开心地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 近年来，池河镇充分利用当地土地资源
优势，通过强化大户带动、农技指导、农机补贴等措施，不断扩大全镇土
豆冬种面积，持续提高土豆产量和质量，让土地和农户不再有“农闲”，
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罗发军）连日来，平利县工商联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相关要求， 在县工作专班的统一安排
部署下，积极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通过精心制定工作方案和任
务清单，广泛深入基层商会、直属各协会及广大会员企业，宣讲政策要
求、申报标准和工作流程，全面摸排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协调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截至目
前，已组织开展各类政策宣讲活动 5 场次，走访会员企业 106 户，组织
填写“申报清单”12 份。

定方案明任务，工作有计划进行。平利县工商联结合工作实际及时
制定了“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方案和工商联工作清单，明确由分管负
责人带队，以各镇商会、直属各协会和新发展的中小企业会员为重点，
坚持每周有安排，每天有进度，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全面摸排走访。

抓宣传重引导，走访全方位开展。 结合工作实际，采取线上线下两
种方法联动进行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企业会员群广泛宣传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的相关政策要求、工作步骤，推动企业
对各类优惠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根据
平时掌握情况和会员企业反馈动态，有针对性地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
政策宣讲会等形式，面对面开展需求征询和解疑答惑。

讲政策对标准， 清单精准度申报。 积极围绕会员企业资金周转诉
求， 广泛宣传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的相关政策背景和
申报流程，严格对照“合规持续经营、固定经营场所、真实融资需求、信
用状况良好、贷款用途依法合规”五项标准，认真组织有资金需求的会
员企业积极规范填写“申报清单”，及时上报县工作专班，确保符合条件
的会员企业能够尽快得到融资授信。

白河特产寄乡情
通讯员 董兴鑫

土豆冬种正当时
通讯员 刘丹

平利“千企万户大走访”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一盆盆魔芋提振丰收信心
通讯员 宋孝波 张彬 张婷雯

岚皋外贸出口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①①

③③②②

图片说明：�� ①① 村村民民抢抢抓抓节节令令进进行行管管护护。。 ②② 加加工工企企业业收收回回大大量量拐拐枣枣。。 ③③ 电电商商网网上上销销售售拐拐枣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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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月 26 日结束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期间， 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为我们盘点了“大国粮仓”米袋子。据介绍，
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粮食收购
工作组织协调，持续优化为农为企服务，多措并举畅通农民售粮渠道，
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预计今年粮食收购量将达到 8400 亿斤左右，连续
两年稳定在 8000 亿斤以上。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