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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白河县中厂镇石梯社区百益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各种机械设
备的运转声不绝于耳，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模板安装、钢筋绑
扎、混凝土浇筑等作业，一幅万象更新的“春日建设图”正徐徐展开。

百益二期项目位于石梯社区木瓜工业园核心区域， 总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预计今年 8 月完工并投产使用，届时将建成 2600 平方米
的标准化厂房，同时搭载两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木瓜果汁、木瓜
白酒等特色产品，进一步延伸了木瓜产业价值链。

“该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目前正在建设厂房主体，项目建成后可
直接带动当地 50 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就业，年产值可达 4000 万元。 ”该
项目负责人王倩介绍道。

春节过后，中厂镇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深化“三个年”活
动，全力以赴谋项目、抓产业、强保障，多措并举助推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我们公司待遇好，只要肯干，都能赚到钱……”近日，中厂镇联合
县人社局举办的 2025 年“春风行动”在白河县高端家居服总部工厂拉
开帷幕。一辆辆招聘专车将来自各镇的 400 余名求职者接到工厂，求职
者们在招聘展台前咨询、 登记，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招聘企业岗位信息
表，现场十分火爆。白河县高端家居服总部工厂是一家集高端家居服饰
研发、生产、物流、仓储、商贸于一体的新社区工厂，项目总投资近亿元，
目前已建设 1.8 万余平方米的厂房。

“公司致力于打造花园式的现代化工厂，目前正全力安装调试智能
化设备，计划 7 月下旬正式开工生产，届时可吸纳 700 余人稳定就业。 ”
高端家居服总部工厂负责人施凯荣介绍。

中厂镇项目建设的热火朝天，是抢抓“一季度”工作的一个缩影。
“下一步，中厂镇将围绕木瓜主导产业、新型材料、农旅采摘等特色产
业，在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招链引群上持续发力，推动产业规模化、集
群化、品牌化发展。 同时，健全帮办代办服务机制，从项目审批、要素保
障及投产运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
厂力量。 ”中厂镇镇长王绍毅表示。

近日，宁陕县太山庙镇龙凤村迎来了中药材白
芨的种植热潮， 田间地头处处是村民们忙碌的身
影， 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耕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走进龙凤村的白芨种植基地， 村民们分工明
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种植工作。 有的挥
舞着锄头，熟练地翻土整地，将土地疏松成最适宜
白芨生长的状态；有的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将白
芨种苗放入挖好的土坑中，动作轻柔，生怕弄伤了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幼苗。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质朴的
笑容，尽管忙碌，但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着对未来
的憧憬和干劲。

白芨是被称作为“仙草”的中药材。 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和中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市场需求
持续攀升，经济价值颇高。 它不仅是一味良药，更是
龙凤村村民眼中的“致富草”。

“我在外面打工回来， 看到村上农村合作社种
植中药材，现在土地加入合作社，连工资租金下来，
每月能拿 4500 元，生活也越过越好。 ”龙凤村二组
村民王开祥高兴地说。

据了解，龙凤村地处秦岭腹地，气候温润，土壤
肥沃，非常适合白芨生长。

“我们龙凤村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积极探索出一条‘林+药’的绿色发展模式，大力发
展猪苓和白芨种植。 林地的自然环境为猪苓和白芨
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既保证了药材的品质，又实
现了林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县应急管理局派驻龙
凤村第一书记王坤介绍道。

近年来， 太山庙镇因地制宜， 将白芨种植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
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

“今年公司还将在本村建立中药材初级加工生产线一条，为周边群
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下一步公司继续稳扎稳打，扩大规模，在与群众
共同致富的同时，为县域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宁陕玉龙苑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袁知伟说。

宁陕玉龙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21 年的中药材种
植企业。 截至目前，种植林下猪苓 100 余亩，白芨 50 亩，每年在本村季
节性用工 2000 余人，发放工资 30 余万元，带动本村 40 余户群众增收。

太山庙镇以猪苓、白芨等中药材为主导，推动中药材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 2024 年，仅初验收的种植面积已达 260 余亩，带动 8 户种植大户
实现规模化经营，户均增收约 10 万元。

“今后，太山庙镇将继续支持种植大户申报相关奖补政策，同时通
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务工、收益分红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嵌入产业链，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迈进，让
中药材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太山
庙镇党委副书记刘峰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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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孔城村发展缓慢，多亏这几年
县招商服务中心倾尽全力帮扶，村子面貌
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
“往后的日子，我们更得携手奋进，把孔城
村建设得更加生机勃勃！”日前，一场聚焦
乡村发展、满载憧憬与希望的村级发展谋

划座谈会热烈举行。白河县双丰镇孔城村
代表与县招商服务中心全体干部齐聚一
堂，围绕孔城村未来发展蓝图，深入交流、
集思广益。

山遥水远情相系， 肝胆相照手足亲。
近年来，白河县招商服务中心与双丰镇孔

城村携手紧跟“三农”事业
发展大局， 坚持 “把小做
大”“把小做强”，持续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助 力 赋
能。

孔城村与县招商服务
中心党支部始终保持着紧
密的合作关系。 双方精心
建立起常态化的定期沟通
机制， 每季度都会联合开
展丰富多彩的党建联建活
动。 在活动中，党员干部齐
聚一堂， 毫无保留地分享
各自在工作中的 宝 贵 经
验， 共同剖析并探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在党
建引领的强大旗帜下 ，孔
城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带头成立了县级
农业示范园区， 成功建成
312.2 亩标准化核心茶园
基地。 白河县招商服务中
心党支部积极发挥资源优
势， 主动对接权威农业技
术专家， 为合作社提供全
方位、专业化的技术指导。
去年， 孔城村茶园迎来大
丰收， 茶叶产量相较以往
大幅提升 15%， 这一实实
在在的成果， 让村民们真

切地感受到了党建引领合作带来的巨大
红利。

在数字化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双丰
镇与白河县招商服务中心敏锐捕捉机遇，
积极拥抱互联网，大胆开辟云端发展新路
径。借助招商服务中心广阔的网络平台资

源，通过第一书记亲自上阵直播带货的创
新形式，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全方位、多角
度广泛宣传双丰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成功实现农产品
从田间到市场的高效转化。 一场直播带
货 ， 三秦君临茶销售额便能轻松达到
3000 元。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合作社的引
领示范作用，积极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开展
种植技术培训，去年累计举办 2 次，惠及
60 人次， 成功建成 200 亩高质量粮油示
范点。全年精心管护茶叶 1546 亩，养殖肉
牛 80 头、肉猪 2000 头、冷水鱼 5 万尾，特
色养殖项目规模持续壮大，带动农户持续
稳定增收， 年集体收益稳稳突破 20 万元
大关。

白河县招商服务中心充分发挥自身
的人才、资源、信息等优势，精心选派一批
优秀人才深入孔城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
员们带着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专业知识，全
身心投入到孔城村的产业规划、 技术指
导、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中。 他们定期挨
家挨户走访帮扶， 与村民们促膝长谈，深
入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和生活痛点，为村
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帮扶。 新的一
年，大家积极引进优质项目，为当地带来
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创造更多的就
业岗位，全力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双线并轨”的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信
息互通、互联牵线、人才赋能等关键举措，
成功实现了双方的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为双丰镇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
大动力。展望未来，在双方的齐心协力、共
同努力下，孔城村的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
宽广，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也必将在这片
土地上变为现实， 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
彩。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霖斐）“你村项目专项资金为何使用个人账户进
行保管？ ”近日，汉阴县纪委监委在开展“小切口”监督检查时，精准揪出
某村会计李某违规将公款存定期获取利息用于个人支出的问题。 经过
核查后对当事人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对该村支部书记实施提醒谈
话。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结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点多、线长、面广
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党委主导、政府主抓、部门主责、纪委主推工作机
制，深化问题线索双向移送、驻点包抓、约谈提醒等措施，持续压实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构建衔接顺畅、协作高效的监督格局。

另一方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强化“室组镇”
联合办案，在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线索分析研判、联合监督检
查、协作审查调查等工作中，纪检监察室加强对联系镇纪委及派驻纪检
监察组的联系指导，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

为充分发挥案件查办引领作用，该县纪委监委还结合查办的案件，
着重分析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通过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通报典型案例
强化警示教育等举措，以点带面纵深推进“一领域一治理”。

“我们将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行动，守
护好农村集体“三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该县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春山初醒，晨雾未散。2 月 21 日清晨，
镇坪县城关镇友谊村的山坳间，微耕机的
轰鸣声打破了农田的寂静。 五保户罗清寿
动作娴熟地调试着这台陪伴他两年的“铁
牛”。 远处，大巴山勾勒出黛色的轮廓；近
处，层层农田宛如大地的琴键，即将奏响
春耕的序曲。

“突突”的机鸣声中，铁犁划开板结的
黄土， 沉睡一冬的泥土翻涌出湿润的芬
芳。 仅仅 3 个小时，两亩坡地就披上了崭
新的“波纹绸”。 罗清寿蹲在田埂边，喃喃
自语：“搁 10 年前， 这活儿全家老小得忙
活一两天。 ”黝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轻
轻拍了拍沾满泥土的微耕机，感慨道：“多
亏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这家伙能顶三四
个壮劳力！ ”

田垄间，罗清寿从篮筐里捧出一把淡
黄色的土豆种，每个切块上都点缀着嫩绿
的芽点。 “这可是县农技站推荐的高产品
种，抗病能力强。 ”他兴奋地介绍着，“以前
咱们自己留种，种三年就退化了，现在换
上良种，亩产提高了不少呢！ ”

田埂上，驻村第一书记王俊带着县农
技专家匆匆赶来。 专家蹲下身，抓起一把
泥土捻了捻，说道：“土豆播种密度一般每
亩播 3000—3200 株， 播种深度 9—12 厘
米为宜。 咱们高山土地肥力充足，再加上
农家肥，就更养地了。 ”

“打窝子要深浅适中……” 罗清寿弓
着腰，锄头稳稳地扎进土里。 每个土窝里，
点上两粒土豆种，再撒上一把发酵好的猪

粪肥，最后覆上细土。
“从前总觉得化肥劲儿大， 现在才知

道农家肥养地。 ”罗清寿抓起一把混合着
苞谷秆碎末的有机肥，“这几年村里积极
宣传秸秆还田，村里再没人烧荒了，山上
的天都比往年蓝。 ”

山风拂过农田 ， 送来泥土苏醒的气
息。 罗清寿的记忆回到了 50 年前：父亲弓
腰扶犁，黄牛喘着粗气，木犁在贫瘠的土
地上划出浅沟，种出的土豆仅够勉强充饥
…… “现在政府每亩田种粮都有补贴，农
技员还手把手教技术， 咱们的土豆都成
‘金疙瘩’了。 ”

傍晚时分，2 亩地已覆上整齐的“土被
子”，剩下的 3 亩地留待明日再种。 罗清寿
拧开保温杯，氤氲的茶香中，去年的丰收
场景浮现眼前：土豆被装运上车，沿着新
修的产业路运往四面八方。 中大土豆直接
供应安康、西安等地的商超集市，个头小
的土豆成了大街小巷里备受欢迎的油炸
土豆、洋芋粑粑的原料。

暮色渐浓，微耕机的油箱见了底。 罗
清寿掏出家里的记账本：农机购置补贴省
下 800 元，去年的粮油种植补贴 1548 元，
去年土豆进账上万元……数字背后，是农
业产业蓬勃发展的春潮和深耕农田的致
富密码。 山脚下，整修后的高标准农田层
层叠叠；半山腰，农旅融合示范园已尽现
轮廓， 巴山硒院民宿集群亮起了点点灯
光， 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
开。

项目建设热力足
通讯员 高德磊

汉阴强化“三资”监管
守好村集体经济家底

罗罗清清寿寿正正在在使使用用微微耕耕机机犁犁田田

技术人员指导茶园管护和采摘技术

心 手 相 牵 奔 富 路
通讯员 李静

春节过后，气温回升，又拉开了一年春耕备耕的大
幕。在岚皋县广大农村，土豆播种也迎来了最佳的黄金
时节， 田间地头处处可见明媚春光下村民播种土豆的
身影，呈现出一幅人勤春早的农忙画卷。

2 月 18 日， 走进民主镇先进村，67 岁 6 组村民邱
达胜正和弟媳一起在地里播种土豆，两人配合默契，动
作娴熟，挖窝、播种、淋粪、覆土，很快就完成了一块地
里的土豆种植。

“最近天气不错，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到地里
干活浑身舒服。”邱达胜介绍，这段时间全村有 40 多户
村民都在种土豆， 他家有 2 亩多地， 由于山区地块分
散，从 2 月 14 日开始，已连续播种土豆 4 天了，再干两
天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在海拔过千米的马安村， 村民抢抓农时播种土豆
的场景同样热火朝天。

“我们村种植的土豆基本都是当地的老品种，虽然
看着并不起眼，但这种高山土豆口感品质极佳，吃到嘴
里细腻，糯甜喷香，每到采收季节，土豆都会被县上的
电商和小贩上门抢着收购， 是网上销售炙手可热的香
饽饽。 ”马安村党支部书记陈建斌介绍，全村有 200 多
户种植高山黄心土豆，共计 400 亩，年前许多农户利用
家中劳力返乡的时机，已提前完成了播种任务。

陈建斌家有 4 亩山坡地， 当天他雇请村中的 8 位
村民帮工干活，一天就让 500 斤土豆种子全部下了地。

行走在佐龙镇朝阳村， 一路看到田间地头村民三
五成群整地起垄，挖窝播种土豆，一垄垄覆盖好地膜的
地块成排成行，白茫茫一片，构成乡间一道独特靓丽的
风景。

“我家今年种了 6 亩地膜土豆，6 月就能上市，亩
产约为 5000 到 6000 斤，土豆上市通过村里直接与镇上的企业对接，实行订
单销售，根本不愁卖。 ”停下手中的活路，村民庞西平笑呵呵地说。

据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安琼介绍，在佐龙镇，像庞西平一样种
植土豆的还有很多农户，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和党员干部深入
田间地头为种植户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目前全镇土豆种植 6000 余亩，预计
产值 200 多万元，每户增收 2000 余元。

土豆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用途广泛。 笔者从岚皋县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该县立足资源禀赋，结合市场需求，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在全县继续推行“稳粮扩豆”工作，在确保 1.45 万亩水稻、8.1
万亩玉米种植的基础上，土豆种植面积扩大至 8.9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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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邱达达胜胜和和弟弟媳媳正正在在种种土土豆豆

村村民民栽栽种种白白芨芨

狠抓主粮生产 力促农民致富

乐 播 “ 增 收 豆 ”
通讯员 张静

编者按：
2015 年，土豆（马铃薯）被我国确定为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作物。 近年来，我市依托山地资源，加大对土豆种植的政策奖补力度，促进土豆种植面积

不断增加，稳步提升了我市的粮食产量，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当前，正是土豆种植的最好时令，全市广大农民抢抓农时，全力做好土豆种植。各级农技农资农机部门也
深入田间地头，深化技术指导和农资农机供给，确保全年土豆丰收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