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深翻机在连片烟
田划出笔直的沟壑， 育苗大棚内温湿度传
感器闪烁着微光， 志愿服队队员背着工具
包穿梭于田垄间……2025 年， 旬阳市关口
镇以“土地集约化、育苗标准化、服务到田
化”为核心，在 2000 亩烤烟田中铺展出一
幅科技春耕图。

板结田里破出“呼吸通道”

“犁底层打碎后混入有机肥，烟根能多
扎进去 15 厘米。 ”3 月 10 日， 在大庙村烟
田， 技术员赵峰用铁锹剖开土层介绍：“经
过 35 厘米深翻的地块，混入的有机肥让板
结黄土变成松软‘海绵田’。 ”今年，该镇对
1500 亩重点烟田实施土壤改良工程， 占全
镇烤烟总面积 75%。 通过每亩增施有机肥
200 公斤、生石灰 50 公斤，酸化土 pH 值从
5.2 提升至 6.1，土壤透气性提高 40%，保水
保肥能力显著增强。

种植大户谢密算了一笔账：“深翻打破
犁底层后， 烟株根系平均延长 12 厘米，吸
收养分的有效体积扩大 30%， 预计亩均增
产烟叶 50 公斤，上等烟比例提升至 65%。 ”
在他的连片 200 亩烟田里，5 台起垄机正同
步铺设地膜。 “过去零散地块农机掉头压
苗， 现在连片后无人机飞防半小时就能覆
盖全部烟田，效率提升 70%！ ”谢密说。

200 万株烟苗的“数字车间”

走进去年 12 月升级改造的育苗工场，
850 座漂浮育苗大棚顶部通风口正随温湿
度变化自动开合。 今年 1 月投产后，已培育
200 万株烟苗，可满足 2000 亩大田需求。

“过去育苗全凭老师傅的眼力，现在靠
设备帮忙把关。 ”技术员王莉指着大棚里的
设备介绍，“这里装着测温测湿的仪器，能
自动控制大棚环境， 啥时候浇水施肥机器
说了算。 ”改造后的育苗棚里，人力投入从
每万株苗 15 人降至 8 人，200 万株烟苗长
得齐刷刷的， 九成以上都是茎粗叶展的壮
苗，病苗、弱苗不到过去的半成。

村民张先锋感慨道：“过去自己育苗总
有三成弱苗， 现在工厂化的苗子棵棵都精
神！ ”

土地流转催生“四重收益”

“土地流转每年稳拿租金，务工 2 个月
能挣大半年种玉米的钱，加上订单溢价、设
施分红，就是‘四重收益’。 还有保险兜底，
保障我们稳定增收。 ”关坪社区村民张成菊
所说的正是该镇创新联农机制的核心———
农户通过流转土地获得每亩 200 元保底租
金；优先参与育苗、移栽等务工实现人均季
增收 3000 元； 与烟草公司签订订单协议，
达标烟叶每公斤溢价 0.6 元；村集体将育苗
工场、 电烤房等设施租金的 30%作为分红
发放； 镇政府还为流转户统一购买种植保
险，遇灾每亩赔付 1200 元。

目前， 关口镇烟田备耕工作已进入收
尾阶段，4 月上旬将全面启动烟苗移栽。

谈及关口镇产业发展规划， 该镇镇长
杨才伟说：“我镇坚持把烟叶产业作为富民
强镇的重要抓手，通过延伸烘烤、分级等产
业链条，推动小烟叶成就大产业，为乡村振
兴注入持续动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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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光婷）
为营造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增强退役军人融资服务的获得
感、幸福感，3 月 11 日，工行安
康分行成功发放全省首笔 40
万元退役军人创业贷款， 标志
着该行金融支持退役军人创新
创业迈出实质性步伐。

退役军人王先生退役后，
与战友共同创办的网络科技
公 司 在 2024 年 遭 遇 市 场 波
动，40 万元的资金缺口让企业
面临停摆风险。 “当时，我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走进工行安康
巴山东路支行营业厅，没想到
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到我的退
役证，并给了我明确回复。 ”作
为全省该政策的首位受益者，
王先生说 ：“从提交申请到资
金到账仅用 8 个小时，专属利

率比普通经营贷下浮 15%，年
期的灵活还款方式更给了我
们缓冲空间。 ”

工行安康巴山东路支行负
责人介绍：“我们为退役军人建
立‘一户一策’档案，定期开展
金融辅导， 真正实现从 ‘贷得
到’到‘用得好’的转变。 ”

该笔贷款的快速落地得益
于工行安康分行打造的退役军
人金融服务体系， 体现了 “优
先、优质、优惠”的退役军人服
务理念。该政策出台以来，工行
安康分行设立“军人优先”服务
窗口， 配备专属客户经理提供
全流程指导； 创新 “信用+担
保”复合模式，破解轻资产科技
企业融资难题； 构建 “线上预
审+线下快办”双通道，实现当
日申请当日放款。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发军）
近日， 平利县工商联组织宣传
小分队，深入部分会员企业，开
展“强信心增动力 送政策优服
务”走访调研活动，为企业送上
政策“大礼包”，倾听企业心声，
共谋发展良策。

活动期间， 工作人员帮助
企业负责人深刻理解 “两个毫
不动摇”“两个健康” 的丰富内
涵， 共同分析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坚实基础， 认真学习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
施， 帮助民营企业持续保持发
展定力。紧密结合 2025 年全县
重点工作部署， 组织企业围绕
全县确立的四大主导产业，务

实制定全年发展目标和方向，
持续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和循
环发展上增强内生动力； 引导
会员企业积极开辟新赛道，通
过以商招商、 引资入平等具体
举措，助力“归雁经济”。

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中，
工作人员通过详细询问企业经
营状况、问题困难，听取企业意
见，为企业送去平利县 2025 年
富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扶持办
法等 6 个稳增长办法措施政策
汇编， 帮助企业寻找惠企政策
“对应点”， 确保企业尽早享受
政策红利， 最大力度帮助企业
提振信心、稳定预期，让惠企措
施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

在紫阳县大山深处，有一位坚
守本心做好茶的地道茶农 ,他叫吴
变双。 他所制作的系列茶产品以其
独特的韵味和品质，赢得同行和消
费者的广泛赞誉。

吴变双生长在山清水秀，云雾
缭绕的焕古镇腊竹村。 每当春季来
临， 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绿，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从小在这
样的环境中长大，他对家乡的茶叶
有着深厚的感情，耳濡目染中习得
父辈们的茶叶生产、 茶叶制作技
艺。

“家乡的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
大自然的精华和父辈们的心血。 我
立志要将这份自然的馈赠分享给
更多人。 ”吴变双说。

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吴变
双没有静待花开，而是想方设法汲
取“养分”筑梦实现。 1999 年，初中
毕业的吴变双为筹集办茶厂的建
设资金，他辗转广东多地，一边打
工， 一边报名学习电脑办公自动
化、电子商务和名茶制作、茶叶营
销等知识，并取得大专学历。 2003
年回到家乡焕古镇，办起了一个集
液化气、家电经销和家电维修的小
店。 2004 年，手头上积攒了一些积
蓄的吴变双，决定把家电维修店转
让出去，回到村中办茶厂、建园区。

到了 2019 年，从办厂申请、报
送资料、 设备购置到建园种植、茶

叶管理、茶叶制作工艺等等，每一
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
为。 尤其是在茶叶制作上，从精选
鲜叶、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一
系列复杂而精细的工序，每道工序
都严格把控时间和温度，丝毫不敢
马虎懈怠，确保茶叶的品质、外形、
口感和香气达到最佳。 经过他双手
制作的一片片嫩绿的茶叶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 在水中缓缓舒展，释
放出清新雅致的香气，让人陶醉其
中。

“制茶，就像是在与茶叶对话，
需要用心去聆听它的声音，才能制
作出真正的好茶。 ”吴变双说。

坚守本心 ，付诸行动 ，吴变双
一路成长，事业一路发展。 2008 年
他首次获得紫阳绿茶组银奖，2010
年“焕茗”商标注册和紫阳县焕茗
茶业专业合作社注册顺利获准 ，
2011 年茶厂扩建并顺利通过 QS
认证，2018 年合作社被评市级现代
农业园区……

在自己富裕的同时，吴变双不
忘带动乡亲共同增收。 在脱贫攻坚
期间，吴变双所创办的紫阳县焕茗
茶叶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和资金支
持，帮助腊竹村 100 户贫困户发展
茶叶产业，助力完成脱贫目标。 如
今，该公司带动 130 户村民实现增
收致富的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辉）阳
春三月， 宁陕县子午梅苑万株
梅花竞相绽放， 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踏春赏景。连日来，宁陕
县住建局周密部署、迅速行动，
多措并举做好城区市容环境保
障工作，努力营造干净、整洁、
有序、安全的旅游环境，不断提
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

该局在做好日常市容管理
的基础上， 聚焦游客量较多的
小吃城、公园广场、迎宾大道等
重点区域及路段， 严格落实定
人、定岗、定时、定责举措，安排
城管执法队员和志愿者轮流值
守、巡查，及时规范经营秩序，
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严格
落实“一大扫、两普扫、全天候
保洁”模式，结合气温变化科学
调配保洁力量， 重点加强人员
密集区域的道路、公厕、公园广
场人工保洁力度。 深入开展道
路洗扫、洒水等机械化作业，组

织人员对道路指示牌及 “城市
家具”等公共设施进行擦拭、清
洁， 确保城区环境质量稳步提
升。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安排志
愿者做好客运车辆的指引和疏
导，主动提供引导和咨询服务，
当好“向导员”和“服务员”，切
实解决游客遇到的实际困难。
动员沿街商户、 企事业单位等
经营场所对外免费开放厕所，
为游客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引
导沿街单位和商户落实 “门前
三包”责任制，倡导群众在公共
休憩场所文明健身、娱乐，共同
营造优美、靓丽、舒适的旅游环
境。

宁陕县住建局还将树牢
“到宁陕都是客”理念，持续强化
细化工作措施， 以更严格的标
准、更高的要求抓实抓细市容环
境整治各项工作，努力为辖区群
众和游客营造一个秩序井然、文
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和居住环境。

日前，在汉阴县双河口镇黄龙村的高山土豆种植基
地里，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揭膜，为新一年的丰收做准
备。

村民王泽成边劳作边笑着说：“在这里干活，一天能
挣 100 元，到了年底还有分红，这让我们对生活越来越
有信心！”像王泽成这样通过参与高山蔬菜种植，不仅个
人收入得到显著提升，也切实感受到村集体经济蓬勃发
展带来的红利。

黄龙村凭借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经过 3 年精
心耕耘， 已将高山蔬菜种植发展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村党支部书记余子健介绍，通过实施“村集体+企业+基
地+农户”的创新经营模式，村里流转闲置耕地，打
造 120 亩高山蔬菜种植基地，并辅以青菜、辣椒、甜
玉米等高附加值作物种植。 这一举措带动 80 余名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户年平均增收约 2000 元，
村集体收入从原来的不足万元跃升至 12 万元。

与此同时，三柳村农文旅融合产业正如火如荼
地发展。 朱小鹮休闲露营基地、三柳梦想改造家新
型文化空间、三柳田园综合体、三柳书咖等一系列
多元化休闲设施串联成线，形成集农业、文化为一
体的综合性度假区。

来此游玩的张女士说：“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着
孩子来这里享受宁静与惬意。 ”村民刘娅高兴地说：
“自从村里发展旅游业，我开设了农家乐，收入比以
前种地多了不少。 ”

为进一步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2020 年， 三柳
村集中流转 300 余亩土地， 建成 5 座钢架大棚和
200 亩金银花种植园， 通过统一托管给种植大户或
企业，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有效增加了土地
的收益。

谢家院子民宿建设项目是该镇发展农旅融合的一
个缩影，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地推进建设进
度。 该项目涵盖古村落民宿群、水上栈道及乡村康养观
光等多个板块， 建成后每年可吸引游客约 3 万人次，直
接带动当地经济增收约 120 万元。

如今，三柳村不仅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其村集体收入也突破 50 万元大关。 这些成就得益于近
年来该镇实施的“资产梳理+收储整合+改造提升”综合
策略。通过这一策略，深入挖掘和整合各类资源，有效地
盘活村集体的资产、资源和资金，实现产业发展上的协
同倍增效应。

新春宣讲进企业
政策礼包促发展

工行安康分行“贷”来
“及时雨”

宁陕“城管蓝”
护航“旅游热”

吴变双：守住本心做好茶
通讯员 彭召伍

地肥烟苗壮 产业势头好
通讯员 张镇

农旅融合助力乡村双增收
通讯员 谢传友

阳春三月，春意融融。 在开满梨花的
汉滨区瀛湖镇青春村都家埫，几十张板凳
围成一圈，全镇烤烟千亩村建设推进会就
此展开，干群共谋良策，力促产业振兴。

过去，守着一亩三分地，靠天吃饭，
日子并不富裕。 如今，趁着春时在成片的
烟田里起垄覆膜， 不久后一片片绿叶子
将变成致富的“金叶子”……这是自发展
烟叶产业以来的变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 这里曾因
海拔高成为种植烤烟的制约因素， 但在
村民的精心耕耘与管护下， 让这片土地
长出“黄金叶”。 自 2023 年该镇把烤烟产
业确定为特色产业以来， 经过 3 年的探
索发展，目前已经形成“田成方，路能连”
的山地烟田新格局。

与传统的烤烟种植区相比， 该镇烤
烟产业发展算是起步晚的， 但是依托逐
步完善的烟叶生产基础配套， 通过党员
带路，大户带动，不到 3 年时间全镇在 7
个村培育烤烟大户 10 户，烤烟种植面积
达到 1000 亩。 “与前几年相比，现在种植
烤烟更方便了， 由村集体进行土地集中
流转，我只需从村集体流转即可，土地资
源得到集中， 种烟就不愁东一块西一块
机械无法使用。 ” 烤烟种植大户胡照磊
说。

在大力发展烤烟产业的过程中，该
镇始终坚持以解决“在哪里种植烤烟，怎
么种植烤烟，怎么促增收？ ”为导向，把烟
叶产量和质量放在首位，积极争取市、区
烤烟专家指导，切实发动“四支力量”干
部作用， 最大限度地为村民解决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
“3 年前的一场院落会开启了全镇烤

烟高质量发展之路，2 年后我们依然在这
里共谋烤烟产业持续发展， 我们将不断
完善产业路、灌溉等基础设施……”烤烟
千亩村建设推进会上， 该镇镇长马世瑜
的话给在座的 10 位产业大户吃下了定
心丸。

近年来， 该镇通过制定烤烟生产奖
扶办法，有力夯实镇村干部责任，签订烤
烟产业发展四方协议等， 及时协调解决
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指导、协调服务、基础
设施配套保障等问题， 让村民一心一意
抓发展。

去年虽遭受旱灾， 但在汉滨区烟叶
公司技术人员的“保姆式”指导下，胡照
磊依旧收入 30 余万元。 对胡照磊来说，
去年最大的变化是成本降了。 去年，他成
立烤烟产业专业社会化服务队， 对用工
进行细分， 在满足本村产业发展需要的
同时，也为其他村提供田间管护、烟叶烘
烤分拣等专业化服务。

产业有奔头，种地有钱挣。 广袤的烟
田里，村民正在开沟起垄，在春风的吹拂
下，演奏着烤烟生产的新赞歌。 看着这一
切， 该镇主抓烤烟产业发展的镇纪委书
记陈治明说：“我镇将持续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坚持走质量效益型路子，加快推进
建成优质特色产业生产基地， 使烤烟生
产资源和品质更加优化，管理更加科学，
技术和装备更加先进， 持续提升烤烟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助推烤烟千亩村
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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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村村民管护蔬菜 游客在三柳村摘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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