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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山岗，晨雾轻笼田野。 在
秦巴山深处的镇坪县曙坪镇， 一幅生
机盎然的春耕画卷徐徐铺展。

全镇 11 个村庄的田间地头，翻土
的锄头声、 播种的欢笑声与山涧溪流
声交响成曲， 中药材的清香与泥土的
芬芳交织成诗。 这个春天， 该镇以黄
连、绞股蓝、葛根等道地药材为笔，以
实干为墨，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绿色
答卷”。

“种药材有补贴， 技术有人教，销
路有保障，这日子有奔头！ ”在曙坪镇
战斗村近日召开的院落会上， 村民们
你一言我一语， 热议着中药材奖补政
策和粮油保险。

今年以来，曙坪镇 11 个村铆足干
劲，累计召开院落会 50 余场 ，参加群
众 3000 余人次，将惠农政策送到千家
万户。 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组建技术
服务队伍，足迹踏遍 11 个村庄 ，在田
间地头开设“流动课堂”，手把手传授
病虫害防治技术， 面对面指导农机具
检修。

走进战斗村太阳坪现代农业园
区， 返乡创业者冉龙军正与村民查看

新开垦的产业试验田。 在重庆市石柱
县农技专家指导下， 合作社的黄连单
产提升示范田已破土动工。 通过优化
种植密度、改良土壤结构，这片 1 亩的
“精耕田”有望突破亩产 600 斤、收益 9
万元的技术瓶颈。

在林间空地上， 工人们正按标准
化程序进行黄连种苗繁育，100 亩育苗
基地与 200 亩移栽区形成梯度发展格
局。 不远处，与县农科所共建的葛根育
苗大棚已见雏形，40 万株种苗将在农
科所提供的技术指导下破土生长 ，为
全县葛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顺着战斗村向大山深处前行 ，便
来到马镇村。 正逢春耕时节，在药王山
种植厂内， 村民正将绞股蓝种子播入
精心整理的田垄。

去年，马镇村 30 亩绞股蓝试种取
得成功 ，亩均纯收益达 4000 元 ，今年
种植面积更是激增至 300 亩， 订单农
业模式让这片土地在尚未焕发生机
时，便已被市场预定。 与此同时，马镇
村集体经济种植的 120 亩烤烟田已完
成翻土备耕，烟苗即将下地。

春耕中的曙坪镇， 不仅飘荡着药

香，更涌动着粮安天下的担当。
在双坪村马铃薯种植田里， 村党

支部书记郭长军正拿着政策宣传册向
村民讲解 ：“连片种植脱毒种薯超百
亩，亩产达 1500 公斤，每亩能申领 200
元产业奖补！ ”不远处深耕过的褐色土
地中，已整齐排列着新播的种薯。

此时，马镇村田垄间，70 余户农户
集中连片种植的马铃薯早播区已播种
完成， 整齐的田垄间流淌着集约化生
产的活力，这得益于“统一供种、分户
管理”的创新模式。

战斗村的 550 亩魔芋种植基地正
在做最后准备———县农林水局与县农
技中心即将在此召开全县现场会 ，届
时新型魔芋种植技术将通过这片示范
基地辐射全县种植户。

眼下， 曙坪镇春耕生产正有序推
进。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马铃薯播种
4100 亩， 特色中药材种植 1300 亩，曙
坪镇将立足实际， 强化服务保障 ，以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奋
斗姿态，不负春光、抢抓农时，全力以
赴抓好春耕生产， 向着农业强、 农村
美、农民富的目标迈进。

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紫阳县洄水镇团堡村 50
岁出头的农民唐廷保， 凭借一双巧手在枯枝和树
根之间寻得“财富密码”，以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
叩开了增收致富大门。

走进唐廷保的根雕工作室， 仿佛置身于一个
奇幻森林与艺术殿堂交织的灵动世界。 形态各异
的树根经过拉锯、打磨、拼接、上漆，褪去了原始容
颜，完成了华丽转身。 有的化作灵动的飞禽，振翅
欲飞；有的变作古朴的老者，凝目沉思；有的化作
茶香氤氲的根雕茶台或休闲靠椅， 端庄沉稳……
别具一格的造型，活灵活现。

这些源于唐廷保丰富的生活阅历， 他善于思
考、勤于动手、敢于创新，独创“三分雕琢、七分天
成” 的制作工艺： 利用树根自然形态设计茶台主
体，以传统榫卯结构拼接茶椅，保留树皮天然肌理
作装饰。

用他的话说：“每个树根都是大山的馈赠，我
要做的是唤醒它们沉睡的美。 ”当残垣树根化作造
型别致的家具时，唐廷保眼中满是深情与自豪，每
一道纹理、每一处雕琢，都是他与树根对话的“痕
迹”。

谁能想到，曾经只与锄头为伴的唐廷保，会与
根雕结下不解之缘。 据他介绍，十年前，一次偶然
的山林漫步， 一段奇形怪状的树根吸引了他的目

光，那天然的曲线与独特的造型，让他心中萌生出
一个大胆的想法———雕刻。 从此，农闲时的他不再
无所事事，而是自学根雕技艺，从简单的打磨到复
杂的雕刻，从单调的拼接到繁琐的卯榫，一次次尝
试，一次次失败，却从未放弃。

“一开始真的很难，刻坏了不少材料，但我就不
信学不会。”回忆起自学根雕之初的情景，唐廷保感
慨万千。

随着雕刻技艺日益精湛，唐廷保的根雕作品开
始在周边村落小有名气。一些游客偶然发现了他的
作品，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折服，纷纷掏钱购买。
这小小的成功，让唐廷保看到了商机，他不再满足
自娱自乐，而是决心将根雕发展成产业。

为拓宽销路，在团堡村驻村工作队的帮扶和支
持下， 唐廷保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展示自己的作
品。精美的图片、生动的视频，让他的根雕作品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目光。

如今，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原本寂静的小院变
得热闹非凡，他和家人日夜忙碌，却乐在其中。 “以
前靠种地，一年到头收入微薄，现在根雕让我们的
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廷保笑着说。

从普通农民到根雕艺术家，从土里刨食到靠艺
术创作致富，唐廷保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梦想的力
量和创新的价值，也照亮了更多农民的致富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 柯贤会）近年来，
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扣新时代党
建要求，以“三个一”工程为抓手，推动
新经济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两新”领域
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探索
出一条党建引领“两新”组织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

构建一个联动体系， 夯实组织根
基。 该局非公党委牵头，在全区 27 个
市场监管所建立党建指导站， 选配 64
名专职党建指导员，构建“非公党委、
党建指导站、企业党组织”三级联动体
系，通过领导包联、专题推进、党组织
书记讲党课、党员轮训等方式，推动党
的方针政策在“两新”领域落地生根。

培育一批示范标杆，点燃“红色引

擎”。 以“抓点带面、示范引领”为思路，
打造金州路、 汉城国际商业街两条党
建示范街，培育红河建设、江南燃气等
12 家示范企业，以及南门市场、宝业物
流等 7 个示范商圈，设立 62 个党员示
范岗（店），设置“党员之家”“创业会客
厅”，围绕诚信经营、食品安全等评选
示范店，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可借鉴可
复制可推广的“两新”党建示范标杆，
构建起“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提
质”的党建示范格局。

打造一个党建品牌， 凝聚发展动
能。 探索创新“四链融合”党建品牌，以
组织链为引擎、产业链为支撑、人才链
为保障、效应链为延伸，推动“两新”组
织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 通过将骨

干培养成党员、 党员培养成骨干 “双
培”工程和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
诺“三亮”行动，引导“两新”组织和党
员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
领域冲锋在前， 充分彰显党建引领下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截至目前，汉滨区 “两新 ”市场主
体达到 71232 户，其中小微企业 12436
户、个体 57715 户、专业市场 19 个，饿
了么、美团等网络外卖送餐公司 3 家，
外卖骑手 650 余人， 入网餐饮经营户
1557 户， 日均配送订单超过 2 万单，
“两新” 经济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
就业保民生、 稳定经济基本盘中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莹蕊 ）为推动
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户增收，石
泉县池河镇紧紧锚定“产业增效、农民
增收、集体增利”目标，在全镇范围内
启动智慧赋能蚕桑产业推广工作 ，推
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早在去年冬天， 池河镇就积极行
动起来，动员农户进行桑园扩种。 为消
除农户的后顾之忧，镇政府免费为 130
户农户提供桑苗， 解决了种苗这一关
键问题。 同时，邀请县蚕桑服务中心的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手把手地指导农
户桑树栽培、 日常养护以及病虫害防
治等技术， 确保每一株桑树都能得到
精心照料， 为智慧赋能蚕桑产业推广
工作筑牢根基。

“我们对养蚕超过 30 张的农户蚕
室进行了统一改造， 安装了摄像头和
感应设备，借助这些设备，可以实时了
解小蚕的成长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就
能立即处置。 同时，公司会统一派技术
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指导， 统一喂食次

数和消毒间隔技术标准， 为养蚕农户
提供保姆式的技术服务。 ”四川主干信
息技术服务公司负责人冯彬介绍。

据了解，池河镇将围绕国家 6A 生
丝原料基地建设目标， 以数智赋能蚕
桑产业提质增效创新试点为契机 ，进
一步推广小蚕共育智能化、 大蚕饲养
轻简化、上蔟采茧自动化、蚕茧收购电
子化、分段养蚕信息化等现代技术，助
力蚕桑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家群 ）今年以
来， 旬阳市赵湾镇人大组织市镇两级
人大代表， 以 “聚民心·办民事·保满
意”这条主线和理念开展代表活动，通
过“培训、视察、作为”三步走，力促代
表活动真落实、有成效。

以培训为抓手， 切实做好动员部
署。 代表们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认真研读省市镇三级人大会议、
文件精神， 各代表联络站通过集中学
习的方式开展培训，互相学习、互相交
流，实现同学习同进步，以便更好参与

到活动中来，让视察工作走深走实，以
视察促活动、以活动促落实、以落实办
民事、以民事保满意。

以视察为载体， 体察民情关注民
意。 代表们实地视察丫头沟水源地保
护工作、 帽顶山红军战斗遗迹保护工
作、“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社区工厂
（袜子厂）运营情况等，深入了解各个
方面的实际情况， 对所取得的成果给
予充分肯定。 同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
水源地保护、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利用优势资源扩大就业渠道、 增加群

众收入，把红色革命教育传承好、利用
好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作为显风采， 率先垂范为民解
忧。 围绕水源地保护、红色文化利用、
“千万工程”推进、就业增收项目等主
题，积极建言献策，收集到 10 余条意
见建议，内容着重以生态环境保护、水
资源管理保护、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
方面为重点，把“以民为本”落到实处，
充分彰显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为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的底色。

曙坪镇科技赋能春耕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

“秦巴药农”亮出“春耕账本”
通讯员 刘欢欢

汉滨市场监管局
党建“三个一”激发“两新”活力

池河镇数智赋能推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

赵湾镇人大“三步走”促代表活动出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潘定安）备受关注的
陕西省第三届《千年古镇诗意蜀河》摄影大
赛历时一年， 共收到省内外摄影家和摄影
爱好者作品千余幅， 日前经大赛组委会组
织专家评选，共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5 名，入选奖 15 名。其中，一等
奖杨振军《修与建》组照解读发展变迁中的
蜀河古镇。

本次大赛由陕西省民俗摄影协会指
导，旬阳市委宣传部、旬阳市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和蜀河镇人民政府主办， 安康市民俗
摄影家协会承办， 陕西民俗摄影协会安康
分会、旬阳市摄影协会协办。 比赛依托蜀河
古镇悠久的历史和众多人文景点， 通过摄
影达人的瞬间精彩， 吸引国内外更多旅游
爱好者来蜀河观光旅游， 提升蜀河对外形

象。
据悉，从 2022 年起 ，该比赛已先后举

办三届。 大赛得到了旬阳市各级各部门支
持和省内外摄影家、 媒体、 摄影爱好者关
注，活动期间先后特邀蔡焕松、郭建设、胡
武功、杨洪波、陈团结等 10 余位国家、省级
摄影家来古镇采风创作， 进一步提升了蜀
河古镇美誉度和知名度。

陕西省第三届《千年古镇诗意蜀河》摄影大赛结果出炉

《《修修与与建建》》 杨杨振振军军 摄摄

《《养养蛙蛙家家庭庭农农场场》》 卢卢靖靖 摄摄《《开开门门见见喜喜》》 任任永永红红 摄摄《《龙龙的的故故乡乡》》 陈陈浩浩 摄摄

《《老老井井》》 张张杰杰 摄摄

《《乡乡境境》》 刘刘冻冻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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