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花菜是石泉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近年来，
更以“七蕊不开、久煮不烂”的独特品质，成为欧盟认证的有机农产
品，每年数千吨的“黄金条”搭乘中欧班列远渡重洋，点亮全球餐
桌。 眼下，石泉县黄花菜正进入苗期管护的关键时期，秦巴山间的
百亩黄花菜田上，农户们正热火朝天地开展中耕松土、除草、施肥
等春季管护活动，确保黄花菜生长健壮。

作为石泉县一家以有机绿色食品黄花菜种植、加工、销售、研
发以及出口贸易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省级农业重点龙头企业， 该企
业已带动 20 个村种植黄花菜 3000 多亩， 产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也
面临着资金周转的困扰。“海外订单激增，冷库扩建迫在眉睫，可传
统贷款要抵押厂房设备，我们轻资产的农业企业根本‘扛不动’。 ”
企业负责人攥着厚厚的外贸合同，在加工车间来回踱步。

转机始于工商银行石泉县支行的一次“田间问诊”。 支行客户
经理踩着田埂泥泞，钻进蒸腾着热气的加工车间，看着工人们将黄
花菜打包装入印着多国语言的外贸纸箱，当即赞叹道：“这‘石泉金
针’的韧劲，就是企业信用的最好背书！ ”

支行立即组建专项服务团队，通过“省行-分行-支行”三级联
动机制，高效沟通反馈、优化贷款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善用创新产
品、强化联动协调，创新“线上评估+线下尽调”双轨模式，把企业
多年的亮眼业绩化作“信用通行证”，仅用 72 小时，990 万元“秦科
e 贷”贷款资金便汇入企业账户，跑出金融服务“加速度”。 与此同
时，支行根据企业外贸特性为其量身提供政策咨询、财务规划等增
值服务和关联金融服务，让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的风浪更加从容。

“工行不仅是战略伙伴，更是懂产业的‘金融智囊团！ ”企业负
责人抚摸着刚贴完标的出口集装箱感慨。 随着石泉县黄花菜种植
面积逐年增加， 小小黄花摇身一变， 成了当地农民增收的 “致富
花”，该支行也将不断促进金融创新与特色产业相拥，以可持续、多
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服务，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奋力书写“稳
外贸、促发展”的时代新篇。

仅用 72小时，获近千万元贷款

银企握手让产业“握拳”发力
通讯员 杨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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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掠过汉江，柳梢轻点碧波。 2025
年的旬阳市关口镇在晨雾与机械轰鸣中
苏醒，西坡村的林麝跃出圈舍，关坪社区
的缝纫机哒哒作响，江北村的辣椒红云漫
卷……这座陕南小镇正以三产融合之笔，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蹚出致富路

在西坡村的深山里，陕南最大的林麝
养殖基地正显露雏形。 蓝顶现代化圈舍
内，400 余头林麝在仿生态环境中蹿跃，
村民龚原娥挎着竹篮采摘桑叶：“出了家
门就进厂门的日子过了快一年了，月工资
加各项补贴有 4000 多元，挺好的，钱赚了
家里也照顾了。”作为全市重点企业，基地
在创建国家级数字化养殖示范园区的同
时，正将产业链向麝香采集、深加工延伸。

在关坪社区崭新的厂房里，缝纫机的
哒哒声正为“归雁经济”打着节拍———该

镇招引的吉创晖公司实现 “当年引进、当
年落地、当年投产”，填补了全镇制造业空
白。 自年初投产以来，180 台缝纫机组成
的流水线上， 留守妇女刘春梅指尖翻飞：
“计件多劳多得，上月给娃添了台学习机，
这在过去种苞谷时想都不敢想。 ”投产 3
个月已吸纳 150 余名村民就业，其中七成
是留守妇女和脱贫群众，人均月收入突破
3000 元。

描绘丰年图

在关口镇智能育苗工场，技术员正通
过平板监控烟苗生长曲线，大棚内每盘烟
苗的二维码档案详细记录着茎粗、根系等
5 次检测数据，确保达到“8 片真叶、根系
15 条”移栽标准。 村民王秀兰在育苗工场
日挣 130 元 ，“两个月能抵过去半年收
入！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40 余户农户通

过“土地流转+育苗务工”实现双重增收，
23 户种植大户创新 “男工整地、 女工栽
苗”的精准用工模式，带动户均季增收 1.2
万元。

麦浪翻涌处，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青
葱麦苗，雾化药剂在阳光下划出虹霓。“现
在正是防条锈病的关键期。 ”种植大户李
德发拨开麦丛， 叶鞘处的药膜晶莹透亮。
全镇 6214 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统防
统治田块病株率降 42%， 穗粒数预计增
15%；肉牛养殖基地传来阵阵哞声，该基
地负责人王荣顺推着青贮饲料车笑言 ：
“见犊补母政策让户均增收 3240 元，养殖
劲头更足了！ ”

照见幸福光

作为 “千万工程 ”试点村 ，泥沟村今

春 以 来 以 庭 院 为 支 点 撬 动 环 境 升
级———村里免费发放月季 、绣球等花苗
1200 株 ，组织 3 次造景培训 ，67 户村民
将旧瓦罐 、破石槽改造成花盆 ，种上莴
笋、薄荷等经济作物。 “评上‘三星庭院’
奖 500 元 ，我家刚用奖金换了分类垃圾
桶！ ”村民李翠兰轻抚墙头蔷薇。每周五
的“村庄清洁日”，20 名志愿者分片打扫
8 公里村组路， 垃圾清运车增至每日两
班。

夕阳西下， 集镇新装的路灯次第点
亮，便民服务中心前的充电桩旁停着两辆
外地牌照电车。关口镇党委书记李翔踏着
暮色查看工程进度：“二季度要完成 5 公
里污水管网改造，让小镇既有‘颜值’更有
‘品质’。”晚风掠过麦田，送来远处农家乐
的欢笑声，炊烟袅袅升起，勾勒出小镇幸
福的轮廓。

春日的秦岭山乡处处涌动生机。 4 月 8 日，在宁陕县金川镇老庄村
连片的白芨田里，镇人大代表赵正宁蹲在地垄间，指尖轻抚长势喜人的
植株：“许老板，这茬苗子蹿得比去年还壮，采收时节可得给大伙儿留些
好种苗！ ”

“您就放心吧！ 今年 60 亩白芨早被广药集团包圆了。 ”基地负责人
许仓喜笑得合不拢嘴，“多亏代表们帮咱协调流转土地， 现在连烘干车
间都有了。 ”一时间，村民们穿梭在田垄间除草施肥，锄头与泥土碰撞的
脆响在山谷间回荡。

在紧挨着的黄金村，又是另一番火热景象。覆膜机“突突”地吞吐着
银白色地膜，村民们弯腰点种的剪影好似跳动的音符。 “咱们采用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每亩能增收 300 块嘞！ ”镇人大代表田青朝踩着湿
润的泥土，顺手帮农户压实地膜边角。 春风吹过，260 亩平地铺展的银
色长卷泛起粼粼波光。

“日结工资攥在手，可比在外打零工踏实多喽！ ”正在播种的马铃薯
田里，村民王义全一边麻利地下种一边念叨。 今年春耕季，镇人大搭建
的“家门口就业”平台已带动 2000 余人次务工，土地翻耕、农机补贴等
惠民政策更是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产业振兴的春风催生着山乡蝶变。在镇人大持续跟踪监督下，全镇
中药材种植突破 500 亩，粮经作物种植面积较去年增长 15%。 “我们建
立了‘产业需求清单’，每个代表联络站都挂着特聘农技专家的联系方
式。 ”镇人大主席朱明勇翻开记满调研笔记的履职手册，“下一步要推动
建立电商助农直播间，让山货插上‘云翅膀’飞出秦岭。 ”

站在老庄村新修的产业路上望去，白芨苗在春风中舒展新叶，覆膜
玉米地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金川镇人大代表的足迹，正深深印刻在这片
充满生机的土地上。

近年来，因极端天气的影响，给农业
生产带来严峻挑战。 为破解这一难题，汉
阴县平梁镇积极探索“国企带镇村”发展
模式， 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
助力乡村产业升级。

据了解， 该镇李子种植面积达 2530
亩，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然
而，因极端天气影响，李子花期遭遇倒春
寒、 果实膨大期遭遇干旱等自然灾害，导
致李子产量和品质下降， 果农损失惨重。
为帮助果农摆脱困境，平梁镇镇村两级积
极谋划，探索“国企带镇村”发展模式，在
李子园建设智慧果蔬大棚。

走进平梁镇白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果园，现代化的大棚映入眼帘。 果农
只需通过简单的按键操作，便可以管理果
园，这种高效、精准的管理方式，不仅降低
了劳动成本，还大大提升了果品的产量和

品质。
据平梁镇白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冯尚清介绍， 从 2018 年建园至
今，这片园子有桃子、水果柿子、李子等水
果， 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每年都是 70 万
左右的收入，在 2024 年，因为受到气候的
影响，李子刚成熟就下雨，导致 2024 年李
子颗粒无收。现在，大棚搭起来以后，不管
天旱雨涝，果园的收入基本有保障，在政
府的大力扶持下，冯尚清激动地说：“现在
我是越干越有劲，我争取把这片果园做成
精品化，现代化农业。 ”

智慧果蔬大棚的建设，将有效解决极
端天气对李子生产的影响。大棚配备自动
化避雨设施，可以根据天气变化自动调节
棚内温度和湿度，为李子生长提供最佳环
境。

此次升级的还有平梁镇的绿旺果蔬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果园，据果园负责人王
武平介绍，果园从 2019 年建园，有 150 余
亩，有香脆李和蜂糖李两个品种，2023 年
开始初步挂果，由于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
响，最近几年收成不太理想，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而此次国企公司和村合作社为果
园注入新活力。

“经镇村引进资金， 我们建立了智慧
化果园，建好以后，避免了恶劣的天气影
响，以前遇到自然灾害，比如暴雨啊！我们
都没办法，只能干着急，现在我手指轻点，
就把这些事情避免了，我很有信心，今年
丰收在望。 ”平梁镇的绿旺果蔬农民专业
合作社王武平信心十足地说。

据悉，智慧大棚的引入，离不开“国企
带镇村”模式的推动。 作为该模式的实施
主体，国企公司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和管
理优势， 为镇村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

持。 未来，平梁镇将继续深化“国企+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农业产业大户”抱团发展
的模式， 进一步扩大智慧大棚的覆盖范
围， 同时探索更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
径。

“为了更好地提升我镇的产业布局，
今年以来，我们争取项目资金，由镇上国
企先后在集镇社区的李子产业园， 投入
50 万元资金，搭建了智慧化的果棚；在沙
河村， 搭建了李子产业园的智慧化果棚
30 余亩，目前已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今
年还将大力地推行“国企带镇村”入股到
大户产业园工作模式，不仅能够极大地降
低产业损失、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还盘活
了村集体的闲置资源、资金和资产，达到
双赢。 ”平梁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欧波
说。

“三产”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新力量
通讯员 张镇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平利县八仙镇茶山上
的标语让人驻足， 这不仅是致富带头人朱林艳带
领该镇号房坪村父老乡亲把青山变成“金山”的真
实写照， 也是邮储银行安康市分行助力当地茶产
业发展兴旺的重要举措。

8 年前， 朱林艳成立了平利县号房茶叶有限
公司，种植“八仙云雾”等优良茶叶品种，形成“采
茶、制茶、售茶”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带领游客参
观茶山，售卖茶相关特色美食,学习传授茶叶栽培
技术，多途径增加村民收入。 在她的带动下，全村
种植茶叶，现有万亩茶园、50 余家作坊 ,茶叶成为
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叶”。

据朱林艳介绍，号房茶场研制出品的“八仙云
雾”富硒茶荣获过多类国家级金奖，前来购买的游
客络绎不绝，“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
农业航母园区” 等金字招牌整齐陈列在公司展馆
内，格外引人注目。

“八仙山好水好，就是在秦巴山脉里，远离大
都市， 县上最近的旅店离茶场也要山路行驶 2 个
小时， 来购买茶叶的客户们大多从西安或者外省
来， 半天多的车程等挑选好茶叶太阳就要落山
了。 ”朱林艳谈起心中农旅融合的想法，在茶场打
造一个休憩旅游的民宿， 不仅让前来购买茶叶的
客户减缓因路途奔波产生的劳累， 也能在茶园改
造后,实现集约化经营,利于茶叶收获加工。

苦于流动资金不足， 邮储银行安康市分行的
客户经理了解到号房茶场的情况后， 迅速开展入
企走访调查， 了解经营情况， 为号房茶场办理了
100 万元富硒产业贷，解决了企业经营困难。

“有了邮储银行这笔贷款，咱们企业的厂房升
级了，民宿改造也焕然一新。 ”邮储客户经理来到
朱林艳的工厂回访时，只见 2000 多平方米的现代
化厂房内一楼建成了标准化的茶叶加工仓储系
统，二楼设立了号房茶场的历史展厅,三楼就是新
打造的民宿区,为购买茶叶的客人提供就餐住宿。
如今， 号房茶场已累计收到邮储银行提供的 168
万元信贷资金支持， 发展 1300 余亩茶园基地，将
茶旅产业发扬壮大。

“安康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
富。安康邮储紧跟国家支农支小金融政策，围绕企
业需求推出富硒茶叶贷、 民宿贷等多样化安康特
色金融产品，截至 2025 年 3 月，我行累计向全市
特色茶产业投放富硒茶叶贷 9.23 亿元。 支持茶叶
经营主体 2100 余户， 切实做到服务农业农村，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当地邮储银行
负责人说。

平梁镇：“国企带镇村”绘出新“丰”景
通讯员 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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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镇：
人大代表助力村民增收

通讯员 杨宁 廖晓辉

“这次直播活动搞得好，我家准备的 20 斤干菜薹全部卖完了，价格
也比往年卖得好。 ”参加完公益助农直播活动的进步村村民王恩艳高
兴地说。

4 月 9 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在岚皋县堰门镇火
热开展。 拥有近 500 万粉丝的知名助农主播“跑山阿红”走进该镇，无
偿为当地农户的山货和手工艺品进行直播带货。 在镇政府的有力组织
和干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当天现场所有农产品全部售罄。 据统计，本
次活动共帮助百余户农户销售农产品 2000 余件，累计销售额达 20 余
万元。

近年来，堰门镇积极探索“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新模式，引导企
业、农户开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零售模式，以此帮助更多农户掌握线
上销售技能，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这次培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让我对电商助农有了全新认识。 ”
隆兴村村民李海燕表示。 在成功举办助农直播活动的同时，堰门镇持
续深化“六个倍增”建设，在隆兴村活动室组织开展“数字赋能乡村振
兴”专题培训活动，重点面向脱贫劳动力、返乡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
及镇域内经营主体。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培训学员 120 余人，共创作农产品推介内容
300 余条， 开展模拟直播 50 余场， 其中 30 条短视频播放量突破 1 万
次。

堰门镇山货
“触网”闯市场

通讯员 陈博 周长林

知知名名助助农农主主播播““跑跑山山阿阿红红””走走进进堰堰门门镇镇 曹曹诚诚轩轩 摄摄

关关口口镇镇乾乾坤坤湾湾全全景景

工工人人正正在在吉吉创创晖晖羊羊毛毛衫衫工工厂厂调调试试机机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