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 秦岭腹地的宁陕县洋溢着
浓厚的发展气息。 近日，走进该县旬河产业
园乡村振兴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现场，只
见厂区内机械轰鸣作响，工人们干劲十足，
汗水浸湿了衣背， 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劳动
画卷徐徐展开。

该项目作为全省首个包装饮用水产业
园区，总投资达 3.6 亿元，规划建设 6.2 万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8104 平方米的综合服
务中心及配套设施用房。 项目现场负责人
谈飞介绍：“目前，1-2 号厂房完成主体结
构验收，4 栋厂房和综合服务中心主体结构
全部完成， 现在已经转入内部精装和室外
工程阶段。 ”

与此同时， 在县城产业园区内集配中
心、消防改造提升、光伏发电等 6 个重点项
目也稳步推进。 宁陕县工业园区创新实施
的“项目管家”制度，从行政审批到设备进

场 ，全程提供 “跑腿式 ”服务 ，让企业体验
“落地即冲刺”的宁陕速度。

在永盛富华魔芋食品车间内，智能化生
产线高速运转，每小时 3000 袋魔芋制品带
着秦岭山珍的清香走向全国。 “今年新拓展
的魔芋‘金钱肚’项目 6 月投产后，随着海
底捞等订单的签订， 宁陕魔芋产品将带着
农林产业突破发展使命，走向全国，产能将
翻两番以上。 ” 企业负责人孙涛算起增收
账：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已带动
12 个村 400 余户种植户年均增收 2 万元，
一季度产值突破 500 万元。

在高新技术领域，陕西欧西克电子有限
公司独树一帜, 该公司于 2019 年 4 月作为
该县重点招商项目落地旬河产业园江口镇
新庄村，同年 9 月投产运行。 其院士专家工
作站聘请 11 位院士以及多位教授, 共同展
开多个项目研究， 产品从最初的高压陶瓷

电容器扩展到 5G 通讯、GPS 天线片生产等
领域。 截至目前，取得 16 项专利、4 项软件
著作权，科技成果转化 30 余项。 总经理高
维军介绍：一季度末实现产值 300 多万元，
为山区的青年打开了“家门口就业”的新通
道。

无独有偶，拥有 6 项专利技术的陕西恒
宁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其光纤配件如灵
动的信使，远销意大利、俄罗斯、韩国等多
个国家。 截至一季度末，实现产值 220 余万
元，在国际市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作为旬河包装饮用水产业园首家入驻
企业，“秦岭祖脉源” 饮用水生产线进入试
产倒计时。 11200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内，工
人们正调试每小时灌装 2 万瓶的智能化设
备，在多部门协调下电力 3 月 24 日合闸通
电，已进入试产倒计时。 “我们投产后年产
值将达 5000 万元，直接带动 80 人就业。 ”

项目负责人李锋表示， 从水源保护到品牌
运营的全产业链模式，让“绿水青山”真正
成为“金山银山”。

良好的环境是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近年来，宁陕县以“三个年”活动为抓
手，坚持“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原则，开展
“企业点单、干部代跑”专项行动，成功解决
30 余个发展中的堵点问题。通过创新“四自
一包”、集中整治日、流动红旗等一系列举
措， 清理长势不好的绿化树木 20 余株，累
计改造公共绿化面积已超过 3000 平方米，
为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生活营造了一个宜
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宁陕县工业园区作为县域经济的主力
军，正通过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环境优化
的“三箭齐发”策略，推动宁陕县迈向高质
量绿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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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巴腹地的岚皋县，有这样一位企
业家，他以诚信为笔，书写着企业发展的
壮丽篇章；以担当为墨，绘就了温暖人心
的爱心画卷。 他就是陕西省高级职业农
民、安康康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柯
大军。 多年来，他始终将诚信作为企业立
身之本，不仅用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更以
一诺千金的坚守、雪中送炭的温情和回馈
社会的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企业家的诚信
答卷。

柯大军的创业路， 是从 2010 年开始
的。 当时，他瞅准了岚皋富硒资源的潜力，
决心大干一场。 他深知，要想把产业做起
来，光靠蛮干可不行，得有技术支持。 于
是，他厚着脸皮，一次次跑到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安康学院等高校，
寻求合作机会。 学校的专家教授们被他的
诚意打动，愿意和他一起搞研究。 那些日
子， 柯大军一头扎进实验室和养鸡场，和
专家们反复试验、不断改良，一心想把富
硒桑叶用在蛋鸡饲料上。 经过无数个日夜
的努力，他成功开发出富硒产品和富硒有
机肥。 他的桑叶鸡蛋，富含锌、硒等微量元
素，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他申请
的“带壳蛋浸泡加工方法”发明专利，更是
让岚皋的富硒烤鸡蛋产业名声大噪。 这背
后， 是他对发展富硒产业的执着承诺，他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要在这片土地上创造
价值的决心，这是他诚信担当的第一步。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柯大军始终把
诚信放在首位。 有一次，他和江苏常州某
超市签订了烤鸡蛋订单。产品刚上架，他就发现鸡蛋内包材料存
在质量问题，可能会影响产品品质和口感。 这可把他急坏了，要
是不处理，消费者肯定会不满意，这砸的可是自己的招牌；要是
处理，成本就高了，损失不小。但柯大军没有丝毫犹豫，他第一时
间联系超市，主动要求召回全部已上架产品，并承担所有赔偿责
任。 超市的负责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柯大军会这么果断。 这
一次，柯大军损失了大约 5 万元，可他一点都不后悔。 他说：“做
生意和做人一样，得讲诚信。 这 5 万块虽然不少，但要是丢了诚
信，以后的路就更难走了。 ”他的诚信之举，赢得了超市的信任，
不仅续签订单，还加大了合作力度。 这件事在业内传开后，柯大
军的公司信誉越来越好，找他合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柯大军不仅对客户诚信，对员工更是关怀备至，尽显孝义善
举。 茶园村的周恩娥一家生活困难，是村里的贫困户。 柯大军知
道后，主动让她到养鸡场上班，帮她解决生计问题。有一回，周恩
娥的父亲突发重病， 急需一大笔治疗费用。 周恩娥急得直掉眼
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柯大军听说后，二话不说，跑到银行取
了一万元现金送到她手里。他安慰周恩娥：“妹子，这钱你先拿着
给叔治病， 就当是我提前预支给你的工资， 啥时候有钱啥时候
还，别着急。 ”这一万元，就像一场及时雨，解了周恩娥的燃眉之
急。 柯大军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她，还在精神上鼓励她，让她感受
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在柯大军心里，员工就是自己的家人，帮助
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柯大军一直牢记自己是岚皋的一分子，始终践行社会责任，
以孝义之心回馈社会。 2020 年，他给岚皋的官元九年制学校、滔
河九年制学校、花里小学、溢河小学等乡镇学校送去价值 5000
元的鸡蛋，希望孩子们能健康成长；2022 年六一儿童节，他又给
蔺河小学送去价值 5000 元的鲜鸡蛋， 给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
福；2024 年，为支持乡村文体事业发展，他为岚皋“村 BA”赛事
捐赠价值 20 万元的烤鸡蛋。 这些善举，饱含着他对家乡的热爱
和对乡亲们的关怀。他常说：“我是吃岚皋的饭、喝岚皋的水长大
的，现在有能力了，就应该为家乡做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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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 秦岭山麓的旬阳市红军镇上马
村绿意盎然。 占地十余亩的鸵鸟特色养殖
场内，500 余只非洲红颈鸵鸟或低头觅食，
或悠闲踱步，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
趣。

走进鸵鸟特色养殖场，自动饮水系统、
标准围栏、 专用饲料加工区等设施一应俱
全。 养殖场负责人朱修军边投喂饲料边介
绍：“这些红颈‘大个子’看着威猛，实则性
格温顺。 主要以青草、秸秆、麸皮、玉米粉为
食， 养殖成本较低。 去年下半年首次收获
100 多枚鸵鸟蛋，每枚 200 元被抢购一空。”

“鸵鸟养殖的经济效益，远不止卖蛋这
么简单。 ”朱修军接着补充道：“事实上，鸵
鸟浑身是宝：鸵鸟肉高蛋白、低脂肪、低胆

固醇，富含钙、锌等矿物质，是理想的保健
食品，市场售价在 50~80 元/斤。 鞣制后的
鸵鸟皮纹理独特，被皮具商誉为‘软黄金’，
一张成年鸵鸟皮可制 2~3 个高档手包。 鸵
鸟毛因不易产生静电， 既能用于擦拭精密
仪器，也是高端服装的优质配料。 经测算，
鸵鸟综合利用率可达 95%以上。 ”

谈及鸵鸟特色养殖初衷， 上马村党支
部书记冯远江娓娓道来：“西安光大建设工
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尚劲州返乡考察文
旅项目时， 发现红军镇气候与非洲红颈鸵
鸟原产地肯尼亚高原高度相似。 鉴于鸵鸟
产品品质独特、市场需求旺盛，经深思熟虑
后，尚劲州暂放下西安的建筑工程业务，赴
泾阳考察学习，于 2023 年返乡成立旬阳市

春华秋实金周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投身
鸵鸟养殖事业。 ”

然而，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
尚劲州引进 300 只非洲红颈鸵鸟， 因缺乏
养殖技术，雏鸟成活率低、产蛋率不理想等
问题接踵而至。 面对困境， 尚劲州并未退
缩，他通过外出培训学习、网上查阅资料、
请教专家等方式钻研养殖技术， 逐步攻克
了这些难题。

经过不懈努力，养殖场发展渐入佳境。
如今， 存栏鸵鸟超 500 只， 成年鸟占比超
60%。 年产蛋量稳定在 300 余枚，仅蛋品年
收入就超 6 万元。 加上肉、皮、羽毛等副产
品销售，产品备受客商青睐，成功实现规模
化发展。 扣除 40%的养殖成本后，年净收益

达 20 万元。
随着鸵鸟养殖规模扩大， 尚劲州的创

业实践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目前，合作社
长期固定雇用 6 名村民，每人日薪 100 元。
另有 20 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从事饲
料加工、清洁等工作，日薪同样为 100 元。

在养殖场内，52 岁的村民王大姐熟练
调配饲料。 她每月工资 3000 元。 以前要去
外地打工， 现在走路 10 分钟就能上班，还
能照顾老人。 作为“技术型”养殖工人，她每
月还有 500 元绩效奖金， 全家年收入比打
工时翻了一番。

除带动就业外， 鸵鸟养殖还延伸出多
元生态价值。 因鸵鸟食性广泛，秸秆可作优
质饲料。 合作社以每吨 200 元的价格定点
收购周边秸秆，年消化农业废弃物 200 吨，
既降低养殖成本，又杜绝焚烧污染，带动农
户增收 4 万元。

“鸵鸟粪发酵后是优质有机肥，免费送
给周边农户，形成‘养殖–种植’联动。 ”尚
劲州介绍，养殖园年产生态肥 500 吨，可改
良 100 亩农田。 这一循环模式已带动 20 户
绿色种植户，每户年均增收 2000 元。

尚劲州计划整合资源， 在家门口打造
集种植、养殖、餐饮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通过融入鸵鸟观赏、蛋雕体验、特色美食等
特色元素，将其打造成上马村网红打卡地，
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红军镇党委书
记黎大军表示，“将持续扶持特色种植和养
殖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推动鸵鸟
养殖等特色产业在山乡蓬勃发展， 带领村
民增收致富，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

从 “摸着石头过河” 到 “蹚出振兴新
路”， 红军镇上马村的鸵鸟养殖实践证明：
当特色产业与乡土资源深度融合， 当返乡
人才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每一片土地都
能创造“点石成金”的奇迹。 正如尚劲州所
言：“我们不仅要让鸵鸟在秦岭 ‘安家’，更
要让这只‘致富鸟’带动更多乡亲‘展翅高
飞’。 ”

“鸵”起百姓“致富梦”
通讯员 潘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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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家”护航项目“加速跑”
通讯员 王辉 祝松

晨光初现，几声鸡鸣划破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
的宁静。 村民王安军的庭院里，露水未晞的瓜藤在
竹架上舒展身姿，锦鲤用尾巴搅碎池中倒映的假山
轮廓，纳凉山洞的石壁上凝着潮湿的水汽———这座
看似寻常的农家院落，如今成了解码“传统乡村如
何对接现代需求”的小型实验室。

推开王安军家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微缩
版的山水园林：青石堆叠的假山旁，锦鲤在池塘中
游弋， 藤架上垂挂几抹青绿形成天然遮阴廊道，而
人工开凿的纳凉山洞则巧妙利用地势，将炎夏的燥
热转化为沁人心脾的清凉。 这种“三分野趣、七分匠
心”的设计，打破了传统农家院“杂物堆放场”的刻
板印象，通过艺术化再造，使农耕文明的质朴与现
代人的诗意栖居需求达成和解，让游客在移步换景
中感受乡村美学。

从观景阳台向下望去，研学区域恰似一幅动态
的农耕长卷徐徐铺展。 正值初夏研学旺季，城关镇
中心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身着统一校服，像一群跃
动的雨点散落在庭院各处。 农耕区，在农民伯伯的
示范下，小小农学家挽起裤腿，抡起锄头，有模有样
地开垦土地；石磨区内，孩子们 3 人一组合力转动
木柄 ，吱呀声中 ，玉米便磨成了玉米糁 ；榫卯木工
区，经过拼合、捶打，一个个小板凳便在孩子们的巧
手下诞生了。 从课堂到田埂，这种手脑并用的沉浸
式教育，让土地变成了建构认知的天然教具。

在孩子们的嬉闹声中，这座庭院的青砖灰瓦正
在悄然编织着一张惠及邻里的共富之网。 54 岁的王
师傅正抚着掌心的老茧， 向孩子们展示如何握锄
头，“之前我总是在外地打零工，因为妻子突发心脏
病，需要人长期照顾，我就回来了。 ”如今，王师傅在
研学旺季便化身“农学导师”教孩子们，识农具、认
农作物，淡季时就在王安军庭院里搭建茶室、整理
庭院、侍弄花草。

王师傅的故事并非孤例。 自 2020 年庭院启动
建设以来，王安军以“艺术筑巢”理念建构庭院，将
工程细化为 “景观营造”“非遗工坊”“生态维护”等
10 余个模块，创造持续性就业岗位。据了解，建设期
间累计吸收本地劳动力百余人次，20 余名村民实现
“家门口”全年稳定务工。

如今，这座承载着乡愁与创新的庭院已成为西
营镇乡村振兴的亮眼名片。 通过将传统农事与研学
实践深度融合，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更探
索出一条“农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城关镇政府，联合岚皋晟兴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在城关镇爱国村田家院子举行“乡村振兴我助力、产
业发展我先行”———产业帮扶仔猪发放仪式。当天，共为 63 户养
殖户发放仔猪 138 头，免费向县中心敬老院赠送仔猪 10 头。

据了解，此次仔猪发放，是由岚皋县晟兴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低于售价 40%向爱国村村民提供， 农户每头仔猪可节省资金
250 元。 企业负责人肖义坤表示，此举旨在支持爱国村养猪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周煜 摄

包装精美的鸵鸟蛋礼盒

鸵鸵鸟鸟在在养养殖殖场场悠悠闲闲地地踱踱步步

学学生生合合力力推推动动石石磨磨

学学生生体体验验古古法法犁犁地地

柯柯大大军军在在养养鸡鸡场场查查看看刚刚下下的的鸡鸡蛋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