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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5 点我们就上山摘果了！ ”6 月
的汉滨区瀛湖镇公路旁，在张永平家门前
的青石板上， 七八个竹筐码得整整齐齐，
紫黑色的杨梅上还挂着晨露。他掀开盖在
上面的新鲜荷叶，粗糙的手掌沾着紫红色
的果渍：“看这果儿，刚摘半小时。 ”

天刚蒙蒙亮，洞桥村的山坡上已有
人影晃动。张永平踩着露水钻进杨梅林，
腰间的竹筐随着动作轻晃。 他左手攥住
枝条，右手拇指食指轻捏果蒂，“咔嗒”一
声，杨梅便落入掌心。 “今年天干，果子
挂得少，但糖分足，紫色发黑的最甜！ ”

不到 7 点，3 筐杨梅已摆在自家门
前。 “杨梅放不住，摘回来就得赶紧卖。 ”
他指了指门前一字排开的杨梅筐说：“最
便宜的卖 8 元一斤，挑出来的大果卖 10
元。 ”

“老板，来两斤大果！” 西安游客李女
士停下车，捏起一颗杨梅咬开，汁水瞬间
在嘴里炸开：“比超市的甜，还带着一股清
甜味！” 张永平赶紧递上塑料袋：“放冰箱
能存 3 天，尝尝咱瀛湖的新鲜味儿。 ”

最热闹的是周末清晨，去瀛湖景区
的车流在这里慢下来。 “有个西安的回
头客，去年买过，今年专门绕路来，说我

家杨梅甜得像蜜饯。 ” 张永平边打包边
笑，皱纹里都藏着笑意。

如今， 在瀛湖镇公路旁像这样摆在
自家门前的杨梅摊有 20 多个，自发形成
了“售卖带”。 放眼全镇，从 2002 年试种
的几亩地，到如今全镇 3000 余亩的连片
果园，瀛湖杨梅早已从“试验品”变成了
“金果子”。

“当季卖鲜果，季后做加工，一颗杨
梅能‘吃干榨净’。 ”瀛湖镇党委委员、宣
传统战委员邝亚君介绍，为延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 镇上引导合作社开发出杨
梅酒、杨梅汁等系列产品。

“杨梅树是 ‘生态树’， 也是 ‘摇钱
树’。”邝亚君介绍，杨梅好管护、产量高，
适合山区坡地种植，既能保持水土，又能
带动增收。近年来，瀛湖镇依托湖光山色
的生态优势，把杨梅、枇杷等鲜果打造成
“环湖经济”的拳头产品。

夕阳西下，瀛湖水面波光粼粼，一颗
颗红得发紫的杨梅挂在枝头， 像极了村
民们日子里燃起的红火希望———这颗带
着陕南水土气息的甜果，正以生态为笔、
产业为墨、山水为画，在瀛湖岸边写下乡
村振兴的鲜活篇章。

近年来，岚皋县把促进特色
林果产业提档升级与实施乡村
振兴有机结合，通过市场主体参
与 、能人大户带动 、农户种植等
方式，扩基地、提品质，推动特色
林果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这几天，在堰门镇团员村桃
园基地里，农技人员正在为村民
讲解套袋技术要领。 果子套袋不
仅可以减轻病虫害，还能改善果
面色泽、促进果实均匀成熟。

“一天能套 1600 到 1700 个，
按小时算，一天能挣 120 块钱。 ”
村民张传笑一边介绍，一边忙个
不停。

2018 年，团员村村民胡维山
成立岚皋县堰门富鑫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流转 260 亩土地种
植中油 20、中油 21、珍珠枣油桃
3 个品种的桃子，从 6 月到 10 月
陆续都有鲜桃上市，合作社通过
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入超市等渠
道销售鲜桃。

“去年收入有 70 多万元，今
年天干虽有减产，收入也能达到
60 万元左右。 下一步，我打算在
村上举办鲜桃采摘节，同时做到
精细化管理， 保证桃子品质，带
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 ”胡维山
说。

据统计，岚皋县现有 7 个桃
园，总面积达 2000 余亩，每年带动农户 200 余户参与管
护和采收，户均增收 3500 元以上。

眼下，枇杷采摘已经进入尾声。 5 月上旬以来，在民
主镇农田社区耿家坡的枇杷种植基地里， 黄澄澄的果实
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入园采摘。

10 年前， 农田社区群众耿延华流转了 50 亩土地建
起枇杷种植基地。 2021 年成立岚皋县耿家院子枇杷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2023 年又建成了耿家院子生态农庄，
游客们可来此游玩观光，体验采摘乐趣，品尝地道美食。

“2025 年，收入预计可达 60 余万元。 我要把基地基
础设施建好，提升水果质量，尝试林下养鸡，把生态农庄
与游乐、 采摘相结合，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把农庄办红
火。 ”耿延华说。

与此同时，网络达人、第一书记组团通过抖音、视频
号等平台直播带货，将“流量”变为“增量”，带动果园采
摘、民宿农家乐等产业协同发展。

6 月 4 日上午，在城关镇茅坪村桃子采摘园里，第一
书记 “组团服务” 电商带货工作队的队员正在拍摄短视
频，助力树上鲜桃走进千家万户。

“像这种在田间直播带货的活动，今年以来我们已经
开展了 80 多次，力争让好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南
宫山镇桂花村第一书记雷维鹏说。

据了解，岚皋县现已种植柑橘、青脆李、桃子、枇杷、
樱桃、梨等特色林果总面积达 0.95 万亩，建设特色林果
种植基地 24 个， 预计今年全县特色林果产业产值可达
3000 万元。

近日，走进旬阳市段家河镇李家庄村
的蟠桃种植基地，一个个套袋的成熟蟠桃
挂满枝头，种植户向选定正穿梭在桃林间
采摘蟠桃。

“现在摘的是早熟品种，糖度含量在
16%到 18%， 前一段时间卖的纽扣蟠，含
糖量在 20%， 珍珠枣油桃含糖量是 22%，
非常好吃。 ”向选定说。

6 年前，向选定开始在家乡发展种植
业，头脑灵活的他从外地引进了中蟠系列
优质品种。 目前发展蟠桃 12 亩， 有纽扣
蟠、 毛蟠、油蟠等 8 个品种。 他种植的蟠
桃因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备受消
费者喜爱。

“去年平均 1 亩地纯利润 1 万元左
右，还推广了白奶油蟠，现在市场上 25 块
钱一斤，叫白奶油蟠 8 号、6 号，今年又种
了 2 亩多，明年可以少量挂果，后年到丰
产期。 ”向选定说。

如今，李家庄村在“一村一品”特色发
展政策支持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立足
生态和交通区位优势， 不断深挖资源，延
伸林果产业链条，目前李家庄村的蟠桃成
为段家河镇“五棵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松木沟的桃比较出名，有 20 多户种
蟠桃，现在不愁销路，所以我们有信心把
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向选定说。

这只是旬阳市发展特色产业促农增
收的一个缩影。如今，在旬阳市，冬青村的
狮头柑、弥陀寺村的拐枣、构元社区的枇
杷等一张张“一村一品”促农增收的靓丽
名片也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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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梁开明）今年以来，紫阳
县高滩镇以制度为纲、数字为器、民意为尺，用
好“严管、智管、共管”三大实招，让村集体“家
底”清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该镇制定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操作清单，
通过 29 项流程，明晰从资产清查、合同审核到
公开招标的全过程。 针对以往“人情包”“低价
包”等痛点，该镇创新建立到期提醒监督制度，
要求村组资产到期前 1 个月启动“镇纪委提醒
谈话+农经站合规审查+村务监督委全程跟

进”机制，从源头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该镇接入省级农村“三资”信息化系统，将

全镇集体资产“上云入库”，通过“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实现资产动态监管与群众实时
监督“无缝对接”，群众投诉办结率达 100%。

该镇创新 “群众参与式 ”监管 ，通过屋场
会、村湾夜话、线上意见箱等渠道 ，让村民从
“旁观者”变“参与者”。 今年以来，收集诉求 47
条， 整改资产登记遗漏、 分红延迟等问题 23
项。

本报讯（通讯员 邝云 李晓宇）日前，宁陕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办、县
镇村级联动办”模式，倾力打造“小宁帮办”服
务品牌，切实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转向“好
办”“易办”。

“小宁帮办”团队响应群众需求，深入城关
镇新天地小区商铺开展服务，推进线上线下无
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同质量服务，更好满足
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办事需求，不断提升政务
服务便利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持续优化宁
陕营商环境。

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营业执照年审，对不
熟悉线上操作的商户全程协助办理。针对养老
保险缴纳服务，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政策、计算
待缴金额， 手把手指导群众通过手机 APP、微
信小程序完成“指尖缴费”。 同时，工作人员逐
户宣传政务大厅“帮办代办”“办不成事”反映
窗口等便民服务举措。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商
铺年审指导 10 余户，协助 20 余名群众线上缴
费， 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 解答咨询 40 余
次。

蟠桃丰收不愁销
通讯员 宋博琳 王用兰

“环湖经济”果当家
通讯员 刘一薇 罗妍

宁陕“小宁帮办”
延伸便民服务半径

高滩镇多举措摸清
村集体经济“家底”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霞 沈官星）为给新
社区工厂员工提供一个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
平台，选拔一批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的技能人
才，日前，汉阴县举行第五届新社区工厂技能
大赛。

大赛聚焦毛绒玩具缝纫工工种，设置个人
赛和团队赛两个比赛项目，来自全县 8 个新社
区工厂 48 名职工参加比赛， 从毛绒玩具片料
车缝的针距、止口、回针、勾缝精度与速度等方
面对员工基本技能进行全方位比拼。

比赛现场，只见参赛选手全神贯注、一丝
不苟，全力以赴，在眼力、脑力、手力的较量中
比拼，在速度、技术、质量的协调中竞技，充分
展示出精湛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经过 1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委根据成品

数量、工艺质量、比赛用时、团队协作等方面综
合评分，最终评选出大赛一、二、三等奖。

“这次比赛不仅考验我们的操作熟练度，
还考验细节和效率。我也发现了自己平时工作
中的一些不足，也从其他选手身上学到了很多
技巧。 回去后我要把经验分享给工友，和大家
一起进步！ ”参赛选手刘世艳说。

近年来， 汉阴县高度重视新社区工厂的发
展，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有力举措，成功吸引
了众多优质企业入驻。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新
社区工厂 115 家，吸纳就业 4485 人，实现产值
15.2 亿元，出口创汇 8689 万元。 社区工厂产业
已成为县域工业的骨干产业、 外贸出口的支柱
行业、 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的主要
渠道。

汉阴举行技能大赛
比拼毛绒玩具缝纫技艺

前河村传统村落为国家级传统村落， 位于汉滨区谭坝镇前
河社区，村落布局依托自然环境，与山水相依，如散落在秦巴山
区的明珠。

整个村落格局自然，完整保留了传统风貌。村落除集市部分
建筑依路而建之外，大部分传统民居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分散
布置在山脚田间。 其中王家院子、 喻家院子风格突出且保存良

好，是前河村传统村落民居典型代表。
2021 年起， 谭坝镇实施前河村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对

原房屋建筑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修缮， 完善交通和相关基础设
施，目前传统村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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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遗珠———前河村传统古村落
游游客客在在王王家家院院子子天天井井游游览览

喻家院子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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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前河村传统村落 游客在前河村观光游览 俯瞰王家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