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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别看我家庭院不大，可处处是宝！ ”初夏时
节， 汉阴县涧池镇新华村村民张本录蹲在自家
的无土栽培大棚前，熟练地调试着水循环系统。
棚内绿萝垂蔓、蒜苗青翠、芦笋破土，汩汩水流
在管道间奔涌。

作为肢体四级残疾人， 张本录曾被生活重
担压弯了腰。 妻子外出务工、儿子异地求学，他
因身体限制只能在家附近打零工， 日子过得紧
巴巴。 转机出现在今年，汉阴县残联将涧池镇新
华村列为庭院经济与“八小经济”重点示范村，
张本录凭借往日里“不等不靠”的韧劲，再次被
纳入帮扶对象。 曾经的普通农家院，正经历着一
场静悄悄的蜕变。

漫步庭院，目之所及皆是巧思。 猕猴桃藤已
爬满竹架， 葡萄串与新结的李子在绿叶间若隐
若现；精心修剪的月季，将小院装点成微花园。
尤为巧妙的是那套水循环系统： 无土栽培大棚
里的水泵借助太阳能板供电， 正通过管道将庭
院一侧的两个高位鱼塘的水源源不断输送，满
足棚内绿植需求后， 多余的水便顺着管道 “回
流”至高位鱼池，形成“种植用水—水产养殖—
水循环利用”的良性闭环。 种植的瓜果蔬菜在满
足全家日常所需后， 富余的产出便成了 “钱袋
子”。

“一开始可没少走弯路。 ”张本录指着大棚
角落几株曾发黄的植株感慨。 原来，无土栽培初

期，他遇到叶黄、枯萎等难题，急
得整夜睡不着。 好在县残联与镇
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县农业局专
家上门“把脉”，很快找出循环水
系统中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含
量不足、基质与作物根系适配性
不佳等关键问题，并详细讲解调
整方法，针对性指导其制定解决
方案。 “现在技术过关了，太阳能
板供电降低了成本， 水循环系统还能
省水省肥，这大棚真是越养越有奔头！ ”张
本录说。

“政府帮着搭棚子、建系统、通水电，技术
有专家盯着，销路也在想办法。 我们只要甩开膀
子干，日子肯定越过越甜！ ”张本录抚摸着嫩绿
的菜叶，眼里闪着光。 这个 20 平方米的无土栽
培大棚，不仅是他增收的“经济引擎”，更托起了
残疾家庭的尊严———不用再看天吃饭， 不用再
为生计奔波，家门口的方寸之地，也能种出“希
望”。

新华村的庭院经济实践，正是“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的生动注脚。 “我们发现很多残疾户
庭院宽敞却闲置，便想着把房前屋后变成‘聚宝
盆’。 ”该村党支部书记邓勇介绍，通过培育示范
户，引导村民盘活资源发展渔业养殖、钢构大棚
无土栽培，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为残疾人群体

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增收路径。 张本录正是村
里首批“吃螃蟹”的示范户之一。

如今，这座科技大棚，正释放着远超其体量
的能量： 它让残疾农户在家门口触摸现代农业
科技的脉搏，在方寸之间圆了增收梦想；它用绿
意盎然的科技种植，悄悄提升着村居“颜值”，更
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频共振。 随着示范效
应持续显现，新华村庭院经济的“星火”已渐成
“燎原”之势———更多残疾农户的“小庭院 ”，正
沐浴着政策暖阳与科技之光， 等待着从 “菜篮
子”到“致富园”的华丽转身，共同奏响乡村振兴
的动人乐章。

“村上带头搞产业，你们省心、省钱、省劳力！ ”7 月
4 日傍晚， 返航的无人机搅动了平利县洛河镇安坝村
的绿色稻浪，田埂上机手紧盯控制屏，一旁的村党支部
书记康万旦与村民们唠着家常。当天，安坝村 500 余亩
富硒粮油的飞防作业全部完成。

“以前种子撒下去，人就‘绑’在地里了。管护不好，
辛苦一年白忙活。都是等政策、靠补贴。”说起村上干部
带头发展产业的好处， 二组村民张义忍不住做对比：
“现在托管给村上合作社，每亩地一年能多收 1500 元，
除了管水其他都不操心，有时间就去集镇打零工，一年
能存 4 万多块钱……”

从 2018 年回乡创业的“门外汉”，到现在各种农机
熟练操作、 拥有一条大米加工生产线的高级职业农民
康万旦通过创办农博种养殖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增
收，累计发放劳务工资超 200 万元。 “正在筹备稻虾共
养、露营基地，要让乡亲们尝到农旅融合的甜头，主动
加入致富队伍。 ”谈起未来的发展规划，康万旦喜不自
胜。

“不仅让村民们放心跟着干，还要让他们大胆干！”
这也是洛河镇丰坝村村委会副主任李证辉如今的工作
理念。

自 2018 年回乡创业， 他先后创办了农旅一体的

“李家小院”和丰坝茶叶专业合作社。如今，他最操心的
却不是自己的 200 亩茶叶，而是村上的烤烟发展情况。

“以前撂荒地是他帮忙整理，十几亩地的烟叶也
是他一趟趟用皮卡车往山下拉，山路崎岖，握方向盘
颠得像筛糠……” 去年丰坝村村民刘继波的烤烟大
获丰收，他最感谢的人就是李证辉。 不少村民见增收
快，便找到村“两委”班子，表达想发展烤烟的想法和
对路况的担忧。

今年，丰坝村继续扩大撂荒地整理范围，积极争取
资金和政策，新修建了 2000 米的产业路。 如今站在山
脚仰望，新修的产业路如一条玉带缠绕山间，串联起沿
线 250 亩郁郁葱葱的烟田。

“通过选好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建强基层堡垒，这
几年洛河面貌一新，尤其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富硒粮油、
茶叶、桑蚕、魔芋……基本实现了一村一品。 ”据洛河镇
党委书记吴琴介绍，该镇将“分类指导、争先进位”纳入
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清单，按照“一支部一策”制定提
升方案，实现各基层党组织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我们一方面建立‘能力导向型’培养路径，对学历
不足但成绩突出的干部，通过结对帮扶、政策补贴等方
式，支持其完成在职学历教育；另一方面实施‘人才优
选计划’，重点选拔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优秀人员充

实进定向培优队伍，并配套专项培训课程。 ”吴琴补充
道。

“点”上开花，链上生“金”。 通过“红色引擎”驱动，
洛河镇茶产业链党支部与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及各村
党支部构建起三方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了对全
镇 70 余名闲散劳动力“摸底建档、技能培训、劳务派
遣”的全链条管理。 同时创建“产业链党员示范岗”，划
分党员责任区，开展“一帮一”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标准化采摘生产，推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洛河镇还以组织优势激发人才动能，全力保障“第
一书记”组团帮扶工作，将全镇划分为三大片区，通过
“现场亮剑、成果论道、经验切磋”三部曲，营造比学赶
超浓厚氛围。这场“帮扶马拉松”，在前两季度落实路灯
亮化工程、健康义诊服务、消费帮扶政策，惠及 3000 余
名群众，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近 30 万元的增收红利。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洛河镇以党建“引
领力”持续激发干群齐心谋发展的“源动力”。 截至目前，
全镇建成 1.8 万亩生态茶园，因地制宜发展富硒粮油、蚕
桑养殖、中药材、烤烟等特色产业，培育 9 户庭院经济示
范户，这些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带动镇域居民人均年
收入增加 2000 余元，形成“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
生产线、群众富在产业带”的生动局面。

““方方 寸寸 地地 ”” 变变““增增 收收 园园 ””
通讯员 刘瑞

破除“等靠要” 提振“精气神”

解码洛河镇产业富民“红色基因”
记者 陈楚珺 通讯员 方青蕊

① 集镇航拍
② 第一书记组团帮扶
③ 合作社托管服务
④ 集中育苗大棚
⑤ 稻田中的产业路
⑥ 全镇建成 1.8 万亩生态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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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张张本本录录的的庭庭院院

张张本本录录正正在在打打理理庭庭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