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骄阳似火的七月， 走进岚皋县石门镇芙
蓉村林麝养殖基地，一排排圈舍整齐有序，一
只只林麝皮毛顺滑，时而闭目养神，时而上蹿
下跳， 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养殖画卷在眼前
徐徐铺展。

林麝被誉为中药材里的 “软黄金 ”，所分
泌的麝香药用价值极高，养殖潜力巨大。 近年
来，石门镇精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依托芙蓉
村海拔适宜、林草丰茂、气候温润等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将林麝作为重点产业大力发展。
基地引进并应用先进养殖技术， 精细化管理
林麝的饮食、卫生等条件，并实时监测其日常
活动及健康状况， 预计今年底养殖规模将达
200 余只。

在该镇双丰村魔芋种植园区， 得益于近
日雨露滋养， 一株株绿油油的魔芋幼苗茁壮
生长， 田间地头绿意盎然。 村民们正抢抓农
时，有条不紊地进行锄草、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管护作业。 同时强化栽植技术指导，为魔芋
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为推动魔芋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该
镇采用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企业主体+脱贫
户”联合发展模式。 通过大田种植、林下套种
等方式，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持续延伸产业链
条，积极拓宽产品销路，聚力做大做强魔芋产
业。 目前，全镇 8 个村发展魔芋种植面积 1400
余亩，昔日“土疙瘩”正蜕变为群众增收的“金
元宝”，有力夯实了致富根基。

在该镇小沟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村民们
正抢抓农时节令，在田间埋头劳作，为党参苗
进行锄草、施肥、松土等作业，确保苗木茁壮
成长。 翠绿的党参苗在微风中摇曳，清新的草
药香气弥漫田间，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夏日管
护景象，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为持续壮大中药材产业，该镇积极引进能人大户，发挥其示范带动
效应，广泛吸纳周边群众进园务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同
时在产业延伸上下功夫，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拓展销售市场。 目前全
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4000 余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产品
增值等多渠道实现增收。

在该镇大河村生态流水养鱼基地，鱼塘建设现场一片繁忙。基地充
分利用当地优质山水资源，采取村集体资金入股方式发展，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技术，并加快鱼塘等基础设施建设进
度，推动生态渔业向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

该镇紧扣全县打造“鲟鱼之乡”目标，坚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经
营主体+群众”联合经营模式，积极引入村集体发展资金，实现互利共
赢、风险共担。 预计今年底，鲟鱼养殖产量将突破 50 万公斤，在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的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该镇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紧紧围绕县域“4+X”特色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坚
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持续壮大林麝、魔芋、茶叶、中药材、猕猴桃、烤
烟、地膜洋芋等特色产业，有力推动镇域特色产业补链强链、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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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白河县茅坪镇田湾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掩映在
绿树丛中， 蜿蜒的村道与田园风光交织， 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画
卷。去年以来，田湾村积极利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奖补资金，对 60 户房
屋进行改造，显著提升了房屋的功能性与居住舒适度。

田湾村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 创新采用 “党支
部+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模式。 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主体，组织群
众以家庭为单位，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空间，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目前，
已成功打造特色庭院 6 个，培育庭院经济示范户 54 户。 合作社积极帮
助群众拓宽销路，累计销售菜籽油 1000 余公斤、土豆 4000 余公斤、竹
笋 600 余公斤，实现销售额 20 余万元，户均增收 2000 余元，村集体经
济也从中获益 7000 余元。

依托丰富的茶叶资源和五龙尖自然景观，田湾村全力推进 AAA 级
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2023 年 12 月，省林业局批准
建设五龙尖地质公园。 田湾村紧抓机遇，主动服务景区建设。 一方面加
大自然资源保护力度， 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先后改造问题厕所 6
个，拆除影响环境的圈厕 8 处，硬化道路 4.5 公里，安装道沿栅栏 250
米；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茶旅产业，改造建成 2 个茶业研学基地，2023 年
接待研学旅行 5000 余人次，组织五峰茶厂大力开展茶艺培训，2024 年
举办 12 期，培育茶叶从业人员 100 余人、茶叶种植大户 30 余户。

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田湾村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深入群众，广
纳民意，紧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等核心指标。组织网
格员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对发现的风险问题及时纳入监测范围，精准
制定帮扶措施，推动风险及时清零销号，目前已消除风险 2 户 4 人。 围
绕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多措并举落实产业、就业、创业“三业”帮扶。
发放监测对象产业奖补资金激发内生动力， 落实外出务工劳动力一次
性交通补贴鼓励就业增收。 去年全村已脱贫户、监测户收入实现 15.7%
的增长。 同时，积极争取上级和社会帮扶资源，引进田湾村老年幸福食
堂便民桥项目资金 3.8 万元及幸福食堂项目资金 5 万元； 获得陕西省
卫健委干部培训中心、陕西省药具中心及白河县市场监管局共计 10 万
余元帮扶资金。

此外，省卫生健康干部培训中心为村幼儿园捐赠图书 100 余册，为
村卫生室购置儿科医学类图书 50 余册，并为 17 户困难老党员、贫困家
庭送去生活物资和慰问金。

7 月 2 日清晨，岚皋县民主镇兰家坝
村 6 组村民陈景旺，早已起身开始调配猪
饲料。他麻利地将粉碎好的玉米面与青草
搅拌均匀，逐一向食槽投喂。很快，圈内的
小猪仔便挤挤挨挨，迫不及待地把嘴拱进
食槽，大口大口地享用起美味的“早餐”。

看着一头头生龙活虎的猪仔欢快地
进食，陈景旺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
些猪仔，正承载着他致富的梦想。

陈景旺走上养猪路， 实属情非得已。
这源于一场安全事故对他生活的彻底改
变。

早年，因家境贫寒，陈景旺 19 岁时就
随村里人远赴黑龙江煤矿打工，后又辗转
至河北省沙河市煤矿务工。 1998 年，一场
安全事故造成他右腿粉碎性骨折，从此便
落下残疾。

失去重体力劳动能力后，他只能守着
3 亩多地过日子。 地里繁重的农活主要靠
妻子陈伦桂支撑，陈景旺平时只能帮忙打
打下手。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 2018 年。为方便
照顾两个孩子读书，陈景旺夫妇举家搬迁
到民主集镇的“希望城”安置小区，由村民
变成了社区居民。 虽说社区生活便利了，

但离开了熟悉的土地，夫妻俩顿感手足无
措，日子依旧过得十分艰难。

家里处处需要用钱，今后的生活怎么
办？ 经过深思，陈景旺决定回村发展养猪
产业，以此实现自己的致富梦。

2020 年 7 月， 陈景旺从村 “互助资
金”借款 3 万元，又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
借了 3 万元，正式启动自己的养猪计划。

修建猪舍运送沙料是一大难题。陈景
旺家的老房子建在半山坡上，门前只有崎
岖的羊肠小道。 购买的水泥、河沙和自制
的水泥砖，只能依靠背篓一趟趟从山下背
上来。

两个多月里，陈景旺如同蚂蚁搬家般
往返不停。 长时间的负重行走，磨得他双
肩红肿，腿脚酸疼，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
侧，但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同年 10 月，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陈景
旺在老屋门前建起了 3 座 23 个圈、 占地
500 多平方米的简易猪舍。 随后，他从岚
皋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领回了营业执照，成
立了贵旺养猪场。 紧接着，他购回 6 头母
猪和 10 多头仔猪，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猪
倌”生涯。

虽说以前在家也养过猪，但一次养殖

多头还是头一回。 陈景旺坚持自学，遇到
不懂的就向有经验的养殖户及技术人员
请教，并积极参加镇上组织的畜牧养殖培
训。 随着时间推移和经验积累，他逐步掌
握了消毒、喂养护理、疫病防控等知识，
到 2022 年， 其自繁自育的生猪存栏量
达到了 108 头，成为村中有名的产业大
户。

然而，进入 2023 年后，猪肉市场价
格持续低迷，几年辛苦下来，陈景旺养
猪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损了 14 万元。
无奈之下，他只能缩小规模，静待市场
转机。

去年下半年，猪肉价格终于开始回
升，陈景旺重拾养猪信心。今年，他通过
自繁自养， 将生猪存栏量恢复到了 50
多头， 同时还养起了几十只散养的土
鸡，以增加收入来源。

“眼下已出栏两头肉猪，卖了 6000
元。 圈里的 7 头母猪也陆续开始产仔，
预计到年底存栏量能发展到 80 多头，
肉猪出栏预计收入可达 10 多万元。 ”陈
景旺说：“在我事业的低谷期，岚皋县残
联连续两年给我送来了总计 3000 元的
‘阳光增收’扶持资金。 钱虽不多，却让

我倍感温暖。我还会继续在养殖这条路上
坚持下去，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
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

“多亏了张书记帮忙 ，现在购买大米的订
单源源不断，我对种植水稻越来越有信心了！”
看着满仓稻谷，平利县广佛镇秋河村水稻种植
大户邹仁和眉头舒展。 此前，150 顿新米滞销，
让他愁容满面。 关键时刻，安康市中心医院派
驻白果坪村的第一书记张坚及时伸出援手，迅
速联系“娘家”单位工会，一次性帮助销售大米
15.5 吨 ， 销售额达 18 万元 。 这只是张坚自
2023 年 8 月驻村以来，用实干解民忧 、促振兴
的一个缩影。

2023 年 8 月 ，张坚初到白果坪村 ，面对陌
生的环境，深知“融入”是第一课。 他虚心请教
村干部、老党员，在他们的带领下，跑遍了全村
5 个村民小组，实地查看耕地、山形地貌、人居
环境和产业发展。 他更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
中，通过“现场看、随机谈 、重点问 ”，迅速掌握
了村情民意 。 白果坪村拥有品质上乘的土蜂
蜜、绿色无公害蔬菜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俗
文化 ，但留守老人多 、信息闭塞 、销售渠道匮
乏，让这些优质资源难以变现 ，成为发展的瓶
颈。

摸清症结后，张坚迅速采取行动。 他发现村
民家中常有优质农副产品等待销售。 于是，他的
私家车摇身一变，成了连接山村与市场的“移动
售货站”。 他利用每周五返回安康的机会，义务
为村民带货。 蜂蜜、土豆、土鸡蛋、腊肉、羊肚菌、
应季蔬菜……源源不断地装进他的后备箱。 截

至目前， 他已累计帮村民销售农副产品价值 3
万余元。

了解到村民李达钧等家中有蔬菜滞销，他
立即联系市中心医院职工食堂，开辟销路，并用
私家车运送。 养蜂大户陈勇蜂蜜滞销，孩子开学
学费无着落。 张坚发动身边朋友，一次性帮其销
售蜂蜜 50 公斤，价值 5000 元，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零散带货，他还积极协调医院资源，建
立稳定销售渠道， 每年帮助广佛镇销售富硒大
米 15 吨以上，让稻农安心。

作为来自三甲医院的干部， 张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将优质医疗资源引入山村。 他协调市
中心医院专家到镇、村开展义诊活动 6 次，捐赠
药品 8000 余元、制氧机 2 台（价值 1.5 万余元）。
促成市中心医院与广佛中心卫生院结对帮扶，
定期组织专家前来坐诊、查房、教学，通过“传帮
带”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目前，已安排卫生院 6
名年轻医生到市中心医院进修学习。 依托“安康
市中心医院白果坪村健康工作站”，利用远程会
诊，让村民足不出村享受三甲医院服务。 该工作
站已开展坐诊 30 余次，服务群众 2000 余人次。
同时， 为白果坪村村民在市中心医院就诊开通
绿色通道，驻村工作队提供预约就诊、送药上门
等便民服务 50 余次。

一直以来， 张坚时刻将村民的冷暖放在心
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二组小沟村民黄林
是村上的养殖大户，养羊 100 多只。 半月前，黄

林家的羊跑到同组村民黄吉生菜地， 将黄吉生
的菜吃了一些。 黄吉生找到张坚要求黄林给予
赔偿。 经张坚多次劝解，黄林同意赔偿黄吉生菜
地损失，并保证会看好自家羊，避免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张坚积极为困难家庭学生争取资助 ，为 2
名困难家庭准大学生申请到安康市各界爱心
济困协会助学金共 1 万元；利用“慈善一日捐”
款项， 为当年 9 名准大学生每人发放 1000 元
助学金；协调安康市九三学社基层委员会到村
举行集体升学礼， 赠送价值 3000 余元的生活
和学习用品。 他还引入 180 套爱国主义书籍，
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联系市关工委，春节
前夕为困难家庭学生捐赠儿童爱心包 10 个 ，
为独居老人捐赠成人爱心包 5 个 ， 价值 4000
元。 今年干旱期间，他紧急协调价值 4000 元的
水管，解决村民用水难题。

从初来乍到的“外来户”，到村民信赖的“贴
心人”，张坚用沾满泥土的双脚丈量民情，用装
满农产品的后备箱联通市场， 用来自医院的资
源守护健康，用点点滴滴的善举温暖人心。 他将
私家车变成“移动售货站”，更将驻村帮扶的初
心使命，转化为白果坪村看得见、摸得着的振兴
图景。 张坚的足迹，深深印在了白果坪村的土地
上，也印在了村民们的心坎里。 驻村更驻心，实
干显担当， 他仍在为这片土地的繁荣发展继续
奔走着。

6 月 27 日至 29
日，镇坪县在上竹镇
湘坪村举办“百合花
开·畅享镇坪·清凉
上竹”2025 年镇坪县
百合花事嘉年华暨
文旅商活动，本次活
动以花为主题，将生
态观光、 民俗表演、
花车游园、美食推介
等多重元素融为一
体，为镇坪增添了一
抹清新浪漫的色彩。

活动期间，镇坪
县上竹镇百余亩百
合花竞相绽放，香气
四溢，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 。 花海
中，游客们或漫步其
间， 或驻足拍照，尽
情享受着美好风光。

心若在，梦就在
通讯员 张天兵 郑沐曦

陈景旺（右）向驻村第一书记王武军介
绍生猪的饲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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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余余亩亩百百合合花花竞竞相相绽绽放放

文文艺艺演演出出 花花车车游游园园活活动动

“三产”融合促振兴
通讯员 曹睿 邓瑞峰

今年以来，旬阳市关口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围绕作风建设提升、
项目建设提速、 兴文强旅提质等重点， 多措并举强化干部作风能力建
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兴
文强旅战略，全力吹响高质量发展“冲锋号”，擘画乡村振兴新蓝图。

该镇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扎实开展
基层党组织“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和“两强一好”示范体系建
设，成功创建“一类”党支部 2 个。

修订完善机关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严格落实多岗位锻
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凝心铸魂、履职担当。聚力项目建设，激活创新发
展“动力源”。突出抓好优质肉牛养殖场及饲料初加工项目、数字化林麝
养殖项目、羊毛衫服装厂技改扩建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优质肉
牛养殖场及饲料初加工项目和羊毛衫服装厂技改扩建项目已竣工投
产；数字化林麝养殖项目首批幼崽已于 5 月初陆续出生，重点项目建设
“多点开花”。

高标准落实烟草种植面积 2000 亩，精心管护拐枣 26000 亩，发展
黄姜、白芨、苍术、五味子等中药材面积 8000 亩；扶持 10 家养殖企业做
大做强，培育生猪万头场 2 个、千头场 3 个；培育市级农业园区和县级
现代农业园区各一家，有力夯实了群众增收基础。

同时，该镇紧扣“兴文强旅”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旅游+”策略，丰
富文化旅游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擦亮文旅融合“金名片”，多个景点纳
入汉江百里画廊综合旅游开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