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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走进平利县铜盆谷蚕
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只见负责人陈
扬林正和工人一块儿忙着采蚕茧。 左
手攥着结茧网边，右手张开从上往下
一捋，一大把雪白的蚕茧便落入口袋
中。 “蚕茧可是‘白金’，价钱好还不愁
卖，现在一斤 29 元左右。 按照一季产
1400 斤算， 今年 5 季蚕茧预计能卖
20 万元！ ”谈及养蚕收入，陈扬林咧开
嘴笑了，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边
采蚕茧边给笔者算起了增收账。

陈扬林是平利县城关镇三河村
人，原来以开农用车在城镇周边拉货
为生。 2018 年，一次到三阳镇尚家坝
村送货时， 他偶然了解到养蚕风险
小、收益高、销路好，便动了心思。 “开
农用车拉货每天到处奔波，活儿还不
稳定。 想着在家门口养蚕就能挣钱，
我就决心试一试。 ”

没有厂房 、缺少土地 、不懂技术
……一向果断坚毅的陈扬林说干就
干。 2019 年，他建设了 500 多平方米
的养殖厂房、成立蚕桑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 流转 60 亩土地种植优良品种
的高产桑树，并聘请蚕桑专家手把手
教授技术……“那时候 ，老陈每天都
泡在养殖厂房和桑树林里， 跟蚕、桑
树待的时间比我和孩子还多。 ”陈扬
林的爱人周莉笑着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第二季
蚕茧的收购价就给了陈扬林惊喜 。
“卖完蚕茧一算账， 养半年蚕的收入
比开一年半农用车挣得还多，我种桑
养蚕的信心更足了。 ”

在蚕桑种养殖发展稳定后， 陈扬林发现， 本地大米因口感
好、价格实惠、耐存储而深受村民青睐。 于是，他又流转了 40 亩
土地种植水稻，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同时，满足了周边乡亲们的日
常需求。 “我种的大米也很抢手， 稻子还没成熟时就有人预定，
刚脱粒就被拉走了，一年能卖 8 万多元呢。 ”

养蚕种稻为陈扬林开辟了致富的新“丝”路。 每当种养殖旺
季，合作社能吸纳周边 20 余名群众参与喂蚕、采桑、收茧以及桑
林稻田管护等工作，人均年增收 5000 余元。 “日子越过越红火，
乡亲们跟着我也有钱挣，我很满足了！ ”陈扬林感慨道。

近期， 石泉县池河镇订单种植的土豆和紫皮长茄迎来了收
获季，村民们忙着采摘销售，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池河镇五爱村预制菜种植基地， 村民操作农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忙着采挖土豆。 翻起的泥土中，一个个饱满的土豆显露
出来。 今年，五爱村与企业签订订单，共种植了 50 亩地膜土豆。

五爱村党支部书记唐继明介绍说：“今年土豆的产量大概在
5 万斤左右，预计收入 2 万多元。 收完之后，我们计划继续种植
辣椒，带动村民多赚些钱。 ”

与此同时，池河镇双营村、力建村、新兴村等村的紫皮长茄
也迎来了采收期。这些种植的茄子同样与企业签订了订单，新鲜
采摘的茄子将直接销售到县内的富硒食品企业。

“我们双营村今年发展紫皮长茄 50 亩， 我们提前签订了订
单合同，价格是 0.8 元一斤。 仅这一项产业就带动了 15 户农户，
户均增收能达到 1 万元。 ”看着满车的茄子，双营村党支部书记
谭安的话语间满是欣喜。

近年来，池河镇立足良好的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基础，抢抓
富硒食品（预制菜）首位产业发展机遇，大力推进富硒食品（预制
菜）保供基地建设。目前已打造良田村、力建村、新兴村、五爱村、
双营村 5 个预制菜产业示范点， 在 G316 国道沿线形成了集中
连片的预制菜产业示范带。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 罗雨欣）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25 年中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
资金”）4.26 亿元。 截至目前，我市今年已累计争取中省财政衔接
资金 20.44 亿元，资金争取规模再创新高。

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 2021 至 2025 年，共争取中省衔接资金 99.92 亿元，年均增长
率 1.93%； 在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市县两级累计配套
22.41 亿元，实现衔接资金五年连增，确保政策支持力度不减、投
入稳定。

过渡期内， 已累计向 4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投入中
省衔接资金 60.24 亿元， 占比达 60.29%。 市级资金对重点帮扶
县、镇、村分别给予 300 万元、100 万元和 20 万元的倾斜支持。

建立资金使用审核机制，会同多部门对衔接（整合）资金使
用方案开展联合审查并实行备案制度，重点把关资金支持方向、
产业占比、联农带农机制等关键环节，确保资金精准高效使用。

当前正值五年过渡期收官之际， 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投入
保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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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加力护航振兴

装满“菜篮子”
鼓起“钱袋子”

通讯员 王琪

在汉滨区晏坝
镇胡家沟村顺民园
公司的智慧农业大
棚里， 整齐栽种的
魔芋舒展着宽大叶
片， 郁郁葱葱连成
一片， 长势格外喜
人。 大棚依托智能
温控、 精准灌溉等
设施农业技术 ，实
现传统农耕与现代
科技的精准融合。

吴敏 向荣革 摄

旬阳优质农产品插上“云翅膀”
通讯员 乌蒙

一根网线， 连接深山与都市； 一部手
机，撬动乡村振兴新动能。 在旬阳，越来越
多的人正借助电商直播的“云翅膀”，让藏
在秦巴深处的新鲜优质农产品飞出大山，
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农业经济与数字
经济的有效融合， 不仅为山货开辟了新销
路，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吕河镇周家阳坡村的菜地里 ，“90
后”新农人李振旭手持着刚采摘的旱黄瓜，
面对手机镜头， 热情地向直播间里的网友
推介大山里的农产品：“家人们放心下单！
我们山里人自己种的农家瓜果蔬菜， 让您
吃得放心健康。 不好吃的、和我在直播间讲
的不一样的，全额包赔！ ”通过“直播带货+
店铺引流”的销售模式，短短一个月，他的
直播间累计售出 1800 多单，让全国各地的

消费者都品尝到了这份来自大山的新鲜味
道。

据李振旭介绍， 自 5 月底投身直播事
业以来，他始终保持每天两场、累计七八个
小时的直播频率。 尽管初期每日仅能售出
二三十单，面对镜头也难免生涩，但他坚持
不懈。 如今，单日销量已攀升至二三百单，
这份亮眼的成绩正是他辛勤耕耘的最好见
证。

直播带货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路
径。 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算法推荐，农产品不
仅能精准触达目标客户， 更能直观展示其
生长环境、采摘过程，并通过现场试吃等互
动方式赢得消费者信任。 这种“沉浸式”销
售模式既降低了销售成本， 让消费者获得
实惠价格，又提升了流通效率，有效破解了

农产品销售难题。
“比起线下销售，线上市场更大，消费

者更多，空间不可估量。 ”李振旭说：“每天
早上 5 点半，村里的阿姨们就到地里采摘，
10 点前就能完成打包发货， 确保消费者收
到新鲜山货，好评率非常高。 ”

这种“田间直达餐桌”的销售模式正在
旬阳形成示范效应， 越来越多的助农企业
和新农人通过电商平台， 为深山优质农产
品开辟新出路。 在大山造物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化的运营团队通过每日 4 小时
以上的稳定直播， 可实现上千单的销售业
绩。 “除了日常直播，我们也会剪辑发布引
流短视频。 通过分析视频数据，我们能优化
直播时间、频率和主推产品，确保直播效果
达到最佳。 ”大山造物新媒体运营主管朱桐
介绍道。

这支充满活力的年轻直播团队用专业
方式运营助农事业。 从山野田间到餐桌舌
尖， 电商直播不仅为优质农产品开辟了新
渠道，而且更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创造出
大量“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最近是蔬果收
获的旺季，很多老乡住在山里，我们就上门
收购，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变现。 目前，我
们的土鸡养殖项目在村里带动了 3000 多
位‘外婆’共同创业。 平时的包装、发货、分
拣、种植等环节需要大量人手，能为上百人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朱桐补充道。

从个体创业到团队运营， 从单点突破
到全域发展。 在旬阳，像李振旭这样扎根乡
土的“新农人”不断涌现，大山造物这样的
助农团队也日益壮大。 “手机成为新农具，
直播变成新农活”的新模式，让旬阳优质农
产品插上“云翅膀”，飞向更广阔的市场。

乡村的激情 全民的狂欢

汉阴“村超”点亮金色田野
通讯员 张辉

“好球！传这边！”每到周末，夏夜的汉阴县人民体育场上，
欢呼声、呐喊声响彻山城。没有顶级球星，参赛队伍均以乡镇、
村社命名，队员是地道的农民、教师、个体户和返乡青年。这场
源自乡土、全民参与的体育狂欢，不仅展现了汉阴人民昂扬的
精神风貌，更成为汉阴文旅破圈引流、凝聚人气的强力引擎，
生动诠释了文化体育与乡村旅游的激情碰撞。

在“村超”热潮带动下，汉阴乡村旅游多点开花。双河口镇
三柳村，清溪潺潺，古柳依依。村里依托生态优势，精心打造了
亲水栈道、河畔烧烤区、生态林果采摘园。 平梁镇太行村则以
其古朴宁静的陕南民居风貌和葱郁山色成为 “避世桃源”，村
中精品民宿依山而建，推窗见绿，内部巧妙融入本地元素，让
游客深度感受乡土文化。驱车沿 316 国道一路向东，月河两岸
诗画美景与非遗风情交织。 双乳镇千亩荷塘正值盛花期，“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壮观景象吸引无数镜头。
景区今夏创新推出“网红小火车”“草船借箭”等文娱项目，加
上“荷塘月色”灯光夜游，在光影科技点缀下，夜色荷塘如梦似
幻。 与此同时，凤凰山西南方向的漩涡镇，凤堰古梯田的稻浪
正涌动着生命的力量，层层叠叠的绿毯从山脚铺向云端，构成
大地上壮观的立体画卷。游客纷至沓来，用心体会这片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的千年智慧。

当“村超”赛场哨声暂歇，汉阴城区的老街巷便迎来美食
的高光时刻。外酥里软、芝麻飘香的“炕炕馍”是球迷们最便捷
的能量补给；酸辣劲道、配料丰富的“涧池烩面片”让人大汗淋
漓却直呼过瘾；豆香浓郁、嚼劲十足的“汉阴豆腐干”成为佐酒
看球的绝配。 今夏，赛场外“村超美食街”应运而生，汇聚全县
特色小吃：五香豆腐、米浆馍、酸菜拌汤、蕨粉皮子……烟火升
腾处，是味蕾的狂欢，是游子乡愁的慰藉，更是旅人读懂汉阴
最直接的密码。

汉阴的夏日，以文化为魂，以山水为幕，以创新为笔，更因
“村超”的全民狂欢而注入澎湃活力。这场文化与体育、生态与
产业、 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不仅点燃了消费市
场，拉动了经济增长，更在润物无声中增强了文化认同。

村村超超比比赛赛

文文旅旅小小分分队队推推荐荐农农特特产产

田田间间拍拍摄摄

直直播播助助农农

“多亏了欧书记帮我们跑前跑后，这笔工资终于拿到手了！ ”
近日，汉阴县平梁镇登天村村民将一面印有“为民解忧好书记”
的锦旗送到驻村第一书记欧亚莉手中。这面锦旗背后，是一段驻
村工作队为民纾困解难的暖心故事。

今年 5 月中旬，登天村驻村第一书记欧亚莉在走访入户时，
了解到村民蒋孝春等 8 人在某工程项目务工时， 被拖欠工资
18000 余元。 面对村民“讨薪无门”的困境，欧亚莉立即协调“村
两委”班子成立专项工作小组，通过走访调查、收集证据材料，先
后 6 次与施工方、劳动监察部门和发包单位沟通协调。经过近一
个月的不懈努力，最终在 6 月底成功追回全部欠款，并逐一发放
至村民手中。

“原本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欧书记把我们的小事当成大事
来办！ ”村民石泽其攥着追回的工资激动地说。 这场“讨薪行动”
不仅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更架起了干群“连心桥”，让村民真切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欧亚莉自去年 7 月被组织选派到平梁镇登天村担任第一书
记以来，带领工作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累计为群众办实事
18 件，化解矛盾纠纷 3 起，争取惠民项目 1 个，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

纾困解难暖民心
通讯员 华勇 杨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