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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走进汉滨区关家镇关田村蔬菜保供基地，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大棚， 棚内一行行辣椒
植株绿意葱茏，茎秆茁壮挺拔，青碧色的美人椒与螺丝
椒恰似翡翠般挂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
说着丰收的喜悦。

关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大锋正穿梭在大棚间， 与农
户们并肩协作。他时而俯身查看辣椒的长势，时而与农
户交流采摘的技巧，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农户们围
在他身旁，讨论着辣椒基地的收成，手中的动作却一刻
不停，采摘、分拣，配合默契，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田园劳作图。
“等这一季辣椒罢园， 我们马上着手土地翻耕，为

种植萝卜以及西红柿做准备， 这些蔬菜主要供应给本
地的泡菜公司。 ” 陈大锋对基地的运营有着清晰的规
划。 该蔬菜保供基地占地近 50 亩， 原有 27 个设施大
棚，今年春节刚过便新增了6 个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 。 如今 ，33 个大棚均配备了先进的自动喷灌设
备 ，精准地为蔬菜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确保每一
株蔬菜都能在最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今年春季，基地
产出的 2 万公斤莴笋、甘蓝等蔬菜刚一上市，便凭借优

良的品质被抢购一空， 良好的经济效益让陈大锋备受
鼓舞。 这一季的辣椒， 更是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态
势。

“为让更多农户熟练掌握新的种植技术，稳定蔬菜
的品质与产量，后续我们打算把大棚反包给农户，让家
家户户都参与到产业中来。 同时， 组织专业的技术培
训，邀请农业专家为农户传授实用的种植技巧，让大家
在实践中提升种植水平，增加收入。 ”陈大锋的话语中，
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眼下，行走在白河县田间地头、林下山坡、
农家院落，处处可见魔芋舒展着肥厚的叶片，孕
育着丰收的希望。随着《白河县魔芋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全面实施，
2025 年白河魔芋产业迎来强劲开局：新增种植
面积 1.1 万亩，总规模达 5.58 万亩。

白河县委、县政府立足“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县情，聚焦魔芋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链
条化延伸、品牌化打造，科学制定并印发魔芋产
业三年行动方案，涵盖了未来三年的清晰目标、
发展路径与保障措施，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绘就
了精准蓝图。 2025 年作为三年行动开局之年，
各项部署迅速落地见效， 为产业长远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总体方案突出立体种植 ，即在海
拔 600 至 1200 米区域建成 3 万亩林下魔芋
栽培产业带和 1 万亩的种芋繁育区 ， 建成
与玉米等高秆作物套种的大田魔芋栽培示
范带 1 万亩，投入财政资金 222 万元，惠及 46
个新型经营主体。强化“魔芋保险”作用，提升魔
芋保险覆盖率， 为种植户有效抵御自然与市场
风险撑起“保护伞”，显著提振发展信心，降低种
植风险。

白河县还在麻虎镇里龙村， 巧妙利用农户
房前屋后有限的“巴掌地”，发展 500 余盆盆栽
魔芋，一年下来创造超过 1.2 万元的净收入，小
小庭院，释放出可观的增收能量。位于中厂镇的
陕西秦楚农耕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积
极示范推广魔芋标准化种植技术， 建立了 300
余亩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 公司为周边农户提
供优质种芋和统一技术指导， 在公司的示范带
动下， 村民叶秀安将学到的魔芋标准化种植技
术应用于自家魔芋地， 其魔芋亩产较之前种植
提高 20%以上，品质更优，售价更高，年收入显
著增长。

白河县积极与国家科技特派团、 安康市农
科院、 安康市农技中心等科研机构组建产业创
新技术服务团，在品种、技术方面进行突破，取
得显著的应用效果。全县农技人员深入践行“一
线工作法”，围绕行动目标，组建 4 支技术服务
队，分片包干，蹲点指导。从优良种芋筛选、标准
化种植技术推广，到水肥精准管理、病虫害绿色
防控，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技术服务。 在巩固
提升传统林下栽培与大田套种效益的同时，白
河县在中厂、茅坪、麻虎三镇示范推广了魔芋轻
质化盆栽模式。这一模式突破土地限制，空间利
用率提高 3 倍，节水 65%，病害发生减少 30%，
巧妙盘活农户房前屋后闲置空间，具备节水节肥、轻便易管、产出高效
等显著优势。 不仅为农户开辟了“方寸之地生金”的新渠道，更激活了
乡村“庭院经济”的巨大潜能，成为产业多元化发展的亮丽名片。 该县
积极推广“安魔 128”抗病品种，软腐病发病率降 18%，种芋成本节省
30%。做好软腐病的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该县魔
芋田间管理到位，普遍长势健壮，叶色浓绿，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了坚
实基础。

白河县还加大魔芋加工链条延伸力度，培育隆勋公司魔芋素食生
产线，开发即食魔芋凉皮等 8 款产品，鲜芋加工转化率突破 38%，附加
值提升 2.3 倍。 品牌战略发力，“芋灵子” 秦巴魔芋区域品牌亮相农高
会，魔芋膳食纤维打入各地商超。

从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到漫山遍野的规模化种植，从个体探索
到合作共赢，白河魔芋产业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让绿水青山真正转
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

“今天中午预定了一桌， 下午预定了
两桌……”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小院总共只
休息了十来天。忙起来的时候连饭也顾不
上吃，就是辛苦了我媳妇……”

一大早，在白河县双丰镇双安村状元
沟古树小院，39 岁的余世军正拿着扫帚
清扫院子，喜悦之色始终洋溢在脸上。

时下，走进状元沟，一股清凉之感扑
面而来。这里古树参天，游人如织，极具陕
南历史底蕴的石板土房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一沟两岸，富有地方特色的多种产业镶
嵌其中，绘就了一幅唯美的田园画卷。

这在五年前，是这里的老百姓想都不
敢想的事。

提起原来的状元沟， 在此居住了近
50 年的余世明最有发言权。 “曾经的状元
沟，环境脏乱差，大部分年轻人都出门打
工了，年纪大的种不了地，成片的土地撂
荒，看着就让人心疼。 这两年大力发展庭
院经济，年轻人渐渐回来了，让我们又看
到了希望。 ”

2022 年 4 月，双丰镇通过多次考察，
结合镇内土地条件、资源禀赋、特色产业
等，最终选定了状元沟作为“庭院经济”示
范点来进行初步打造。 2023 年至今，又结
合学习“千万工程”经验，通过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以及宜居农房改造政策等，让状元
沟再次焕发“青春”。

截至目前，状元沟内已经建成各类特

色小院 6 家，古树小院、戏水小院、农耕小
院、茶香小院、油坊小院、石磨豆腐坊等错
落有致，布局合理。沟内新建茶园 300 亩、
中药材 200 亩、魔芋 100 亩、五味子采摘
园 50 亩、八月瓜采摘园 10 亩、水稻 20 亩
等。

此外，为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有更
好的乡村体验， 状元沟还开发了 “21℃
清凉一夏 ” 项目 ， 充分利用辖区内可
纳凉 、可玩水 、可烧烤的优势 ，打造“听
蝉鸣、戏溪水、品美食、忆乡愁”的乡村旅
游品牌。

“状元沟内的农副产品基本上实现了
自产自销，去年自产的大米、辣椒、土豆、
豆角，我们几个小院根本就不够吃，还时

不时地去村内其他小组的户上购买。群众
在家门口挣着钱了，发展产业的信心就更
足了。 ”双安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忠庭对于
“庭院经济”有着独到见解。

“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土特产文章，
通过‘党建+庭院经济’，吸引游客住石板
土房、吃农家土菜、赏千年古树、体验农耕
文化。 我们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优化生
态环境，做强特色产业，力争将状元沟打
造成极具陕南风情的精品农旅融合示范
基地，以点带面，不断促推乡村全面振兴，
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对
于未来， 双丰镇党委书记涂石磊充满信
心。

时下，石泉县熨斗镇 115 亩“订单茄子”种
植基地迎来丰收季。 紫得发亮的茄子沉甸甸地
垂挂在枝头，农户们穿梭于田间，熟练地采摘、
分拣、过秤，一筐筐茄子装车待运，田间地头呈
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作景象。

“今年茄子长势喜人，果实修长匀称，色泽
紫红鲜亮，亩产量预计可达 3000 公斤，基地采
用‘订单农业’模式，所有茄子采收后直接配送
到签约企业，实现了产销无缝对接，有效解决了
农产品销售难题。 ”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张守军
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批茄子是和陕西菜字头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订单，企业提供优质种
苗、技术指导并保价收购，种植大户负责具体种
植，这种模式让种植大户彻底摆脱了销售的后
顾之忧。

“茄子具有生长快、 采收期持续的特点，目
前第一批茄子已进入丰产期， 每隔 5 到 7 天就
能收获一茬。附近村民纷纷参与采摘工作，既解
决了基地的用工需求， 又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来
源。 ”茨林村种植大户张诗平介绍道。

“我从 6 月底开始来基地摘茄子，这里离家
近，守着家就能赚钱，比到外面打工好咧。”沙湾
村村民胡广芝一边采摘茄子一边说。

如今，熨斗镇已陆续发展土豆、辣椒、紫皮
长茄等多种订单产业，全镇“订单农业”的版图
已扩展至 1700 余亩，这种“稳产保收”的产业形
态，让农户不仅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还通
过参与田间劳作获取报酬， 同时分享产业发展
的红利，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为全
镇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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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沟的“幸福表情”
通讯员 吉路 鄢继炎

蔬菜大棚势成产业大“鹏”
通讯员 王选民 张骥 文/图

“菜园子”精准对接“菜篮子”
通讯员 王贤卓

辣椒茎秆茁壮挺拔
菜农喜上眉梢

熨斗镇茄子基地喜获丰收 农户采摘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