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镇坪县曙坪镇漫山遍野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药
香沁人心脾。 近年来，该镇紧扣乡村振兴战略，以中药材产业为突
破口，通过扩基地、育主体、强技术，推动中药材产业从“零星分散”
向“规模集约”转型，从“传统种植”向“科技赋能”升级，走出了一条
产业兴村、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产业要振兴，基地是根基”。 曙坪镇将中药材产业列为“一号
工程”，以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 镇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组建产业
发展专班，推行“党政领导分片包抓、联村干部驻村推进、技术专员
一线指导”的网格化机制。 通过“支部+企业+村集体+农户”联动模
式，盘活土地资源，整合政策资金，全镇中药材种植实现“多点开
花”。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药材种植 8711.3 亩，涵盖黄连、绞股蓝、云
木香等 10 余个品种。

通过“园区承载、龙头带动、大户示范”战略，该镇构建起“强村
大户”矩阵。 一方面，高标准打造千亩独活种植示范园区，引进 3 家
龙头企业落地生根， 建成 200 亩以上示范基地 3 个、 百亩基地 5
个，形成“企业建园、农户入园、技术入园”的集群效应；另一方面，
实施“一户一策”精准扶持，培育药材种植大户 15 户、散户 132 户，
辐射带动 2000 余人参与产业链。 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保底
回收”协议，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产业发展活力全面迸发。

坚持“科技兴药”理念，该镇大力培养由农技专家、乡土人才组
成的“技术服务队”，开展“田间课堂”“问诊服务”等精准指导。 从种
苗培育到田间管理，从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全流程技术护航破
解种植难题。 今年以来，该镇累计举办技术培训 56 场次，培训群众
2200 余人次，培养本土技术人才 23 人，解决技术难题 125 个，发放
技术资料 2000 余份。 在科技加持下，药材品质显著提升，亩均产值
较往年提高 15%以上 ，真正实现 “种得好 、管得住 、卖得出 、效益
高”。

据了解，曙坪镇将继续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推动中药材产
业向精深加工拓展；深化“品牌兴药”战略，申报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提升市场竞争力；探索“药旅融合”新业态，建设中药材观光园、
康养基地，持续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药农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让乡村的“发展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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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阴县双乳镇千
亩荷塘景区的荷花次第开
放 ， 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景区内的小火车 、水上
高尔夫 、水上碰碰船 、军事
拓展体验营等各项娱乐项
目人气爆棚。

王文艺 安静 摄

清晨 5 点，天刚蒙蒙亮，镇坪县华坪镇团结
村的烟农黄再富已经背着药箱走进了烤烟地 。
“这阵子的烟叶得趁早晚凉快做防虫工作， 正午
的太阳能把人晒晕。 ”他一边说着，一边有条不紊
地给烟叶上药，他弓着背往田埂挪，汗水顺着黝
黑的脸颊往下淌。

不远处的烤房外，李本菊正和几个村民在一
起编烟叶。 她们的手指被烟叶汁液染成了黄褐
色，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编织的竹竿上，一会儿就
蒸发成一片白印。 “今年， 我种了七八十亩的烤
烟， 天势好的话这片烟田能收 1 万多公斤干烟，
家里的开销够了，还能添台新农机。 ”李本菊说。
从育苗时的拌基质、 装盘， 到采收时的分拣、烘
烤，烟苗像个“金娃娃”，需要烟农们日夜照料。眼
下，高温天里的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着农户们
丰收的希望。

在小渝河万亩绞股蓝示范基地，成片的绞股
蓝藤蔓像绿色的绸带镶嵌在土地上，渝龙村村民
刘应翠正蹲在地里除草。 “这草长得比苗快，太阳
越毒，草越疯长，不除干净，苗就被抢了养分。 ”刘
应翠戴着草帽，脖子上搭着湿透的毛巾。

这片绞股蓝基地采用林下种植模式，树荫虽
能挡去几分阳光，却挡不住闷热的湿气。 刘应翠
和其他农户一样，每天天不亮就来上工，中午躲
在树荫下啃几口馒头，吃一碗泡面，下午接着干
到太阳西斜。 “一天能挣 120 块钱， 够买米买油
了。 ”她笑着说，手里的动作却没停。 绞股蓝要长
两三年才能收，刘应翠和工友们就像守护孩子一
样守护着这片绿，高温也好，风雨也罢，只要藤蔓
在长，日子就有盼头。

海拔千米的山坡上，黄连苗在遮阳网下探出
嫩绿的叶片，70 岁的王云生正蹲在地里除草。 黄
连喜阴，三伏天的高温是巨大的考验。 “这黄连得
长 6 年才能收，一年除草要三四遍。 ”他指着身后
的坡地说。

华坪镇的黄连种植有几十年历史，王云生种
了半辈子黄连。 “以前靠肩挑背扛，现在修了通组
路，能用车拉了。 ”他直起身，捶了捶腰，望着脚下
的黄连苗感慨道。 高温下的劳作虽苦，但想到收
获后的喜悦，王云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黄
连虽苦，却能让日子变甜。

夕阳西下，华坪镇的田野渐渐褪去灼热。 村
民扛着农具往家走，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

夏日清晨， 石泉县曾溪
镇瓦窑村 750 亩标准化烤烟
示范园区内， 烟农们熟练地
穿梭在烟田里，进行摘脚叶、
打烟芽作业。 该示范园 7 月
中旬到下旬进入烟叶烘烤阶
段， 预计今年总产值达 300
万元，带动 30 余户村民就近
务工，发放工资 50 万元。

郭依萍 摄

双河镇蔬菜套种一棚双收
通讯员 张汉旬

三力齐发筑富路
通讯员 任均林

“走！ 出发！ ”眼下，正值豇豆采摘期，
旬阳市双河镇谢家村 20 个标准化村集体
大棚内， 一根根修长饱满的豇豆挂满藤
蔓，翠绿欲滴，村党支部书记胡祥斌提醒
“党员服务队”的成员们抓紧时间，早起采
摘豇豆。

为了保持豇豆的新鲜度和品质，胡祥
斌组织附近的党员， 选择在气温相对较
低、湿度相对较大的清晨抢“鲜”采摘。 “这
10 亩豇豆，产量预计突破 1 万公斤。 必须
赶在最佳采摘时间采完， 不然卖相不好，
损失就大了！ ”胡祥斌停下手边的活儿，一
边说着，一边取下颈上的毛巾擦汗。

“我们本来每年 10 月种植一季羊肚
菌，次年 4 月即可收获。 大家伙一合计，羊
肚菌采收结束后， 大棚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腾出来正好种豇豆，既提高了大棚利
用率，又增加了经济收入，光是这一项就
能为村集体增收 3 万余元。 再过些日子，

等大棚里豇豆完全上市，稍加整修又能种
上羊肚菌，这棚里就闲不住了。 ”胡祥斌介
绍道。 今年 4 月，谢家村开启了“菌豆轮
作”模式，只用了短短几个月，便迎来丰收
期。 通过高密度种植和套种模式，不仅提
高了大棚利用率，实现了一棚两用、一棚
双收， 还带动了周边 20 余户农户参与务
工， 让闲置大棚摇身一变成了村集体的
“聚宝棚”。

“我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事做， 不用
外出打工，一个月能挣到 3000 块以上。 ”
在此务工的谢家村三组村民高仕理说，现
在的日子过得很踏实。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深化‘三联’工
作机制，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因势利
导培育特色产业，全面激活‘三资’效能，
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双河镇党委副
书记梁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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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迎来丰收

羊肚菌长势喜人 村民在大棚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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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在在画画中中游游水水上上碰碰碰碰船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