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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项目，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为“小木耳，
大产业”；

有这样一个群体，被商洛干部群众亲切地称赞为“新商
洛人、商洛亲人”。

他们从秦淮河畔来到秦岭深处，为地方发展经济出谋划
策，为东部企业落户西部牵线搭桥；他们来自南京，却一直对
商洛的山水城林始终关切、充满深情。他们助力商洛打赢了
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商洛追赶超越的“南京力量”。

正是有了一个个好项目、来了一批批好干部，商洛的发
展又增添了新动能、补充了新力量。“宁商一家亲”，正是得益
于国家东西部对口帮扶的好政策落地生根，得益于宁商协作
的落实见效。

因为苏陕协作，南京和商洛两座相隔960多公里的城市
千里结缘。宁商协作从此成为南京和商洛人民共同关注的
话题，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同题共答 宁商携手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
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今年9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胡春
华在青海省督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时也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过渡期内脱贫地
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务必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表示，站在新起
点，南京将认真落实中央精神和苏陕两省部署，准确把握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要求，按照

“四个不摘”要求巩固脱贫成果，聚焦产
业协作培育内生动能，着眼优势互补拓
展合作领域，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探索协
同发展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上谱写宁商协作新篇章。商洛
市委书记郑光照强调指出，发展产业是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最直接、最有效
的办法，宁商两地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宁
商协作机制，积极寻找合作契合点，培育
壮大优势产业，促进群众增收，努力实现
“携手奔小康”。

正是因为认识到产业对一个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南京市这些年始终把帮助发展产业作
为宁商协作的重点。2020年，在南京市的助力下，商洛所辖
七县区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进入2021年，如何更好地帮助商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完成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了摆在全
体南京来商挂职干部面前的新使命、新任务。

2021年既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也是苏陕协作、宁商
协作的深化之年。为了全面助力商洛市在乡村振兴中继续
交出好成绩，南京市对口帮扶商洛市工作组将发展产业作为
宁商协作的首要任务。以“柞水木耳”为突破口，继续做好特
色农业的文章，以商洛的绿水青山资源禀赋为依托，充分发
挥南京在科教和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联合两地重点企业，
瞄准商洛特色农业、大健康、大旅游、新材料等产业发展中的
需求和困难，给予精准施策、对症下药。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南京与商洛一道“同题共答”。

如今，在宁商两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对

口帮扶挂职干部的努力下，一批带有明显“宁商协作”烙印
的产业正在商洛各县区生发、壮大。

同心共力 产业遍布秦岭

今年以来，位于商州区荆河生态工业园内的润科农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一家由苏陕
协作资金注资5000万元参与建成的绣球菌生产线企业。这
家苏陕协作企业建成后直接为周边区域内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500多个，同时让全区74个村集体、4000多个贫困户群众
通过入股绣球菌项目受益。“把群众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让
群众和企业建立稳定的长效利益联结机制”，润科农业在促
进产业增效的同时，也实现了让群众增收的目的。

同样是生产食用菌，岭南生物科技产业示范园作为洛南
县苏陕协作重点项目，是当地一家年产值可达5000多万元
的规模化食用菌生产企业，该企业拥有国内一流、国际领先
的食用菌香菇智能控制流水生产线。

2020年，岭南生物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智慧工厂一
期建设时，南京市江宁区向该项目投入协作资金2500万
元。项目在2020年 12月底建成，投产后可为当地100个
行政村每村分红5万元，解决就业岗位100个，助力户均
年增收4万元。

香菇产业的发展让洛南群众的增收走上了快车道。为
了继续帮助洛南县做大做强这一产业，今年苏陕资金又支持
该项目二期1500万元。据介绍，该项目未来的年产值可达1
亿元、利润2000万元，将为2000户群众提供产供销一条龙
服务，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产业在搅动了市场的同时也带动了大量人员就业，宁商
协作资金支持的岭南生物如今正在成为洛南县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力产业之一。

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对口帮扶的丹凤县，总投资1.8亿元的
雨丹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一期预计今年建成投产；总投资3亿元
以上的二期计划将于2022年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建成后可

实现年产值5亿元、税收5000万元以上。
丹凤县另外一个让许多人熟知的宁商协作项目，是占地

160亩的西部生态智能家具产业园。该项目引进国际先进的
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集生态健康、现代时尚和节能环保于
一体，是西北地区工艺最先进、最具品牌影响力的智能家具
生产基地。

据介绍，这家宁商协作企业今年1月到9月，不仅已实现
销售额1930万元，更重要的是为当地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
群众提供了500多个就业岗位，让广大搬迁户“搬得出、稳得
住、有就业、能致富”。

今年夏天，南京市溧水区与商南县就共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已初步达成了共识，双方未来将会在商南县建造一批标
准化厂房，并引导东部企业陆续入驻。

同频共振 群众分享红利

在山阳县高新区，3栋5万平方米的电子信息产业园三
期已经进入装修阶段。当地人都知道，这是苏陕协作资金支
持的项目。

在素有“秦楚咽喉”的镇安县，多个南京市浦口区援建的
产业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水产智慧养殖产业园建设
已经启动；正在扩建中的兰花产业园吸引了南京多家园林企
业前来考察；占地3.7万平方米的苏陕产业园已经进入招商
阶段；苏陕协作资金围绕产业特点扶持的板栗、中药材等主
导农特产品也都在积极稳步推进中。此外，作为苏陕两省共
同打造的高端劳务协作品牌，“镇安月嫂”也吸引了当地许多
农村妇女积极参与。

提及宁商协作对商洛产业项目的带动效果，柞水县的
茶叶产业就是典型的代表。此前由于茶树过冬的难题一
直无法解决，柞水县成了商洛地区少数几个没有茶叶产业
的县区之一。

南京市高淳区挂职干部在充分了解了柞水的土壤气候情
况后，从南京请来农业专家和茶叶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又从高
淳区带着茶树苗来柞水县搞“试验田”。两年过去了，如今高
淳的茶苗在柞水县已经长成了初具规模的茶园，今年清明节
前的第一批“苏陕茶”一上市就被客商抢购一空。“南茶北移”
让柞水人感受到宁商协作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业岗位的同时，
也让大家意识到了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今天的商洛，被苏陕协作资金扶持的产业还包括丹
凤县的东凤葡萄酒酿造、洛南的辣椒种植以及山阳县的蛋
鸽产业等等。

据介绍，为了帮助商洛市发展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南京市今年已经助力商洛市实施 95 个帮扶项
目。截至今年9月底，南京市向商洛市新增引导落地投产
企业13个；共建产业园区14个，其中农业产业园7个；援
建(扶贫)车间79个；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3854人，其
中脱贫人口数1527人。

产 业 为 媒产 业 为 媒 宁商协作谱写新篇章
苏 秦

10月28日，记者走进丹凤县竹林关镇，看到不少居民
在熟练地加工香菇，一派丰收景象。

王塬村坐落在丹江河畔，绿水环绕青山，村庄宁静祥
和。村委会前，一排排整齐的香菇棚引人注目。勤劳的村
民或提着篮子采摘香菇，或拿着剪刀加工香菇。

“我们从10月22日开始采摘香菇，一天用工量30多
人，为附近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王塬村村委会副主
任刘根存告诉记者。

村民杜金娥正忙着采摘香菇。“我在家照顾孙子上学，
这些天香菇棚需要人，我就来挣些零花钱。”采摘香菇以每
筐5元计算，杜金娥一天收入50元左右。

“由于今年这些香菇长得特别好，至少可以采三茬，预
计到来年农历三月才能采摘完。”一位技术员介绍说。

王塬村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龙头，大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计划投资300万元，建设食用菌大棚52亩。目前，一期
已投入使用面积20亩，建设食用菌大棚71个，于今年1月
开始投入使用。今年以来，王塬村发展香菇15万袋，在10
月中旬进入采摘期，预计收入90万元。

在孤山坪村，记者随处可见村民在家门前加工香菇。
刘丹虎是孤山坪村监委会主任，也是村上的致富带头人，今

年他种植了2.5万袋香菇，还种植了4亩白及、5亩黄姜。
记者见到刘丹虎时，他和家人正在香菇棚采摘香菇。

刘丹虎有着10多年种植香菇的经验。2008年，他购
买了3000袋香菇种植；2017年，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他
下大力气增加了1.5万袋香菇，花4000元购买了一台烘干
机，将香菇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种香菇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有的规模离不
开政府的好政策，产业奖补、技术指导……包扶单位为我
们提供了太多的帮助。”刘丹虎说，在包扶单位的帮助下，
他学会了根据气候条件加工香菇，并通过拉大温差让香
菇生长得更饱满。加工后的香菇比普通香菇价格要高2
元至3元。他在增收致富的同时，还带动周边4名村民通
过务工增收。

“目前全村共发展30万袋香菇，有6户香菇种植大户，
预计一袋香菇净利润是3.5元，今年预计全村净收入100多
万元。”市供销社驻孤山坪村工作队队员焦华说。

如今，香菇产业已成为竹林关镇的主导产业之一。今
年以来，全镇有88户村民发展香菇213.29万袋，目前这些
香菇陆续进入采摘期。据初步统计，全镇仅通过发展香菇
产业，预计年产值达1050万元。

山阳县色河铺镇大力
推广“稻油轮作”模式，因地
制宜探索在冬季闲田扩种
油菜，以提高土地使用效
率，实现耕地轮作与保障粮
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的良性互动。图为陆家湾
村村民在油菜育苗基地对
今年栽种的油菜秧苗进行
管护，为300亩“稻油轮作”
示范基地作前期准备。

（记者 李 敏 摄）

竹林关镇竹林关镇 发展香菇产业 开辟增收新路
宋雨萌

村民在加工香菇村民在加工香菇

南京援助商洛的食用菌企业生产车间一角南京援助商洛的食用菌企业生产车间一角

南京援助商洛的辣椒南京援助商洛的辣椒
企业生产车间一角企业生产车间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