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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笔者
来到秦岭深处的镇安
县青铜关镇东坪村，
沿着平坦的通村路前
行，水泥路干净整洁，
路两旁绿树成荫，家
家户户门前栽种的鲜
花五颜六色。

优美的环境是村
民健康生活的基础。
近年来，东坪村依据
村情，下大力气开展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优美的环境已成为该
村的亮丽底色。

村民李生发说：
“以前，村子里的破旧
房屋随处可见，到了
夏 天 ，厕 所 蚊 蝇 乱
飞。现在经过改造，
一切都变了，村里的
空气也变清新了，大
家非常满意。村里人
都说，一出家门看到
花园，心里就高兴，在
村子里转一圈，心里
都乐滋滋的。”

“通过环境卫生
整治行动，我们村大
力 推 进 户 内 抓‘ 十
改’、户外治‘八乱’、
拆旧排危、绿化美化
等工作，彻底清除了
巷 道 、道 路 、田 间 地
头、房前屋后堆放的
垃圾，已经实现了家
在林中、人在花中的
目标。”村党支部书记
李书俊说。

产 业 兴 ，百 姓
富。村民张前稳说：“家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去年
我养了 100 多头猪，收入了 20 来万块钱。今年猪价不
好，收入差些，但我相信低谷过后必是巅峰。我准备明年
扩大养殖规模，再引进一批瘦肉型良种猪，把养猪产业做
大做强。”

近年来，东坪村经过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以玉米、
大豆、洋芋、小麦为主的种植结构。村上将养猪、养蚕、务
果、种药、劳务等六大产业作为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主
导产业。目前，全村养猪 2100 多头、年养蚕 110张、种植
核桃和板栗 1670多亩，发展烤烟 400 多亩，种植白及、黄
精、苍术等为主的中药材 500 多亩。全村年劳务输出
700 多人，创劳务收入 3100 多万元，成为全镇每年依靠
劳务输出创收最多的村。

李书俊说：“以前村里成熟的核桃、板栗和一些中药
材一时卖不掉就腐烂了，如今有了电商平台，就能及时把
农特产品售往全国，还能卖上好价钱！”

“前段时间天公不作美，大雨把村上的公路冲毁了多
处、庄稼淹了上百亩，70 多农户的房子也受了损，对原来
改造的村容村貌有所破坏。灾情发生后，全村 80多名党
员干部、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齐心协力开展救灾重
建，目前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县总工会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德智说。

邻里团结友爱、和谐相处是东坪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 一 大 亮 点 。 村 里 有 个 大 小 事 ，人 们 都 会 伸 手 援 助
帮一帮。2019 年，该村被市、县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 村 ；2020 年 ，该 村 先 后 被 省 、市 授 予 卫 生 村 ；2021
年 7 月 ，村 党 支 部 被 市 委 评 为 先 进 基 层 党 支 部 。 如
今，一幅乡风文明、富裕祥和的新农村画卷已在东坪
村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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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笔者走进商南县富水镇桑树村，只见在
312 国道沿线建有规范化产业基地，村里水泥路四通
八达，农家田舍干净整洁，生态环境清新优美，村民勤
劳朴实，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幅产业兴、百姓
富、生态美的生活景象。

在桑树村的香菇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忙着采
摘、搬运香菇。在村民潘红英家的香菇棚里，只见她麻
利地把菌棒上一个个肥厚的香菇摘入篮中，不一会儿
就摘了一篮子。

潘红英说：“我家种植香菇 10 多年了，家里孩
子上学开销全靠种香菇。前几年只够家里开销，几

次都想放弃出门打工，由于孩子没人管不
放心，才一直坚持下来。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 以 来 ，国 家 每 年 都 会 给 我 一 些 政 策 补
贴 ，刨 去 成 本 、人 工 费 用 ，一 年 还 能 存 些
钱。今年我们家种植了 2 万多袋，新鲜的
能收获 3 万多斤，一斤 3 块钱，算下来收入
差不多有 10 万块了。”

近 年 来 ，桑 树 村 除 了 发 展 种 植 业 ，还
大 力 发 展 养 殖 业 。 在 村 集 体 的 养 牛 标 准
化合作社，笔者看到一排排整齐干净的牛
舍，一头头健壮的牛正大口地吃着农户手
里 刚 收 回 来 的 新 鲜 红 薯 藤 。“ 我 们 家 的 土
地都流转给村上种植药材和猕猴桃了，做
了 一 辈 子 农 民 不 干 活 在 家 闲 着 难 受 。 在

这喂牛活不重，一个月还能挣 1800 元，加上土地的
租 金 分 红 ，家 里 生 活 开 销 绰 绰 有 余 了 ，我 很 开 心 、
很 满 足 。”在 牛 场 务 工 的 村 民 殷 诗 典 一 边 铲 着 饲
料，一边喜滋滋地说。

桑树村党支部书记吕学敏说：“村集体养牛标准
化 合 作 社 是 今 年 才 成 立 的 ，主 要 养 殖 西 门 塔 尔 肉
牛，计划养殖 200 头，目前有 45 头。养殖场以绿色
养殖的经营理念，把农户家里不用的小麦、玉米等
农 作 物 秸 秆 和 玉 米 芯 、红 薯 藤 等 回 收 加 工 成 牛 饲
料，牛场里的牛粪提供给农户用于种植农作物，资
源得到合理利用，不但降低了成本，也强化了乡村

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养殖出来的牛肉品质很高、口
感好，价格也高，能卖到 45 元一斤，养到 1500 斤左
右就可以联系客商屠宰，一头牛算下来净利润有两
万元左右。”

近年来，桑树村大力发展“茶、菌、畜、果”等主导产
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村庄基
础设施建设，聚焦住房、道路、饮水等民生工程，着力改
善贫困群众的住房和生产生活条件。村民的物质生活
水平提高了，精神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变。村里先后
建起了设施齐全的休闲小广场和文化馆分馆、老年活
动中心等休闲娱乐场地，还成立了劳务公司专门解决
村民就业难题。

如今，桑树村发展猕猴桃基地 200 亩，红枫、海棠
苗木基地 40 亩，肉牛养殖场 5 个共养牛 500 多头，中
药材种植 100 多亩，茶叶种植 1000 多亩，香菇种植约
2000万袋，引进企业入驻数家。桑树村通过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条件和培育新型致富产业，使村民们人人有
事干、家家有产业、户户有资产，全村村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明显提高，2020 年人均年收入达 11800 元，村民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吕学敏说：“下一步，桑树村将以农旅融合、文旅
融合的发展模式，努力形成‘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一
村一韵、一村一特色’的新格局，逐步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目标。”

桑树村桑树村

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黄 丽

“我家流转了 4 亩地，一亩地 900 块钱，像我们这年
龄比较大的人，春季给核桃园施肥、除草、灌溉、喷药、打
虫，到夏季主要是管理，天天除草。到核桃成熟采摘时，
我们就在园子里面打核桃。我这一年务工收入一万块
钱，生活有保障了。”日前，在丹凤县棣花镇许家塬村的
1300多亩良种核桃园，65岁的村民陈军榜激动地说。

许家塬村地处棣花镇北部浅山坡塬地带，全村辖 16
个村民小组 690 户 2085 人，总耕地面积 2381 亩，人均耕
地 1.15 亩。20 多年来，许家塬村积极引领群众抢抓退耕
还林机遇，建起 2800 亩良种核桃园，使其真正成了村民
的“摇钱树”。

近年来，许家塬村依托棣花古镇文化旅游开发建设，
致力于发展生态观光农业，通过招商引进陕西天宇润泽生
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租用村民的山坡地，大规模发展核桃
产业，深度挖掘核桃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核桃主题公园，不
断促进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许家塬村采用“党支部+集
体经济+产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了核桃产业园区，
让当地村民享受到了土地流转金、就近务工、农业项目培
训等一系列红利，年增加当地群众收入79万元。

发展绿色产业，让群众尝到脱贫致富的甜头。2018
年春季，在陕西省佰瑞猕猴桃研究所专家雷玉山教授的
指导下，村里建起了 200 亩猕猴桃基地。为了利用资源

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在猕猴桃基地套种洋芋，今年收获洋
芋 5万多万公斤，为集体经济增收 4万多元。村上还引领
群众广种黄芩、柴胡等中药材 200 亩。目前，全村通过发
展绿色产业，年增加群众收入 260 多万元，仅此一项户均
增收 3769元。

许家塬村党支部书记许建报说：“今后我们将充分利
用青山绿水好生态的环境优势，加大核桃新品种的培育
和引进，做足核桃林下的种养产业，做好核桃分心木茶的
深加工。同时，持续打好生态旅游牌，依托核桃主题公园
生态游，做民宿、做康养，做强做大农文旅，把我们许家塬
村建成村富人美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许家塬村许家塬村
绿 色 产 业 带 民 富

刘春荣 程 方

深秋时节，走进丹凤县铁峪铺镇化庙村，碧水蓝天，空气
清新。放眼望去，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加固后的
河堤风景怡人，许多村民在散步，一些游客在嬉戏，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村 民 生 活 好 起 来

“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垃圾清扫随户走。傍山依水绣村
落，农民的好日子天天有。”这是化庙村村民现在幸福生活的
真实写照。

化庙村位于丹凤县城以东 20 公里处，沟壑纵横，树木茂
盛，312 国道穿村而过。早在十几年前，化庙村是典型的“八
山一水一分田”的贫穷山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开展
以来，化庙村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村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过去住在小沟里，虽然耕种的土地比别的地方多，种啥
成啥，但是收入没什么保障，有时候遇到自然灾害就让人发
愁。”化庙村村民李治华谈起过去的生活颇有感触，“国家出
台退耕还林政策后，我家就搬到国道边的新移民点了。开始
我还不习惯，我家祖祖辈辈都以耕种为生，担心自己搬到移
民点后朝不保夕，但是国家的政策好，我年纪大了该领的补
贴都领了，有吃有喝，有住有乐，方方面面都有保障。现在儿
子进城打工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还经常给我们寄钱，家里钱
花不完就积蓄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以前，王芬贤一家也是住在小沟里。搬到国道边以后，
她也一时不适应。他们夫妻二人凭借辛勤努力，让家里的
日子越过越好。丈夫刘江厚外出打工成了一个小包工头，
王芬贤靠出色的烹饪手艺成了村里的厨师，孩子成家进城
务工，全家收入大增，在距离国道不远的地方盖了一座两层

楼房，里外装修得与城市人毫无两样。谈起现在的生活，王
芬贤高兴地说：“自从搬到国道边上，去哪里都方便了，日子
越过越好了。”

产 业 发 展 富 起 来

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伸向远方，道路两旁的花草赏心悦
目。村民房前屋后一个个生机盎然的菜园，被打理得井井
有条。清澈的河水倒映着岸边的树木竹林，微风吹来，水
波荡漾……

马房沟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办农家乐，以特色美食
吸引了十里八乡的客人，其中以 2号院和 10号院两户生意最
好。多年来，他们精益求精，使农家乐生意由小变大，日益兴
隆。每到节假日，来这里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如果不
预定就要排队就餐。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化庙村尊重自然、因势而为，保持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共存”；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形成以农家乐休闲园、大樱桃采摘园、食用菌培植
园、中药材种植园、生态养殖园（冬枣种植园）和中蜂养殖示
范基地（光伏发电基地）的“五园一基地”产业发展格局。

在强化村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村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切实将村民嵌在产业链上。西沟组通过土地流转
带动一批、进棚务工带动一批、参股分红带动一批的方法，加
强集体经济对村民的带动效果。马房沟推进循环产业模式，
发展精品乡村游，流转 40 亩土地，栽种集观赏、经济于一体
的茶菊，今年又发展冬枣大棚种植，吸引游客前来赏农家景、
吃农家菜、摘农家果，摸索出了“种花——养蜂——旅游”循
环产业发展模式，为化庙村脱贫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生 态 环 境 美 起 来

“环境越来越好，住着特别舒心！”谈起现在的新生活，村
民段来存喜笑颜开，竖起了大拇指：“就拿村里的垃圾池来
说，以前大家不注意环境卫生，乱扔乱堆，到了夏天臭气熏
天，经过整治之后，环境卫生明显变好，让人眼前一亮。”

“晴天不沾灰，雨天不沾泥巴，确实很实用。”村民王国华说。
有生态才有美好生活。近年来，化庙村积极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让绿色成为美丽乡村幸福生活的底色。针对农户房
前屋后杂草丛生、垃圾散落的问题，化庙村号召农户从规整
菜园着手，加大整治力度，规整后的菜地既保肥保水、又通风
透气，方便耕种、除草除杂和采摘蔬菜。

原本散养的鸡鸭变成了圈养，屋外的破旧雨阳棚、庭
院内堆积的各种杂物都被一一拆除清理，黑臭小微水体
经过改造变得清澈，民居墙面进行了粉刷美化，道路两旁
栽种绿植……

村里还建起了文化娱乐活动广场，篮球架、单双杠等健身
器材整齐排列。每天晚上，男女老少都聚在那里，十分热闹。

民 心 民 力 聚 起 来

美丽化庙的美，美在“面子”，更美在“里子”。
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整治了看得见的环境，也“清扫”

着看不见的人心。“随手扔个垃圾、倒次污水，这在之前都常
有，现在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共同建设的家园，谁也不好意思
做那些不文明的事儿！”一位村民感慨道。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民凝心聚力，主动投工投劳，拆除
以前搭建的简易鸡鸭圈，设置了垃圾分类收集亭和多个爱护
环境标牌……每一位村民，既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受益者，更
是参与者、创建者。

“下阶段，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美化
村民生活环境，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让化庙村越来越美，
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甜。”化庙村党支书记赵凡信心满满地说。

化庙村化庙村

美丽乡村铺开幸福画卷美丽乡村铺开幸福画卷
巩琳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