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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笔者走进丹凤县武关镇梅庄村的集体经济——丹菇
基地，映入眼帘的是地上成片晾晒着香菇柄，耳畔是烘干机“轰隆
隆”的机器声，只见三五个工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修剪着刚刚
从大棚里采摘的鲜香菇腿。进入基地大棚，一行行排列整齐的香菇
架上，工人手脚麻利地采收着香菇，地上到处摆放着一筐筐刚刚采
摘的鲜香菇。

今年 42 岁的村民曾小萍是一名留守妇女，她家里有 5 口人，父母
常年体弱多病，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她一边采菇一边说：“我常年在基
地干活，只要有活干，打个电话我就来。我主要是摘香菇，一年在这儿
挣七八千块钱。活轻松，摘满一筐香菇给 7 块钱，如果再剪香菇腿的
话再加 8块，连采收带剪菇腿，一筐工钱是 15块钱。”

曾小萍对这份离家近、有钱挣、能顾家的活很满意，她说早几年想
都不敢想有这好事情。像曾小萍一样在大棚里务工的还有 30多人。

基地负责人刘晓有却有着“幸福的烦恼”，他皱着眉说：“目前正是
头茬香菇最佳采收期，一天来棚里上工平均也就 30 来个人，人手紧
缺，招不到人。基地每季度发一次工钱，直接打到每个工人的卡上。

一个季度劳务费 10 多万元，一年大概 40 多万元，我们没有拖欠过大
伙的工资。”

原来，梅庄村除了集体经济——丹菇产业基地发展代料香菇 20
万袋外，还有 68 户村民也发展代料香菇 90 多万袋，这几天大家也都
忙着采收头茬香菇。村里用工需求集中，务工有了多种选择。

“香菇一年收三茬，基地为了缓解用工荒，想方设法从近邻的商南
县招了些人过来。就这，人手还是不够。”刘晓有说。

梅庄村距丹凤县城 47公里，全村 272户 974 人。2018年以前，梅
庄村是个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村里许多人外出打工谋生。
近年来，梅庄村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头雁”示范带动作用，激发乡村
发展动能，引领群众增收增效。

2018 年 ，梅 庄 村 开 展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时 任 党 支 部
和 6 名村干部先后出资 28 万元，并动员全村 40 户无产业的建档
立 卡 贫 困 户 贷 款 20 万 元 ，村 经 济 合 作 社 注 资 60 万 元 ，开 创 了

“ 党 支 部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公 司 +贫 困 户 ”的“ 四 位 一 体 ”集 体
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村集体经济。在村集体经济“头雁”示范

的基础上，帮扶单位协调争取产
业 到 户 资 金 17.44 万 元 ，带 动 68
户 村 民 跟 着 基 地 种 植 香 菇 。 如
今 ，梅 庄 村 年 产 香 菇 150 多 万
公斤，仅香菇产业一项，年户均
收入 3 万多元。

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梅
庄村也变得富起来、强起来、美
起来。梅庄村的嬗变就是“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
销、实现农民富的奋斗历程”的
典型范例。

说到村子发展，村党支部
书记张勇信心满满地说：“下
一步，我们将加大香菇产业发
展 力 度 ，打 响 梅 庄 秦 岭 丹 菇
品牌，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
带领更多农户发家致富。同
时，借助包扶单位资金和技
术等优势，争取产业发展资
金 100 万元，做好茶园改造
提升 300 亩，发展种植油菜
花海 350 亩，初步开启梅庄
村‘菌茶油’农业产业发展
的新征程。”

梅庄村梅庄村

壮大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 增加群众收入增加群众收入
贺晓霞贺晓霞 刘刘 丽丽

“感谢镇政府为我们搭台，不但帮我脱贫致富找好门路，现在还
帮我开店，家里挣钱更有了保障，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日前，在西
安市曲江新区的“柞水木耳”红岩寺专营店，店主程正有对前来祝贺
的亲朋激动地说。

程正有家住柞水县红岩寺镇张坪村，2017年年底脱贫摘帽。在
红岩寺镇政府的扶持下，2019 年 4 月，他注册成立农副产品加工销
售公司，并做起了电商。通过政府牵线搭桥，搭上苏陕协作这辆“动
车”，将家乡的土特产包装加工，直接销往南京、上海等地，仅此一项
就获得销售额 3.5万元。

村民王淑云说：“赶上党的好政策，自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日
子会越过越红火，也有了盼头。”

据初步统计，两年来，程正有的公司累计收购农产品 150 多万
元，销售额达 200 万元。尝到甜头的他，想带动更多乡亲一起致富。
在他的带动下，公司由原来的 7 人发展到现在的 19 人，忙时用工量
有 30多人，多数都是农村留守妇女。公司年收购农产品由开始的近
3 吨增长到现在的 8.7 吨，程正有不仅自己赚到钱，还累计发放群众
工资 10多万元。

今年以来，镇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和协调，程正有
的销售公司获得了“柞水木耳”商标、地理标识、区域公用品牌等相关
授权。经过近两个多月的忙碌，“柞水木耳”红岩寺专营店在西安市

曲江新区顺利开张，为“山货”拓宽了线下销售的路子。
“我们木耳自营店不仅出售柞水木耳，还附带本地土特产，如本

地湾的天然蜂蜜，张坪的花椒，盘龙寺的洋芋粉条，大沙河的核桃、板
栗、连翘茶等，我要让省城人也吃上我们的山珍。程正有的农副产品
销售公司实行网上下单，产地直销，价格实惠，到时还请各位多多支
持呀！”家住红岩社区的淘宝物流电商欧阳彩娥高兴地说。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开局之年，红岩寺
镇立足镇情，结合土地较少等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木耳产业，现有木
耳大棚 36 个，种植地栽木耳 41 万袋，带动 120 多户村民户均年增收
8000 多元。镇上计划在 2022 年春季新建木耳大棚 143 个，种植地
栽木耳 230万袋，届时预计将带动 570户增收，户均年增收 1万元。

红岩寺镇不仅大力发展木耳种植，还扶持新建养蜂、洋芋粉条加
工厂、连翘茶炒制、花椒采摘等。镇政府为了解决种植、养殖等产业
风险问题，大力支持鼓励种植、养殖产业大户购买产业保险，并指导
各村（社区）搭建电商平台，为农产品联系厂家以及商超建立直销平
台，为产业发展上了产销“双保险”。

红岩寺镇党委书记李茜说：“发展产业是致富增收的有效抓手，
下一步，镇党委、政府继续为群众在产业发展上找好路子、搭好台子、
做好舵手，不仅仅上‘马’送一程，还会一路做好保驾护航。在脱贫路
上我们一个都没落下，在致富小康路上定能一个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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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搭 桥 村 民 获 利
邱 强 盛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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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冬 时 节 ，笔 者 来 到 商 南 县 青 山 镇 文 碧 峰 山 下 的
青山社区和草荐村交界处，只见 200 多亩木耳基地里的
菌袋一行行，一排排，整整齐齐，十分壮观。而在香菇
大棚里，村民忙碌地采摘着鲜嫩的香菇，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

近几年来，青山镇把香菇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不断加
大技术推广力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为了把产业做
大做强，形成规模效应，2020 年 9 月，青山镇党委、政府通
过招商引资，从浙江省引进食用菌木耳栽培技术，以此作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又一主导产业。浙江
京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李素龙通过和政府对接，积极
到现场考察，决定带 500 万元资金和 4 名技术人员来青山
镇发展食用菌产业。

为了给客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确保客商留
得住、发展好，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多次到木耳厂
调查了解情况，全力帮助申报立项。青山镇政府抽调一
名有责任心、协调能力强的干部专职做好协调服务，镇
政府各部门紧密配合、通力协作，从土地征用、水源保
障、电力供应等各个环节全力保障；积极和县水利部门
联系，争取到 300 多万元物资修水井、建蓄水池、铺设管
道等，使木耳厂顺利建成投产。为保护生态资源，木耳

厂生产木耳的菌袋都是从关中、河南等地买回苹果园
倒茬粉碎的木屑。

木耳厂的投产运营，为当地带来了明
显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 ，周 围 的 群 众 几

乎都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村里一
部 分 男 劳 力 外 出 打 工 挣 钱 ，女 的

就 在 家 门 口 上 班 挣 钱 。 在 木 耳
厂 务 工 的 村 民 周 萍 高 兴 地 说 ：
“门口有企业了真好，我们也

成双职工了！”
从去年开始生产至今，

食 用 菌 生 产 已 辐 射 到 商 南
县的湘河、金丝峡等镇，辐
射 带 动 两 镇 建 成 基 地 400
多亩，先后有 3 万多人次在
基 地 务 工 ，收 入 近 30 万
元。目前，木耳厂有 20 名
固 定 工 人 ，月 工 资 都 在
5000 元以上。附近村民加
上 土 地 租 金 每 亩 每 年 600
元，当地群众仅这一项产业
年收入在 50 万元左右。

木 耳 厂 负 责 人 李 素 龙
说 ：“ 这 里 的 投 资 环 境 好 ，今

年春季，我们的木耳产业收入
了 100 多万元，主要销往福建、

浙 江 、黑 龙 江 等 地 ，不 愁 销 路 。
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大力支持，我们

在这里投资发展很放心。我们准备
把这个产业做大，竭力培养一批当地的

技术人才，让这里的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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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洛南县四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倡导全
办干部牢固树立“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及时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做到“教会农民干、做给农民
看、帮助农民赚”，推动全办特色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针对农民普遍存在发展产业缺技术的问题，四皓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全办村组、村民院落先
后举办食用菌栽培、畜牧养殖、栽桑养蚕、烤烟蔬菜种植等农
业生产实用技术培训 120 多场次，农民现场提问，农技人员
解答。通过农技人员手把手指导、发放技术资料和微信群发
布以及电话咨询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普及推广
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目前，全办 80%的农户户均有 1 至 2 人
熟练掌握了农业产业生产技术。该办连河村村民雷剑通过
参 加 栽 桑 养 蚕 技 术 培 训 后 ，今 年 养 蚕 15 张 ，经 济 收 入 3 万
元。抚龙湾社区村民樊菊朋今年种植辣椒 100 亩，实现经济
收入数十万元。

为了消除农户发展产业怕失败、怕赔钱的思想顾虑，四
皓街办村（社区）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积极争当特色产
业发展示范户和“领头雁”。连河村党支部书记王耀军带头
建香菇大棚 2 座，发展香菇 4 万袋，实现经济收入 6 万元。在
他的带动下，该村已有 7 户村民发展香菇 20 万袋，预计到今
年年底可实现经济收入 30 万元。中心村村委会副主任樊利
平充分发挥该村地处城郊的优势，多方筹措资金 50 多万元
发展蔬菜大棚 5 座，在他的示范带动下，今年全村已有 4 户村
民投资 200 万元发展蔬菜大棚 25 座，预计到年底可收入 60
万元。党沟村村委会副主任樊拴柱今年多方争取项目资金
50 多万元，新建成一处黑木耳基地，帮助当地一农户栽培黑
木耳 10 万袋。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蔚然成风，有力
促进了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全办特色产业“蛋糕”越做越大，如何帮助农民解
决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真正让农副产品变成真金白银，
鼓起当地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四皓街办干部想
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他们千方百计牵线搭桥，帮助
农民寻找农副产品销路。中心村村委会副主任雷肖和会计
张佩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电脑的优势，在网上通过电商平台
帮助农户在网上销售蔬菜水果 10 吨，销售收入 20 多万元。
党沟村村委会副主任樊拴柱多方牵线搭桥，联系到东北一
个客户帮助农户销售黑木耳 5 吨，农户收入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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