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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寒风凛冽。在柞水县曹坪
镇银碗村，玄参丰收的喜悦，冲淡了冬日
的寒冷。村民们翘首以盼，等着药企上门
收药，为一整年的辛苦付出即将变成收益
而欢呼。

清早，笔者随着收药车辆来到了银碗
村二组村民翟安楼家。年过五旬的她忙着
把一筐筐沉甸甸的玄参进行称重、装车。
当拿到10多张钞票时，老人满脸欢喜。

“去年看到邻居种药材挣到钱了，我
们 今 年 也 试 种 了 七 八 分 地 ，这 次 卖 了
1000 多块，明年还想再种一些。”翟安楼
笑眯眯地说。

像翟安楼老人一样种植中药材的村
民，在曹坪镇就有 950 户。今年，曹坪镇
有 7 个村（社区）总共发展玄参 1840 亩，
已累计回收玄参 400 吨，日烘干加工 10
吨，亩产增收 3200元。

去年以来，曹坪镇积极对接订单种植
企业——柞水县凯祥源农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积极与群众签订回收合同，通过
集中采收、统一销售模式，彻底解除药农
后顾之忧。

“我公司立足当地资源，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无偿为群众提
供药苗、种子、化肥和技术，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提升生产效益。目前，玄参及各种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6000 多亩，辐射到
全县 8 个镇办的 26 个村（社区），带动农
户年均增收 3000多元。”柞水县凯祥源农
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秦付林说。

柞水县凯祥源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借助科技部定点扶贫契机，在签订回收
合同的同时，在药材种植基地建立了中药
材交易中心，以社区工厂的形式解决当地
群众就业难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长期就
业岗位和临时性用工岗位，实现了企业和
农户双赢、共享发展成果的可喜局面。

曹坪镇窑镇社区居民金玉在工厂附
近带孩子上学，一边照顾家庭，一边打零
工，她觉得这样两全其美：“娃一上学，我
也没事干，在这儿上班贴补家用也挺好
的，一个月基本能收入两千块左右。”

“我们社区工厂安置周边群众 26 人
就业，人均年增收 1.5 万多元。解决当地
移民搬迁群众临时就业 170 多人，人均年
增收 6000多元。”窑镇社区党支部书记殷
高晖说。

今年以来，柞水县通过科技研发、订
单种植、龙头企业培育等措施，围绕品种
引进、规模种植、精深加工、订单销售、品
牌打造等环节，不断大力推进中药材种
植，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助推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起“风险共担、互
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努力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把中药产业打造
成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助推乡村振兴的
主导产业。

目前，全县 8 个镇办 20 多个村（社
区）已经建立玄参、菊花、白术、柴胡、丹
参、黄芩、连翘、五味子、天麻、猪苓等中药
材基地 2 万多亩，中药产业逐步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成为农民持续增收
致富的新路径。

柞水县

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费寿林 李字武 谢 丹

时值寒冬，笔者走进
商南县金丝峡镇姚楼村姚
家楼子薯业开发专业合作
社，车间内机器声轰鸣，工
人们搅粉、打粉、下粉、挂
粉一气呵成，忙得不亦乐
乎。车间外，一排排铁架
子整齐排列，上面挂满了
晶莹剔透的粉条。

姚楼村是远近闻名的
“粉条村”，村民们手工制
作的红薯粉条历史悠久，
产品畅销县内外。在当
地，粉条加工已成为村民
冬闲时节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姚家楼子薯业开发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6年，
由该村党员姚永超创办，
已注册“姚楼”商标，总投
资 150 多万元，拥有红薯
基地 100 亩，手工粉条加
工生产场地 5 亩。该合作
社购回先进的自动设备，
从洗薯、磨粉、过滤实现了
全自动，并配备有冷库等
设备，年可加工制作手工
粉条 10万公斤。

合作社在姚楼村党支
部的带动下，秉承“环保、
有机、绿色”发展理念，引
进薯类加工新设备、新技
术，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包扶单位邮
储银行商南县支行先后为

合作社提供产业贷款 60 万元，目前发展社员 16 户，其中脱贫户
11 户，带动全村 50 多名村民就近就业、致富增收，形成了村集
体经济收入增加和村民持续增收的双赢局面。

“打响特色品牌，依靠传统产业，扶持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促
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姚楼村党支部
书记刘登明说，“下一步，姚楼村党支部将继续发挥合作社自身
优势，定期对社员进行培训、指导、咨询，积极带领社员从事红薯
种植和手工红薯粉条的生产、加工、收购、销售，扩大规模，提升
效益，打造品牌，确保群众稳定增收。”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支
部
引
领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产
销
两
旺

李
洋
洋

初冬时节，在暖阳的陪伴下，笔者
慕名来到商南县清油河镇后湾村，远
远地就看见工人们在忙碌地挑天麻、
洗天麻、切天麻、晒天麻……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如喝碗天
麻汤。来，给你拿几个天麻，回去炖
汤 喝 ，可 以 滋 养 肠 胃 ，也 可 以 美 容
养 颜 ……”李 青 华 见 到 熟 人 一 边 寒
暄，一边推广天麻。

李青华是商南县清油河镇后湾村
人，常年驻守家乡，以种植天麻和收购
天麻、蒲公英、桔梗、五味子等中药材
为主，他于 2017 年成立了商南县佳民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现在这个季节是天麻成熟时期，
我不但流转了十几亩土地种植天麻，
还经常去其他村收天麻。现在上门收
购新鲜天麻的话，每斤 9 块钱左右。
收回来的天麻，我会根据它的大小、有
无伤疤进行分类，有的直接卖新鲜的，
有的切成片、烘干，有的加工成天麻
粉。出售的干天麻一斤 90 块左右，天
麻粉一斤 100 块左右，预计今年销售
额 200万元。”李青华说。

为了让更多的农户受益，一方面，
李青华在土地承包区域选择上重点向
贫困家庭倾斜，尤其是向年老、多病或
者丧失劳动力的村民倾斜；另一方面，
合作社在种植、收获、加工中药材环节
需要一定数量的工人，他会优先考虑
有困难的村民前去务工。

“我现在年龄大了，老伴身体不
好，大儿子一家住在海南。小儿子在
外工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家呀！为
了给孩子减轻点负担，我就来这儿干
活，离家也近，每天挣 80 块，够我们老
两口儿花销了。”正在负责切片的村民罗风琴一边忙碌，一边笑呵
呵地说。

目前，佳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年用工 70多人次。村民们
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有了一份额外收入，收入相对稳定。合作社还
以入股分红的方式，积极吸纳有能力种植天麻的农户与合作社资
源共享，农户可以享受全程的技术指导，确保受益最大化。

李青华说：“自己富了不算富，只有帮助村上的贫困农民共同
致富，让大家富了，才算真正的富。”

为扩大天麻销售渠道，李青华积极与村委会协商，最终他担任
后湾村电子商务中心负责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销售
方式，进一步拓宽了天麻销售渠道。李青华还通过与商南县众品
驿站合作、入驻“832”平台等方式，将天麻向县外推广。

李青华说：“下一步，我在继续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将继续深
入研究天麻的种植，希望能提高产量，带领更多的人致富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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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最美是商洛，青山绿水园林城。被誉为“中国
气候康养之都”的商洛市，近年来城市面貌实现了从大
变样向换新颜的华丽蝶变，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秦岭南麓，熠熠生辉。

如果说这样的变化是商洛的一个重要实力表现的
话，那么，商洛城管推行“四微举措”做法，则是管好商
洛中心城市的重要秘诀。

■“四微举措”是啥

城市管理的目标是“让城市更美丽”“让市民更满
意”。市城市管理局通过三年的积极探索，2020 年 12
月提出以微服务、微改造、微变化、微创新为内容的“四
微举措”。

微服务，就是将群众需求摆到工作
首位，提供细致、热情、周到、便捷的服
务；微改造，就是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以微改造“绣花”功夫，精
雕细琢，精心实施一批“微项目”，花小钱

“小修小补”、以工匠精神抓改造；微变
化，就是持续从小事抓起，不断提升品
质；微创新，就是从城市管理的理念、思
路、方法、措施和体制上不断推陈出新，
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

■“四微举措”的具体做法

实施了一批“微项目”，公园与居住
小区之间“肠梗阻”打通，“脏乱差”的河
堤路变成舒适的健身步道；高标准建成
丹江南岸河堤路健身步道及丹江立交桥
下幸福广场，成为全市人民网红打卡地；

和平村、文卫路两条连接环城北路道路破损路面维修、
市影剧院公厕改建、中心广场音乐喷泉提升、金源二路
通信巷人行道提升以及 10 多条道路路灯改造等，有效
解决了市民关注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让市民生活更
加舒适安心。

全力推进“十万苗木扮鹤城”“十万花卉香满城”专
项行动，在市区 20 多条主要街路实施增花添彩补栽补
植，形成了“季季有花、四季常青、有路有绿、有绿有荫”
的道路绿化新格局。同时，为有效巩固来之不易的创
园成果，积极探索城市公共绿化养护政府购买服务，先
后分两批将市区 28 条道路及 8 处公园、广场、街头游
园共计约 40 万平方米公共绿化养护推向市场，实行政
府购买服务，形成了城市公共绿化科学、规范、有序、精
细养护新局面，显著提升了绿化养护水平和质量。

市区公园公厕先后增加了烘手机、免费抽纸、热水
龙头、绿植及文化装饰，让上厕所变成舒适的体验；积
极引进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 2000 辆，缓解了城市道
路拥堵，又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一百米”问题；大风天
气预警、门头牌匾设置明白卡，让户外广告业主及设置
门店招牌的商户不再“灯下黑”；城市道路开挖占用审
批，线上线下只跑一趟等等。通过工作的改进、服务的
提升，温暖了市民的心，让大家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微
服务”中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四微举措”告诉我们什么

“四微举措”，从工作内容看，不但善于建设一座城
市，而且善于管理一座城市；从本质上讲，是把人民群
众装在心里。微服务这一载体过程，实质上就是当好
群众满意的“城市管家”和市民“贴心保姆”的过程。

不可否认，微服务让城市管理更加接地气、更加有
温度、市民更欢迎。微改造紧紧抓住群众关心的问题，
显然是从群众中来，为人民群众着想。微变化则不贪
大求“洋”，而是从实际出发，从细微处入手，这样的变
化并不是很明显，但市民能感知，市民看得见，可以增
强市民的幸福感。

把市民装在心里，小事不小，小事见精神，小事显
情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只有不断创新，才有
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商洛城管创新着眼于

“微”，做好了每一个细节，这样精益求精，何愁事业不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毫无疑义，商洛城管就是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正是这样默默地工作，才提高了鹤城的“颜值”，交
出了一份高质量的“民生答卷”。据悉，他们的“四微举
措”做法，已得到省住建厅的充分肯定并推广。

“绣出”鹤 城 美 丽 画 卷
——商洛市城市管理“四微举措”述评

本报记者 张志宏

村民加工药材村民加工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