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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过后，天气日渐寒冷，气温降至
零下。在柞水县杏坪镇云蒙村云霞农民食用
菌合作社生产基地，村民正在忙碌。

一座座大棚已覆盖上黑色的网，村民们
有条不紊地摆放着营养菌包，并进行覆盖。
看着菌丝发菌较好，村民张天芳一边忙着手
里的活，一边跟工友们聊得火热。

“就说这么多年，家里有老人要伺候，
又出不了远门，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现在
好了。高霞是个能人，在这儿开公司发展
产业，带我们每天挣个百十块钱。我把家
里 老 人 照 顾 了 ，钱 也 挣 了 ，感 觉 心 里 很 踏
实，很高兴。”

张天芳提到的公司，就是 2021年秋季由
村上致富带头人高霞筹措资金60多万元建起
来的杏坪镇云蒙村云霞农民食用菌合作社。

云蒙村山清水秀，海拔、气候、光照、土壤
等自然条件适宜羊肚菌生长。土生土长的高
霞曾是一个不曾涉足农业的“门外汉”，如今
的她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在积极参加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后，转变思路，说干就干，大胆
开辟了自己的实验田。

“我在外边学了些技术，刚好看到家乡
有很多闲散的土地，也有很多闲散的劳动
力，就想着把这些资源都结合在一块，回来
在老家种植羊肚菌，带动村民致富增收。”高
霞笑着说。

目前，高霞领办的合作社采取让群众
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流转 40 多亩土地，
建设大棚 20 座，引领全村群众大力发展羊
肚菌产业。

眼下正值羊肚菌种植的季节，两个月来，
每天都有几十名村民和高霞一起忙着种植羊
肚菌。从最初的征地、耕地、搭棚，到后来施
肥、播种、养菌，再到现在营养袋摆放，大伙忙
得不亦乐乎，干劲十足。目前，村上有 12 户
脱贫户加入合作社，有 50 多名村民在合作社
务工。羊肚菌是一项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
预计年经济效益在 120 万元左右，人均年收
入 8000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只有夯实了
产业根基，让乡村具有“造血”功能，才能激发
村民的内在动力和蓬勃活力，最终实现乡村
振兴。“这几年，我们大力发展的产业有茶叶、
烤烟、木耳和酿酒，有力带动了云蒙村经济的
发 展 ，使 全 村 161 户 脱 贫 户 得 到 了 分 红 。
2018 年以来，每人每年享有分红，村民户户
有产业，村里经济发展很迅速。”县卫健局驻
云蒙村工作队员张锋利说。

近 年 来 ，云 蒙 村 立 足 村 情 实 际 ，以 产
业 振 兴 为 抓 手 ，大 力 发 展 木 耳 、烤 烟 、茶
叶 、酿 酒 等 特 色 产 业 ，不 断 优 化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持 续 增
强 自 身 造 血 功
能和内生动力，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能 力 明 显 增
强，全村特色产
业 的 收 益 进 一
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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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脱贫致富不能等靠要。党的政策好，
就要努力向前跑。”商南县富水镇赤地村脱贫户冯祯就是一户不
等不靠努力向前跑的脱贫示范户。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冯祯一家人在精准扶贫政策阳光的沐
浴下，不等不靠，用勤劳双手摘掉了“贫困帽子”，拼出了更有盼
头的“牛”日子。

初次遇挫折

深冬时节，笔者伴随着深冬午后的暖阳，走进赤地村村民冯
祯的养殖场。牛犊的叫声此起彼伏，养殖户冯祯正在养殖场里
耐心地给牛喂草料。

今年 38 岁的冯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初中毕业后一人外出
闯荡，在外漂泊了 10 多年。冯祯的父亲患有视力障碍，干不了
重体力活，母亲又患病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和大笔医疗费
用让他家入不敷出。

2018 年 9 月，冯祯决定返乡创业。返乡干点啥？冯祯当时
有些迷茫，一次偶然机会，跟朋友聊天时，都说养牛难度低、风险
小、收益大，于是冯祯决定返乡养牛。

说干就干，冯祯向亲朋好友借了几万元钱，到西峡县西坪镇
买了三头牛犊。

由于经验不足，冯祯喂养的牛光吃草料不长肉，全部赔本
了。继续坚持的话，资金从哪里来？冯祯彻夜难眠。

拼出“牛”日子

2017 年，由于冯祯不慎摔伤右腿，他住院花费了 3 万多元，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驻村帮扶工作队排查了解到冯祯的家庭情
况后，经过村上民主评议等程序，将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初次养牛遇挫折并没有让冯祯一蹶不振，在镇村干部的支
持和鼓励下，2019 年，冯祯向亲友筹措了部分资金后又向商南
县就业服务中心申请了 1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建起了 6 间圈
舍、购买了 60多头牛、30多只羊，再次开始创业。

2020 年，冯祯成立商洛任臻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期间，富
水镇社保站干部路兰又帮助冯祯申请办理了一次性创业补贴
5000元。

为掌握更多技能，冯祯外出到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养牛技
术。后来回到家，遇到不懂的问题，冯祯就向商南县畜牧部
门专家和有经验的养殖户咨询。慢慢地，他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找到了肉牛养殖的门道，养殖场的牛羊长势良好，事业渐
渐有了起色。

在牛羊肉销路问题上，冯祯不仅从传统市场着手，还研究网
络销售，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形式，将自己养殖的牛羊通过多途径进行推广。

经过不懈奋斗，冯祯不仅还清了债务、盖起了楼房、买了小车，还净赚了 20 多万元。靠着勤劳的双手，
2020年冯祯如愿脱贫。

生活有奔头

饮水思源，不忘桑梓。
冯祯感激地说：“回想走过的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鼓励和指导我发展产业，并帮我贷款

修建了牛舍、羊圈，让我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要感谢富水镇党委、政府的领导，感谢
镇社保站和赤地村的干部，感谢诸多帮助和包容我的乡亲，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
幸福生活。”

说到今后的打算，冯祯说：“如今，党的政策越来越好，这些政策都送到我们群众的心坎儿上了，只要人不
懒，生活一定有奔头。我现在已掌握了一定的养牛知识，准备扩大规模，把我村上有意愿养殖的人拢在一起
带动他们养牛羊。如果有人想养牛羊，我也一定会不藏私教他们技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党的政策下一起富
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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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洛南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产业联动、项目拉动、园区带动、生态撬动、企业能动“六
大行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预计 2021年前 11个
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146.54 亿元，增长 17.1%；规上工业总
产值 212.34 亿元，增长 42.82%；规上工业增加值 21.23 亿元，
增长 66.8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8700 元、
11300元，分别增长 8.2%和 9.1%。

狠抓项目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洛南立足“陕
南优质农产品基地、陕西循环产业示范县、中国秦岭健康城”
三大定位，坚持将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实施县级领导“六个一”包抓机制，坚持“一线工作法”，以高
质量项目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年实施县级重点项
目 110 个，累计完成投资 131.4 亿元，超计划 1.3 个百分点；完
成市级重点项目投资 61.9亿元，超计划 8.6个百分点；完成省
级重点项目投资 17 亿元，超计划 11.5 个百分点。环亚源生
态岛项目、乡村振兴 100 光伏农场项目开工建设，岭南生物
科技食用菌产业园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县上谋划 2022 年
县级重点项目 109 个，总投资 410.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63.1 亿元；谋划“一都四区”建设重大项目 248 个，总投资
1900亿元。

加快产业融合，打造现代产业聚集区。洛南全面构建以
集群化发展为方向、产业链为支撑、产业园区为载体、科技创
新为驱动的绿色低碳循环工业发展新格局，着力培育环亚源
铜千亿级“3+N”产业集群，打造硅、钼、绿色食品三个超 50亿
元产业集群，形成健康医药、尾矿循环利用两个超 10 亿元产
业集群。落实《洛南县培育“规上”“限上”企业考核奖励办
法》，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新增入园企业 10 户，占全年任
务的 125%，园区工业总产值预计年底实现 180 亿元，同比增
长 14.6%。坚持产、学、研融合发展，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4
家企业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技术合作关
系。申报省级乡村振兴科技示范村 1 个，建立羊肚菌创新试
验示范站 1 个，15 家企业完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引进
6 家科创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46 项，实现“洛南研发·洛南转
化”，给企业增加产值 1.5 亿元。花溪弄、音乐小镇、溪乐谷等
精品民宿被评为全市特色民宿，仓颉小镇被评为省级研学基
地。全县接待游客 433.47 万人次，收入 26.25 亿元。全县外
贸进出口总额 7364万元，同比增长 66.64%，位居全市前列。

构建开放新格局，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县上按照“招
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思路，采取延链补链抓招商、优选对
象抓招商、精准对接抓招商、领导带头抓招商等方式，策划了
6 大领域、14 条产业链、68 个推介项目。实行县级领导包抓、
专班推进，一链一长、一链一图、月度通报、季度考核、定期交
账措施，做实节会招商，用足丝博会等平台，开展招商活动 25
次，签约项目 33 个，招引到位资金 102.9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任务 104%。全面做好要素保障，着力打造“服务理念最新、
办事效率最高、保障政策最活、创业生态最好”的一流营商环
境，落实减税降费 1.34 亿元，项目用地收储 481.9 亩，协调商
业银行为各类项目发放贷款 4.9亿元。

改善城乡面貌，打造生态宜居示范区。全县持续抓好西
城新区、南北过境沿线等重点片区开发，加快老旧小区改造、
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建设进度，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实施城镇建设重点项目
18 个，完成投资 33.83 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42 个 20 万平方
米。投资 2.73 亿元，实施县污水处理场提标改造及 34 个移
民点污水处理站建设，县城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8.19%，污水
处理率 92%，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一级 A 排放标准，在市前
三季度考核中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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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笔者慕名来到商南县青山镇草荐村柳树沟的陕西神
农兔业养殖场，只见工人正在给一笼笼兔子喂兔粮，技术员正在给
幼兔防疫注射。

青山镇草荐村柳树沟坐落于群山之中，远离人烟，环境清幽。
陕西神农兔业有限发展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占地 3.5 万平方
米，注册资金 500万元，是镇政府的一个脱贫攻坚扶贫企业，后来因
种种原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曾一时陷入困境。

在这个困难时期，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王衍斌勇敢地挑起
了这个重担，下定决心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

2020 年 10 月，王衍斌在商南县司法局“148 法律事务所”和青
山镇政府司法干部的协助下，对神农兔业原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
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到手上，他任神农兔业总经理、法人。

让企业重新恢复生产，资金是一大难题。王衍斌没有资金，便
到银行借贷，找亲戚朋友借，四处奔波，筹措了 130 多万元，首先把
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结清；把拖欠时间长的外债先付一部分，其余部
分再重新打欠条，承诺分期还款时间。

王衍斌在既要恢复生产又要偿还外债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艰
苦创业。没有周转资金，就买不回种兔和兔粮，他带上仅有的 3 万
块钱跑到河南济源阳光集团饲料厂整整待了两天，给厂家说足了好
话，说明眼下的困难，让先给赊一部分饲料，等出售了第一批商品
兔，就一定把货款打过来。王衍斌的诚意终于打动了饲料厂的老

板，答应先欠 2万元拉一车饲料。
一个困难解决，另一个磨难接踵而至。无钱买种兔，王

衍斌又让儿子把在外辛辛苦苦打工积攒的 5万元钱拿出来
买回 400只原种兔进行换代。

一步步爬坡过坎，王衍斌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次次化险
为夷，使得神龙兔业慢慢走上正轨。

王衍斌心里始终装着厂里务工的百姓，经过深思熟虑
后，他把原来男工每月 2300 元、女工每月 2000 元的工资
统一提高到 2500 元，东凑西借连续发了 3 个月工资，一下
子提高了员工们工作的积极性。

由于厂子规模在逐渐扩大，仅每个月买兔粮就得 20
万元，在原来借贷的基础上月月还要继续借钱。这样一
来，员工们的工资一时半会儿又发不了，又有很多猜疑的
声音传来。

“这工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该不会一拖又是一
年。”王衍斌听到这些质疑声后，便诚恳地对大家说：“请
大家再宽限一些时日，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如果年底发不
了工资，我把小车卖了给大家发工资。”

王衍斌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员工
们表示：既然经理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啥也不说，
在这儿好好干就是。

村民李宏林是专门负责给兔子配种的一名技术员。“经理都把
话说到那个份上了，说是年底兑现不了工资就卖他的小车。而现
在，企业一天天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看到了经理的决心和信心，
也看到了希望。”李宏林朴实地说。

陕西神农兔业养殖基地有 9 名员工，由基地全部包吃住，其中
有 5 人都是过去的贫困户，大家都各负其责，尽心尽力干好自己负
责的事。

300 多个日夜，神农兔业在王衍斌的带领下，有了长足的发展，
饲养量达到了 3 万只，是一年前的 8 倍，其商品兔主要销往四川、重
庆等地，供不应求。

对所取得成绩，王衍斌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止步，他继续规划着
光辉的前景：“我们准备带动本村 10 户有养殖意愿的农户养兔，给
每户提供 400 只种兔，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公司回收商品兔。我保
守计算每户的年纯收入，能达到 15万元。”

王衍斌说：“我们现在仍处在恢复生产阶段，最重要的还是严重
缺乏资金，制约着生产规模扩大。如果年出栏能达到 30万只，产值
达 1400万元，净利润 400万元。如果再延长产业链，建一个饲料加
工厂，一年在购买饲料方面就能减少支出 60 万元。如果能建一个
有机肥加工车间，加工兔粪，一年生产 1000 吨，又能增收 140 万
元。我们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把这一特色产业
做大做强，做成青山镇的一张名片。”

能 人 挑 起 重 担能 人 挑 起 重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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