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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争日夏争时，春天寄托着农民一年的
希望。近日，在丹凤县花瓶子镇的田野间，
随处可见农民热火朝天忙着制作香菇袋料、
耕地、施肥、科管经济林的繁忙景象。春耕
备播生产序幕已经悄然拉开，农民正在为一
年的好收成辛勤劳作。

春节过后，气温回升，当前正是香菇
采摘和销售的关键时期。2 月 15 日，笔者
走进花瓶子镇花中村香菇产业基地，大棚
内暖意融融，春意盎然，一行行排列整齐
的菌棒上团团簇拥着小伞一样的香菇，密
密匝匝竞相绽放，长势喜人，村民正沉浸
在收获新鲜香菇的喜悦之中。

花中村香菇种植户李民锋一家种植了
20 棚香菇，笔者在村民的指引下见到他的
时候，他正一手拿着菌棒，一手采摘成熟的
香菇，动作十分干练。李民锋一边察看香
菇长势，一边向笔者介绍香菇采摘要领：

“采摘香菇一定要从根部摘，碰到菇面容易
发黑没卖相。”

“这是二茬香菇长势最好的时间，趁着
这个时候，我尽快把香菇采摘然后烘干，希
望能卖个最好的价钱。”李民锋说。

上午 10 时，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
客商的运输车开进了花中村香菇产业基地，
香菇种植户张春芹和丈夫商量后，卖掉了已

经烘干的花菇。张春芹告诉我们，今年受市
场影响，香菇价格波动较大，行情不如往年。

“我种香菇 10多年啦，一年种 4万袋子，
行情好的话能卖 10 多万块钱，行情不好就
是七八万块钱。现在准备买末子（木屑）、拉
麸子、装袋子，下半年再做 4 万袋子，希望能
收入 10多万块钱。”张春芹说。

除 了 采 摘 ，香 菇 袋 料 制 作 也 正 在 抢
时。在花瓶子镇花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香菇生产加工厂房，机器轰鸣，社员们正
在加工香菇袋料。经过加料、套袋、封装
等 流 程 ，制 作 好 的 香 菇 袋 料 被 整 齐 地 堆
码 起 来 ，随 后 通 过 灭 菌 、接 种 、养 菌 等 多
道工序，最终出产香菇。

“我们花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托花瓶
子镇香菇产业联合党委，今年计划做 50 万
袋（香菇）菌包，10 万袋自营香菇，带动农户
120 多户、187 人，合作社争取达到纯收入
20 万元以上。”花瓶子镇花中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邱昆峰说。

袋 料 香 菇 种 植 是 花 瓶 子 镇 的 富 民 支
柱产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意
义重大。花瓶子镇在做好农资保障工作
的同时，积极宣传、引导农户依照节令实
行田间种植管理，在苗木间、菇棚里播种
丰收的希望，有序推进春耕备耕。

“下一步，我们继续组织群众种植适生
中药材、袋料香菇等，调运木屑 150 吨、核
桃 树 科 管 专 用 肥 10 吨 ，对 核 桃 树 进 行 科
管。及时启动花中村鑫汇林仔猪繁育场项
目、油房坪村淡水鱼养殖项目、苏河村莲鱼
共养项目等 7 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同
时对各村农业生产进行综合排名奖励，激
发群众生产积极性，确保春耕生产工作起
步好、开新局，为全年增收奠定基础。”花瓶
子镇镇长刘一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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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和重
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县秦
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修复河流
生态系统，增强秦岭生态系统稳定
性，真正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
在 、绿 水 长 流 ，镇 安 县 紧 紧 围 绕

“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建设，
挖掘优质淡水资源，拓展水产养殖
种类，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带领村民
走上致富路。

镇安县高峰镇渔坪村的小水电
站拆除后，如何利用这一眼活水，渔
坪村“两委”瞅准冷水鱼养殖这个好
项目，确定了以“传统+特色，种养
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思路，引进发展
20 万尾冷水鱼养殖，带动村集体经
济资源入股年增收两万元，土地流
转、农户务工，户均增收 2300 元。
养殖场负责人王全说：“咱们这个地
方就叫冷水河，水质好，夏天水的温
度不超过 22 度，最适合养殖鳟鱼、
鲟鱼、大鲵等冷水鱼。鳟鱼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肉多刺少，营养丰富，
属于名贵鱼类，现在生活好了，大家
也舍得尝尝鲜。”农户不仅找到了增
收致富的新门路，而且学会了技术，
成为致富能人，冷水鱼养殖产业在
镇安一天天地火起来了。

2022 年，镇安县新型水产养殖
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县建成木王
镇、高峰镇、西口回族镇 3 个优质水
产养殖基地，品种由传统的草鱼、鲤鱼、鲢鱼养殖为主调整为
以虹鳟、鳜鱼、金樽和鲟鱼等冷水鱼养殖为主，开发小龙虾、大
闸蟹、甲鱼等新型水产养殖。

目 前 ，西 口 回 族 镇 建 设 岭 鸿 程 家 川 水 产 智 慧 养 殖
产 业 园 ，已 建 成 小 龙 虾 养 殖 基 地 核 心 区 200 亩 示 范 ，带
动 当 地 农 户 发 展 稻 虾 及 蟹 稻 连 作 ，既 扩 大 了 园 区 规 模 ，
又 带 动 了 群 众 增 收 。 高 峰 镇 冷 水 鱼 养 殖 基 地 建 成 标 准

化 养 殖 池 15 亩 ，养 殖 冷 水 鱼 20 万 尾 。 下 一 步 将 把
冷 水 鱼 养 殖 培 植 成 养 、钓 、观 、食 一 条 龙 的 产 业

链 条 ，实 现 冷 水 鱼 养 殖 和 乡 村 旅 游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打 造 镇 安 县 智 慧 水 产 示 范 样 板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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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给 你 们 说 ，这 核 桃 树 枝 条 的 修 剪 要 扶 弱
去 强 去 立 ，树 高 截 顶 ，去 交 叉 枝 条 …… ”

日前，在丹凤县棣花镇两岭社区四方岭良种核桃
园里，一位中等个、体型稍胖的老者手指核桃树枝，认
真地给一群围在他周围的果农讲着核桃树修剪科管
技术和要领。

“老杨，你说得头头是道，但我们记不住可咋办？”
这个群众口中的“老杨”，就是两岭社区核桃栽植大
户、今年 73 岁的杨万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地处秦岭腹
地的丹凤县带来了和煦的暖风。丹凤县在农村积极推
行联产承包制的同时，各地建立的集体经济同时改制，
两岭社区也不例外。当时的生产队为做大集体经济将
依托丹凤葡萄酒产业建起的 50 亩葡萄园向外承租，消
息发布后，好多人跃跃欲试。大队干部找到担任生产队
队长的杨万年，动员他把那 50 亩葡萄园以每年 300 元
承包下来。

承包葡萄园后，老杨就一头扎进葡萄园，在那里挖
地松土，给葡萄树施肥，修枝抹芽，疏花疏果，以确保葡
萄的质量。为增加葡萄的糖分，他坚持等葡萄足够成熟
后才摘葡萄。

起初，县葡萄酒厂还能按时收购葡萄，但随着酒
厂经营渐渐不景气，老杨的葡萄收购量也每况愈下，
最后烂在地里无人问津。即便这样，老杨还是咬着牙
坚持了几年。

20世纪 90年代，人们钱袋子逐渐鼓起来，对物质生

活的追求不断提高。
老杨发现这些变化后，
得 知 商 州 黄 沙 渠 边 有
个罐头厂，专门收购梅
杏做罐头，梅杏产量高、
挣钱快，还不愁销路。于
是，老杨挖掉葡萄树，栽种了
10多亩梅杏。

三四年后，梅杏挂果，不负厚
望。梅杏成熟后，老杨请乡亲们帮忙摘
杏，每年给罐头厂送五六吨梅杏。可是好景不
长，没过几年，那家罐头厂又不景气了，老杨的梅杏园又
面临着新的选择。

机遇总是与那些有思想准备的人结伴而行的。就
在这时，湖北襄阳的客商找上门来了，告诉老杨说他们
那儿需要梅杏，想要先拉一点探探销路，如果销路好的
话就再来拉。值得一提的是，老杨园子里的梅杏因为科
管到位，又施的是农家肥，梅杏个大味甜品相好，且绿色
无公害，很受消费者青睐，那个湖北襄阳的客商每年都
来老杨的梅杏园子里拉大量的梅杏。后来，那个客商改
行做了其他事情，就不再来老杨的园子里拉梅杏了。

眼看市场对梅杏的需求萎缩，杨万年正愁眉不展
时，一个新的机遇悄然而至。国家为加快山川秀美大西
北建设，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这让老杨又看到了新的曙
光，用他的话说：“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好像站在四方岭
的高山巅上看到慢慢升起的太阳，一片光明。”他按照县

林业局的要求，投资 4000 元，国家
补助 1.2 万元，一次性在 50 亩承包
地栽了 2000 棵优质良种矮化核桃
树苗。在这期间，他为了经管好这
些“铁杆摇钱树”，一方面不断地向
林业局的专业技术人员请教学技
术，一方面自己掏钱买了一台小型
收音机，让儿子给他锁定收音机里
的科普频道，按时收听专家举办的
经济林科管知识讲座。一旦听说县
林业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哪个地方
举办经济林科管知识讲座，他就骑
着自行车“赶场子”，哪里举办科技
大集，举办“科技之春”“科技三下
乡”活动，他就放下手头的活，再忙
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看。

回到自家核桃树园子里，杨万年
就按照专家说的反复比画、反复摆
弄，直到把专家讲的融会贯通入脑入
心为止。“我与山西中农乐核桃研究
所技术专家的认识，就多亏了市、县
林业局的同志牵线搭桥，否则人家是
不会接待咱的。”老杨说。

前年核桃遭遇小年，加之春季
核桃树遭受霜冻，产量不好，老杨园
子里的核桃出产 3 吨仁子，卖了 4.8

万多元。在县林业局技术人员的
帮助下，为满足市场和消费者

需要，老杨毁了 10多亩核桃
树园子，又栽了 600 株市
场前景看好、很受消费者
喜爱的红仁核桃树。

当今，绿色生态无
公害食品备受消费者
的 青 睐 ，走 绿 色 生 态
养 殖 不 是 时 尚 ，而 是
必然。面对这一商机，
早在 2017 年春季，老杨
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

召，抢抓年轻人返乡创业
的机遇，把在西安务工的二

儿 子 找 回 来 ，投 资 100 多 万
元，在他的核桃树园子搞起了林

下 养 猪 ，建 起 1000 多 平 方 米 的 猪
舍，走生态养殖之路。

猪舍建成后，二儿子去南方市场考察，一次性买回

200头仔猪，其中包括 100头优质良种母猪，走上自繁自

养之路。不仅如此，他还将养猪产业与核桃种植相结合，

形成了以林养木、以木养畜、以畜育林的良性循环。

随后不久，二儿子成立了丹凤县二黑养殖专业合作

社，带动周边人也投身生产，直至今日，已实现 10 多户

群众稳定脱贫。养猪产业在最好的年份存、出栏 2000

多头，收入达 100万元。

“推陈出新，这是万事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要想自

己的产业发展不衰，永远能挣钱，就要时刻关注市场行
情变化，根据市场行情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当然，
这也离不开我们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
鼓励、帮助和引导，我们才有能力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与前些年相比，我们的产业结构有了很好的调整。”杨万
年深有感触地说。

站在田间看市场 围绕市场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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