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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洛南县
古城镇高塬村的西瓜种
植基地里，村民正在移
栽西瓜苗。该基地今年
持续扩大西瓜种植规模，
新建大棚160个，用产业
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王 倩 摄）

春到王庄，充满希望。行走其中，一幅
产业兴旺的春耕生产图跃然眼前：山
坡上是栽植连翘的身影，地垄间是
种植苍术抡起的锄头，大棚里是
静待发菌的香菇……

“产业旺则根基固。我
们 村 这 几 年 一 直 以 产 业 为
先，想办法把群众镶嵌在产
业链条上，这样群众才能有
稳定的收入，才能进一步
推进乡村振兴。”山阳县十
里铺街办王庄村党支部书
记杨转丽说。

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探
索和努力，王庄村找到了解
困的密码——兴产业。村上结
合十里铺街办提出的磨沟流域产
业示范带项目建设，根据村情实际，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在特色产业上
下功夫，引领群众种植苍术、连翘、天麻、
猪苓等中药材，通过不断发展产业夯实乡村振
兴根基。

能人带动兴产业

立春刚过，家住王庄村的村民王东就忙起来了。这边，
自家地里的猪苓等着挖；另一边，已联系好的客商催着他交
货。他恨不得有分身术。

猪苓一般在冬季和初春挖，这几天，王东雇了十几个
村民帮着挖猪苓，而他也在村里奔走收购其他村民种植
的猪苓。

10 年前，王东还是在工地打零工的打工仔，哪里有活哪
里干，收入不稳定。现在，王东是当地有名的产业发展大户，
仅种植猪苓这一项，年收入 10多万元。

“除了自种，我还做收购。春节后的这 20 多天，我收了 1
万多斤猪苓，全都销出去了。自种和收购加起来，一年能挣
个 20万元左右。”

王东是王庄村最先尝到发展中药材产业甜头的人之一。

王庄村位于山阳县十里铺街办东北处，地势偏高，坡
地多平地少，缺乏能人带动，导致王庄村既没有特色产业，
也没有主导产业，大部分村民被贫困绊住了脚，生活一直
原地踏步。

打破这种被动局面的正是王庄村村民自主发展产业意
识的萌发。“我们这儿海拔高、气温较低，正好适宜猪苓、天麻
这类喜阴凉、湿润的中药材。自己搞产业，虽然操心大，但是
心里踏实。”王东一边摸索种植，一边动员附近村民发展猪
苓。他说：“只有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吸引来客商。”

自学和参加技术培训后，王东摸清了猪苓的生长习性，
药材种植逐渐走上了正轨。他种了 4 亩地猪

苓，每亩地产值 3 万多元。看到王东
见了效益，村民跃跃欲试。于

是，王东就主动指导并带动
村上有发展意愿的村民

种植猪苓。从如何选
择 菌 材 到 怎 样 培 养

菌丝，再到如何摆
放菌棒，他都耐心
为村民讲解。每
年 采 收 猪 苓 后 ，
他 又 负 责 联 系
客 商 ，统 一 收
购，解决村民销
售问题。

“ 自 主 种 植
最 主 要 的 是 带 动

效应非常明显，部分
村民思想保守，怕发展

产业风险大，有了能人带
动 ，村 民 看 到 了 实 在 的 效

益，顾虑少了，积极性就高了。”
杨转丽说，“仅王东就带动村上四五

十户发展猪苓种植，除了猪苓，村民自主种
植的还有天麻，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市场也有了口碑，基
本不愁销。”

做大规模强根基

“菌棒上架后，最近正是养菌阶段，及时注水就行了。”山
阳县委办驻王庄村第一书记刘宝说，“食用菌是村里的村集
体经济产业，见效快、效益稳，是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牛鼻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
下力气振兴农村集体经济。”

脱贫攻坚时期，王庄村依托山阳志诚种植养殖合作社
产业基地，发展香菇种植，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脱贫成果巩
固提升、实施乡村振兴起步阶段，王庄村积极争取村级产业
发展资金，持续壮大提升产业发展，采取“党支部＋集体经
济＋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广泛吸纳集体经济试点项目资
金、农户土地租金、贫困户产业扶持资金等各类资金参与入

股分红，通过带动群众参与管理、参与经营等方式，持续增
加群众收入。

“食用菌产业园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让群众通
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增加了收入，每年带动 60 人就近就地就
业，实现了多赢。”刘宝说。

目前，王庄村发展的食用菌产业园总面积 80 亩，建有标
准化大棚 105个，年产香菇 50万袋、产值 300万元，村集体每
年取得分红收入约 18万元。

统筹谋划富村民

3 月 7 日，村民白巧盈卷起袖子，埋头在地里种苍术。“想
趁好天气把这一亩地种完，随后还发种子的话，我计划再种
一亩。”白巧盈笑着说，她本来计划年后出去干活，后来听说
村上鼓励大家发展中药材产业，动员种植苍术，给免费发放
种子，她就不出去了，准备在家好好务药材。

“村上发了通知后，大家都争着上报种植的亩数，报名发
展中药材的积极性很高。”白巧盈告诉记者。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啥都给老百姓想到了，种子不用掏
钱买，还送到家门口，人心里肯定高兴，更有信心把日子过好
了。”村民杨有斌激动地说。

王庄村虽然地势高，但土壤肥沃，光照充足，种植中
药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更好地利用撂荒地，扶持农

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王庄村按照十里铺街道党工委统
一 部 署 ，积 极 参 与 磨 沟 流 域 产 业 示 范 带 的 建 设 ，今 年 全
村 计 划 发 展 连 翘 300 亩 、北 苍 术 1000 亩 、猪 苓 200 亩 、
天 麻 200 亩 ，以“ 特 色 引 领 ，产 业 为 先 ”来 夯 实 群 众 增 收
致富的根基。

十里铺街办副主任邓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十里铺街
办坚持全产业统筹、全流域联动、全链条把控的产业发展方
向，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鼓励农户自主发展经营与合作社集
体化管理相结合，重点围绕“种好药、做好药、卖好药”的发展
理念，在磨沟流域建设以中药材良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于一
体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整体扩大苍术、连翘、食用菌种植规
模。引进红仁核桃并加强科管，配套种植经济作物，形成小
分散、大集中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与农科所、农业公司进
行品牌合作，提高农产品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水平，全面促进
产业发展、持续增加村民增收。

今年以来，十里铺街办谋划了磨沟流域产业示范带建设
项目，对磨王公路沿线的王庄等 6 个村统筹谋划，再根据实
际情况分片区分地块发展特色产业，确保流域内村村有产
业、户户有项目。

目前，王庄村新增 300 多户群众积极发展产业，村上已
为村民免费发放了 84 万株的苍术种苗、3 万多株的连翘
苗。村民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美丽乡村”的根基也将越
来越牢固。

产 业 动 力 强 发 展 劲 头 足
本报记者 王倩 李敏 谢非

随着气温回升，户外活动的游客逐渐增多，前去
商州区板桥镇下湾村仙娥湖草莓合作社采摘的游客
络绎不绝。

日前，在仙娥湖草莓合作社大棚里，个大饱满、口感
香甜的草莓惹来游客争相采摘。而游客体验田园美妙生
活的背后，是村民郝彦子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

“我家就住在那边的山坳里，现在每天早上骑车下
来，只要 20分钟，方便我照顾家里的老母亲。”郝彦子说。

2017 年，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郝彦子为了照顾年
迈的母亲，放弃外出打工的计划，在村上承包了 4 亩地，
贷款建起 3个草莓棚，发展起草莓产业。创业初期，由于
资金紧张，请不起工人，搭棚、整地都是他自己干。草莓
棚建起后，由于不懂肥料配方，草莓种植一度陷入困境，
郝彦子只能尝试土办法，用鸡粪、牛粪沤肥，没想到土办
法起了大作用，种植的草莓个头更大、颜色更红、味道更
甜。这也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2021 年他所经营的草
莓收入 16万元左右。今年年初，郝彦子又将近几年的收
益拿出来，搭建占地面积更大的大棚。现在，他所经营的
合作社，有大小草莓棚 30多个，占地面积 30亩左右。

“我们是来旅游的，开车路过这里看到草莓大棚，就
想进来摘一些尝尝，顺便拍个抖音玩！”一位从宝鸡来的
游客说。

郝彦子介绍，因为交通便利且临近丹江源国家湿地
公园优势，大多数来买草莓的都是从商州和洛南来的游
客，偶尔也有外地游客路过就进来体验一下，往往是草莓
刚成熟，就被游客一“抢”而光。大棚中的草莓销售时间
可以从农历十一月持续到次年的五月，最短可卖半年。

端午节一过，大棚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停种期，随后重新开
始育苗，等待新一轮的成熟期。

草莓热销的同时，郝彦子也面临着种植规模小、产量
不稳定的问题。据下湾村党支部书记王红运介绍，村里
之前想与市区的超市合作，奈何草莓种植不成规模，无法
满足超市的供货需求，只
能作罢。现在，一个草莓
大棚的建设成本在 4 万元
左右，资金缺乏的困难摆
在他们面前。

2 月 26 日，商州区委
主要负责同志在下湾村仙
娥湖草莓合作社调研中得
知，1 个草莓大棚每年能
挣 10 万元后非常高兴，再
三叮嘱，一定不能打农药，
要确保草莓吃起来安全放
心，并承诺在 50 万元专项
帮扶资金基础之上，额外
增加 30 万元用于指导建
设高标准大棚、配备自动
化起垄机，帮助改良土壤，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目 前 ，商 州 区 农 业
农村局已将下湾村列入
2022 年 全 区 产 业 发 展
重点村。

“像郝彦子这样肯吃苦、有爱心的乡土人才，是我们
重点帮扶的对象。每年草莓成熟，他都会雇村里的人来
帮忙，按日结工资，自己富裕的同时也不忘帮一把同村
人。后期，我们打算邀请一些网红来大棚里直播，希望能
打响下湾村草莓的名声。”驻下湾村第一书记金红志说。

草 莓草 莓 红红 了了 产 业产 业 旺旺 了了
程思凡

村民免费领取苍术种苗村民免费领取苍术种苗

村民种植苍术村民种植苍术

游客进棚体验采摘乐趣游客进棚体验采摘乐趣
游客购买草莓游客购买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