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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笔者走进商南县试马镇百鸡村村集体
茶叶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满山茶树绿意盎然，空气
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数十名采茶工挎着茶篓，灵巧的
双手在茶树上飞舞着，熟练地将一片片嫩芽采摘下来
放入茶篓。

“我连续好多年都来基地采茶，目前一斤能挣 30
元左右，手脚快的话，一天可以挣百十元。”正在采茶的
村民张国莲一边采茶一边说，“现在年纪大了，出门也
不好找工作了，好在这几年村里发展了茶产业，平时就
在基地干些除草、采茶之类的轻松活，也能挣点零花
钱，给孩子们减轻点负担。”

据百鸡村党支部书记姚世平介绍，每年茶叶采摘
期，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纷纷在茶园务工，切切实实
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收入。

近年来，百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茶园坚持“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努 力 打 造“ 一 路 山
水一路景”，有效提高了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村
上通过茶叶基地建设，大力发展高端茶叶、生态农
业产业和乡村旅游经济，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提高
了村民收入，加速推进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步伐。

笔者来到茶叶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蒸汽腾腾，茶
香四溢，工人把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进行杀青、揉捻、
烘干，还时不时用手探探茶叶的温度或捧起茶叶闻一
闻，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我这段时间主要负责炒茶，从茶山上采摘回来的
鲜茶，要经过杀青、揉捻等工序才能制成成品茶叶。炒
茶的过程看似很简单，却非常繁琐，每一步都得掌握好
火候，而且还要不停地查看茶叶色泽、形状等，以保证
茶叶的质量。”今年 56 岁的陈海金乐呵呵地说，“炒茶

这段时间，一个月能拿到 3000 元左右，平时没事也会
在茶叶基地务工，一年也挣不少钱呢！”

近年来，在试马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帮扶下，百鸡村依托“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经营茶园 200 多亩，重点吸收本
村群众到茶园科管、采摘，并从事加工和销售等工
作，带动 27 户村民 43 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3000 多
元 。 2022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将 增 加 收 入 近 10 万 元 。
百鸡村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积极搭建消费扶贫桥
梁，在商南县各项助农推介活动中集中展销百鸡村
生产的茶叶，及时在线上推介销售，推动百鸡村茶
叶“出山”“进城”。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我们在经营茶园上积累了宝
贵经验。今后，我们村将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主要
抓手，努力提升经营管理能力，优化经营管理方式，深
入推进商洛市百鸡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积极探索、打造
集茶叶种植生产、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茶叶田园综合
体。到 2025 年，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有望突破 15 万
元。”姚世平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 （通讯员 毛浓祥）今 年 以 来 ，
镇 安 农 商 银 行 结 合 自 身 工 作 特 点 ，持 续 抓 清
廉 促 党 建 强 筋 骨 ，不 断 塑 造 良 好 清 廉 金 融 形
象 ，有 力 促 进 了 业 务 工 作 良 性 发 展 。 截 至 今
年 3 月 底 ，镇 安 农 商 银 行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92 亿
元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57.4 亿 元 。 该 行 向 全 县 8
个 重 点 项 目 和 21 家 复 工 复 产 企 业 及 时 发 放
信 贷 资 金 4 亿 多 元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

镇安农商银行坚持文化引领，不断夯实清
正廉洁思想基础。该行党委、纪委深入挖掘镇
安深厚人文历史文化为清廉金融文化塑形铸
魂，时时刻刻教育引导全体职工听党话、跟党
走；督促员工积极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学习考试，
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和业务高质量发展同步
发力并走向纵深。同时，该行把传统文化和新
时代法纪要求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内涵。

镇 安 农 商 银 行 以 案 促 改 ，强 化 廉 洁 从 业
制 度 支 撑 。 该 行 以 杨 建 新 、赵 永 军 和 王 旭 明
案为镜鉴，教育党员领导干部深刻汲取教训、
守牢初心使命、彻底肃清流毒，永葆忠诚干净
担 当 的 政 治 本 色 ；把 廉 洁 从 业 与 业 务 发 展 一
并 纳 入 考 核 内 容 ，坚 持 正 风 肃 纪 与 培 养 金 融
文化、优化政治生态一体推进，确保清廉金融
文化建设取得实效。

镇安农商银行坚持联动共创，不断推动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走深走实。该行纪委与网点、部室
签订廉洁从业责任书，网点、部室与职工签订责任
书，信贷客户和要害岗位工作人员与纪委签订廉
洁从业清廉文化建设责任书，形成三级联动，教育
职工“知初心、知规矩、知责任、知敬畏”，纵深推进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聘请法律专家举办清廉知识
讲座，切实让清廉金融文化入心入脑，营造人人向
廉、人人促廉的文化氛围。

据了解，在今年一季度全省“新禾行动”综合
考核中，镇安农商银行综合排名居全省第五、全市
第一，获得一等奖；普惠型贷款净增在全省排名第
10 位，获得三等奖；电子银行业务在全省排名第
13 位，获得三等奖，实现了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和
业务发展共赢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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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苗好一半收”。移栽
烟苗，是烤烟生产的重要环节。从
4 月 24 日起，洛南县抢抓墒情，加
快移栽 7 万亩烤烟苗，确保稳步实
现产业增效、烟农增收目标

暮春时节，记者走进洛南县四
皓街办抚龙湾社区，只见村民有的
在打孔，有的在放烟苗，有的在浇
水。当地烟站的技术员正在指导
烟农拉线放线、盖膜浇水等，工作
起来一丝不苟。

洛南烟草分公司副经理黄金
辉说：“今年全县烟苗质量有了一
定的提升，不仅无病虫害，而且苗
齐苗壮。我们根据近期气候条件
和墒情，及时调整移栽方式，通过
井窖式移栽，确保烟苗不受冻、不
缺水、不受灾。”

为提高烤烟种植规范化水平，
保证烟叶质量和产量，洛南县在抓
好烟农、合作社生产技术培训的同
时，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指
导大家烟苗移栽工作。

“烤烟移栽有大窝式、鸭嘴式、
井窖式三种方式，今年我们采用的
是井窖式移栽，首先要覆膜，覆膜
以后要打孔，打孔后才能移栽烟
苗，烟苗放下去以后，泥巴不能盖
得太多，然后再浇定根水。打的孔
深 18 厘米，就像一个井窖，可以形
成一个‘小气候’，保证温度、湿度，

这样烟苗成活率高。”洛南烟草分
公司城关烟站副站长赵星一边给
村民示范一边笑着说。

“今年我们从 4 月 24 日启动
烤烟移栽，全县计划在 5 月 2 日完
成 7 万亩的烟苗移栽。移栽工作
完成后，我们将查缺补漏，确保烟
苗生长整齐一致，力促今年烤烟丰
产又丰收、增产又增效。”洛南烟草
分公司烟叶股股长石磊说。

“我去年栽种了 22 亩烤烟，收
入 10 多万元。这几年，种植烤烟
产量越来越高、价格也越来越好，
预计今年收入会更高。”烟农樊继
朝说，“20 多年前我开始种烤烟，
刚开始只种了两三亩，之后我每年
都扩大规模。”

在四皓街办柴峪村的烤烟基
地，几名村民高兴地说：“出去打工
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移栽烤烟却
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收入。移栽烤
烟一天的工资是 70 元，光是移栽
这几天，我就可以收入近千元。”

2022 年，洛南县四皓街办种
植烤烟 1 万多亩，较去年增长了
2000 多 亩 ，预 计 产 值 突 破 4000
万 元 ，较 去 年 增 长 300 多 万 元 。
今年，洛南县发展烤烟 7 万亩，面
积比去年增加了 4100 多亩，预计
烟 农 收 入 2.8 亿 元 ，比 去 年 增 长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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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 移栽烟苗忙 服务“零距离”
本报记者 王江波 白志鑫

百鸡村 茶产业铺就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李 潇

立夏已至，万物繁茂。在商州区北宽坪镇公
路两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黄精、苍术、桔梗等
中药材长势喜人，种植户忙着在地里除草、剪枝。

记者走进郭湾村五味子产业基地，一排排青
翠的五味子苗引人注目，村党支部书记郭会喜正
忙着指导村民给五味子剪枝。

“在五味子生长过程中，每年都要修剪枝叶，
主要以控制枝干长度和更新枝叶为主，这样才能
避免枝条过多吸收营养而影响产量。过几天就要
开始栽水泥桩搭架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完成剪
枝。”郭会喜说。

为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规 模 ，郭 湾 村 结 合 实
际，依托近年来全村发展中药材产业的良好基
础，决定引进五味子，最大限度盘活资源，促进
村民增收。2020 年 11 月，郭湾村计划发展五
味子产业，村干部专程前往洛南县巡检镇考察
学习。2021 年春季，郭湾村整合土地资源，在
原有种植 50 亩五味子的基础上，新发展 50 亩
五 味 子 ，并 建 成 了 郭 湾 村 五 味 子 产 业 园 。 平
时，由郭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组织村民管护产
业园，直接带动本村 30 多人就近务工增收，年
人均收入 3000 元，形成了“一个产业、以点带
面、辐射全村”的产业发展格局。

郭会喜说，郭湾村气候湿润，适宜植物生长，
野生中药材资源分布广泛，其中黄精、金银花、连
翘、五味子等尤为丰富。村民素有种植中药材的
传统，产业基础比较好，种植经验也很丰富。

“五味子用途广泛、发展前景好、适应性很强，
对土壤要求不高，栽培、管理方法也简单，很适合
我们这平地少的村子栽植。五味子两年长成、三
年挂果、五年盛产，估算 1 亩地每年能有 1 万元的
收入，这是一个壮大集体经济的好产业。”郭会喜
信心满满地说。

郭 湾 村 将 中 药 材 种 植 与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引导和鼓励经
营主体、农户流转荒地发展壮大产业，目前全村
中药材种植面积近千亩，为村民持续增收打下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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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五味子基地剪枝村民在五味子基地剪枝

给茶叶杀青给茶叶杀青
挑选茶叶挑选茶叶

洛南烟草系统职工来到田间洛南烟草系统职工来到田间，，帮助烟农移栽烟苗帮助烟农移栽烟苗。。

及时浇水提高烟苗成活率及时浇水提高烟苗成活率

烟苗长势喜人烟苗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