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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三兴村的天与地格外醉人。远眺，蓝天白云下
是山上层层叠叠的绿，与坡塬上一行行泛着银色的地膜交相
辉映；近看，田地里的大棚鳞次栉比，旁边一株株五味子、豆角
正在拔节生长。将视线远近切换，一幅乡村振兴图尽收眼底。

“三兴要兴，主要靠产业。”三兴村党支部书记马建良一
句铿锵有力的回答，道明了三兴村近几年的发展重点。

三兴村位于洛南县麻坪镇东北处，由三个村合并而成，人
口多、村域面积大、耕地较充足，勤恳的三兴人很久前就在土里

“掘金”，从种粮、种药材、种烤烟到种大棚蔬菜和瓜果，三兴人没
有停下探索的步伐。经过不断地试错和坚持，三兴人因地制
宜、开拓创新，以烤烟为主导，以中药材、设施大棚、订单农业为
主线，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致富大道。

传统产业筑根基

立夏前几天，马玉平忙得不可开交，他和家人、雇来的 18
名乡亲忙碌了一周，才移栽完 40多亩地的烤烟苗。

“这一周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进家门，看着烟
苗子全都栽到地里了，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每年从这个时候
起，烟农就闲不下来了，随后还有防虫、揭地膜、打叶、掐顶花
等工序。”马玉平说。

马玉平介绍，收获的烟叶经过烘烤后，按照等级分好，烟
草局的人上门收购，不用出门就卖了，他每年靠烤烟这一项
能收入十七八万元。“收入高了，人的腰板都能挺直了，觉得
辛苦都值了！”马玉平笑着说。

马玉平是三兴村的烤烟种植大户，也是较早一批种植烤
烟的村民。他介绍，当地坡塬地多、气温适宜、光照充足，很
适合种植烟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就和村里的几户人开
始种植烤烟。那时，由于不懂技术、不善管理，烟叶质量不
高、收效甚微，没种几年便放弃了。后来，村上鼓励村民发展
烤烟，并有专业技术员上门指导，他便再次当起烟农。

有了政策、技术支持，马玉平的烟叶品质提上来了，“钱
袋”也越来越鼓了。看到了效益，三兴村务烟的人多了起来，
烟田愈加壮观，村里、沟垴、山峁都是整齐划一的地膜烤烟，
从高处俯瞰，十分壮观。

“烤烟产业现在很稳定，统一收购，没有销售难题。种
植时间长了，烟农掌握了种植技巧和烘烤方法，烟叶
质量好，烟农户均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马建
良说，“目前，全村有56户烟农种植烤烟1700
多亩，年产值约600万元，烤烟成了村民稳
定增收的有效渠道。”

近两年，村上在巩固烤烟面积、
提升品质的同时，还在持续推进中
药材发展。马建良介绍，三兴村也
有苦参、苍术等种植传统，为了进
一步扩大中药材发展规模，村上依
托能人带动，从育苗到技术指导为
村民提供支持，目前全村发展苍
术、猪苓、北五味子近 500亩。

错峰上市提效益

随着气温攀升，三兴村蔬菜种植基地里也热闹起来。大
棚内莲花白长势喜人，采收的、装车的村民来回穿梭其中，不
时传来互相打趣的欢声笑语。

“这几天，一边采收莲花白就一边卖了，工人不停地在棚
里挑选采收，都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周刚看着眼前丰收的
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21 年，看中三兴村地理条件优越和产业发展氛围浓
厚的周刚，从洛南县城关街办尖角村专

程来到这里建棚发展产业。
周刚说：“三兴村的优势在

于土地集中连片，而且昼夜
温差大，有利于蔬菜、瓜

果生长，更重要的是，
村上有大棚产业的基
础，在规模化、高品
质化发展上有浓厚
的氛围。”

在 村 上 的 协
调帮助下，周刚流
转了 80 多亩地，建
起 40 个 温 室 大 棚

发 展 大 棚 西 红 柿 。
今年，他利用莲花白

生长周期短这一特点，
在种植西红柿之前种了

一茬莲花白。“这样打时间
差，既能合理利用土地，还能抢

占西红柿市场的空白期。”周刚说。
和周刚不同的是，李会军生在三兴，长在

三兴，多年前他就想为这一方百姓谋发展增实惠。2017 年，
李会军看到设施大棚很有发展前景，就流转土地建了 27 个
大棚，种起哈密瓜和甜瓜。同年，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村上
陆续有人做起大棚蔬菜，大棚产业应运而生。

从甜瓜、西红柿到莲花白，三兴村的种植品类逐渐增多，
大棚种植管理和运营日趋成熟，棚内滴管、水肥和控温控湿
也逐步实现智能化。

大市场环境下，如何走上特色产业路子？怎样提升核心
竞争力？今年，三兴村的种植户又尝试了一条新的发展道
路：改变种植品种，统一种子和管理，走高品质路线。

今年初，李会军联合周刚和村上其他种植户，把大棚整
合起来，与咸阳市泾阳县一家水果西红柿专业合作社签订协
议，专门种植水果西红柿。

“水果西红柿是沙瓤、甜度高，市场价格是普通西红柿的

一倍，效益更好。”李会军说，“为了保障品质，我们从泾阳统
一购买种子，实施集中管理，果子成熟后那边保底收购。目
前，全村整合了 100 亩地发展了 90 个大棚，种子已从泾阳发
回，预计 6月初移栽，8月下旬上市。”

“相比传统种植，大棚种植受天气变化影响小，而且能错
峰上市，从而提升种植效益。”市教育局驻三兴村第一书记张
力说，“大棚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村上计划将
大棚产业吸纳进村集体经济，实现抱团发展，由集体经济统
一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然后再为种植户进行项目补贴，形
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

订单农业不愁销

自从豆角苗慢慢露出土后，马宝善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
转。他在自家的三亩地里，一会儿弯腰，一会儿蹲下，仔仔细
细地查看豆角出苗情况。

“政府给咱把挣钱的门路找好了，种子、地膜都给送到家
门口，就是希望咱老百姓有个营生，能挣下钱。咱不仔细，咋
对得起政府！”马宝善说。

“马叔这人心细，也重视产业，脱贫后一直努力寻找合适
的产业，这次对村上推广的无蔓豆角更是积极得很，早早就来
报名，把自家的闲置地都收拾出来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蔺鹏
介绍，像马宝善一样积极发展豆角产业的，全村有80多户。

近几年，三兴村始终以让农民持续增收为根本出发点，
不断尝试做大做强涉农产业，虽然连续两年受到水灾影响，
但是大家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没有减弱。去年，作为新一轮驻
村工作队，张力和驻村工作队队员、村干部一心扑在道路和
农田修复上，全力巩固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为今年的春耕生
产奠定了坚持基础。

“今年，我们根据灾后村里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发展订单
农业的工作思路。”张力说，“开春以来，村上积极响应镇上号
召，依托德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
大力推广无蔓豆角种植。”

“无蔓豆角种植条件要求低、好管理、产量大，主要是村民
参与度高，保底收购，不用愁销路，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张力说，“订单公司为种植户统一配送豆角种子和地膜，并开展
免费技术指导，政府按照种植面积提供补贴资金。收获时，公
司以协议价2.2元每公斤收购，确保村民种得好、销得出。”

目前，全村共种植无蔓豆角 294 亩，预计平均亩产值约
2000元。“随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豆角的种植面积，让群众
稳定持续增收，用兴旺的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马建良说。

产 业 振 兴 如 何“ 兴 ”
本报记者 王 倩

如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已融入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亲人视频通话、购物时移动支
付、挂号时提前预约、缴水电费一键办理等，这些很多
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但很多
老年人不会用、不敢用、学不会。面对老龄化和数字
化同步发展的趋势，移动公司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积极开展“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也能享受到数
字化“红利”。

5月 17日是第 54个世界电信日，今年的主题是“面
向老年人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电信和信
息通信技术（ICT）在实现“适老化”服务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人口老龄化大趋势下，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

活受到全社会的重视。2021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印
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养老服务”发展，促进老年用
品科技化、智能化升级。

近年来，陕西移动公司积极响应国家“适老服务”
的号召，深度感知老年客户服务需求，推出一系列舒
心、贴心、暖心的助老服务，多措并举升级软硬件设
施，让暖心助老服务走进营业厅、社区、乡村等，牵手
长辈一同乘上“信息化快车”，弥合“数字鸿沟”，用

“心”守护老人。
线上有专线，线下有专席。在“指尖服务”上，陕

西移动手机 APP 特意打造了大字版长辈模式，一键切
换，操作简单。为了方便老年人，移动热线语音服务
一直在优化更新。65 岁以上老年人拨打 10086 即可
享受“尊长热线”一键接入，无须再经过智能语音提示
和数字选择等操作环节，有效解决老年客户听不清语
音播报、按错键等问题。在各大营业厅，陕西移动商
洛分公司为老年客户提供爱心专席、无障碍通道、老

人优先服务等多项暖心“银发服务”，全市 12 个营业
厅提供全场景支付，为客户提供现金支付、第三方支
付等方式，不以任何理由拒收现金，让老年客户感受
安心服务。同时，公司举办老年微课堂，手把手教会
老年客户使用健康码、手机购物、视频通话等，为老年
客户进行手机基础使用辅导，教会日常的微信操作、
两码使用等，并结合老年客户使用特点，开展反诈宣
传，以通俗平实的语言讲述真实案例，提高老年人网
络安全防范意识和反诈骗能力。

在社区渠道，陕西移动商洛分公司组建“网格经
理+渠道人员”服务先锋队，定期开展“助老服务献爱
心”上门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敬老院，面对面向老年
人讲解通信业务，手把手指导操作常见手机应用、网上
营业厅与微信社区群的使用等，牵手老年群体搭上“智
能化快车”。在助力老年人接轨智能化居家生活上，移
动公司装维人员提供宽带网络义诊、智慧家庭网络优
化、互联网电视指导体验等服务，为老年人打通了服务
到家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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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厅营业厅““智慧助老智慧助老””小课堂为大家辅导手机的基础使用小课堂为大家辅导手机的基础使用
商洛移动工作人员走进农村商洛移动工作人员走进农村，，手把手教老年客户手把手教老年客户常用软常用软

件的使用件的使用。。

商洛移动总经理王颖为老年商洛移动总经理王颖为老年
客户讲解客户讲解““反诈骗反诈骗””知识知识

商洛移动青年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开展服务商洛移动青年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开展服务

驻村队员和村干部在产业大棚查看莲花白长势驻村队员和村干部在产业大棚查看莲花白长势

香菇是村上的一项香菇是村上的一项
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发展稳定发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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