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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洛南县三要

镇罗村的西瓜大棚里，工人

正在吊蔓。据介绍，该村结

合当地实际，利用现有村集

体土地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

和特色小西瓜，采取“市场牵

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经营模式，带动当地种植

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目

前，村上共建设大棚 30 个，

其中种植特色小西瓜21棚，

预计年收入60万元。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我们一起来北阳山爬山、野营，锻
炼了身体的同时还领略了北阳山的独特
风光，感受到了真正的原生态之美，以后
我会带着更多的亲朋好友来这儿玩。”日
前，一名来自西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

北阳山主峰地处镇安县西口回族镇
石景村，海拔 1600 米以上，有保存较完
整的喀斯特地貌。登临其上，北眺关中，
可窥逶迤秦岭的雄浑气势；南望荆楚，可
瞰秀丽汉水天际流，其秀丽景色每年都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每逢节假日，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
攀爬陡峭的山路，欣赏如画秦岭，一睹千

年齐绝石林。他们或跑步或骑行，领略
石景村的田园牧歌；他们徒手攀岩，向险
峻的喀斯特地貌挑战极限；他们夜宿美
丽天池草甸载歌载舞，体验民族文化，在
秀美的北阳山中流连忘返。

近年来，西口回族镇石景村以“秦岭
保护”为宗旨，在不破坏秦岭原生态之美
的前提下，努力构建“生态旅游+农家
乐+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着力打造文
旅强村、特色农产品强村。2021 年，西
口回族镇与茅坪回族镇深度合作完成了
修 建 北 阳 山 南 麓 登 山 步 道 的 规 划 。
2022 年，北阳山北麓的登山步道已立项

建设。
据介绍，石景村严格遵守《陕西省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走原生态开发之
路，对北阳山景区进行开发，让北阳山保
持最原始的生态美。为把“人流量”变为

“金流量”，石景村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
下初步形成了“农家乐+特色民宿+高山
牛羊肉售卖”的生态旅游产业链，同时以
合作社形式发展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千亩红豆杉种植基地，逐步让石景村村
民的腰包鼓起来。

目前，北阳山的开发利用尚处于起
步阶段，如何更好地开发北阳山，让北阳

山的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这一直
是西口回族镇思考的问题。在继续发展
壮大现有“生态旅游+农家乐+生态农
业”模式的同时，西口回族镇在探索性建
设“生态+民俗”“生态+古迹”“生态+西
口全域旅游”试点工程，不断总结经验、
取长补短，力争在做好保护秦岭的同时，
用生态带动经济，让经济反馈生态。

下一步，西口回族镇将秉持“共同富
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原则，持续激
发北阳山的原生优势，加速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以生态价值的后发优
势迎来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春天。

西口回族镇西口回族镇 绿色原生态绿色原生态 大美北阳山大美北阳山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唐瑞希 王 珽

“由黄泥河村党支部牵头，引进
外省农业企业到村投资瓜蒌产业项
目，成立山阳县辰鑫亿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村集体和村民以土地参与
入股，每年每亩固定分红 400 元。由
公司技术人员统一指导生产管理，村
集体组织群众进基地务工，基地建成
后将以托管的方式由村集体再安排
专人分块负责日常管护，到 10 月份
瓜蒌收获后，村集体按亩产净收入的
10% 获 得 分 红 ，可 谓 是‘ 一 业 惠 三
方’，农户、村集体经济和企业三方都
获得收益，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农户
参与的积极性，也牢牢地将农户镶嵌
在瓜蒌产业链上。”山阳县西照川镇
政府负责人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自市、县
“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启动以
来，山阳县西照川镇紧扣“生态产业
化、粮经立体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土地潜
力，持续增强发展后劲，精准谋划，科
学论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瓜蒌种植
产业。全镇按照“党支部＋企业＋村
集体＋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探索出“主体经营+土地入股+农户托
管+企村分红”的瓜蒌产业联农带农
新机制，助力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西照川镇地处秦岭深山，该镇石
佛和照川片区土地平坦且集中连片，
土质肥沃、疏松，光照充足，特别适合
种植深根植物。西照川镇经前期市
场调查和经济效益分析，并邀请专家
实地考察后，在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最终选定在全镇大力发
展瓜蒌产业。

瓜蒌全身都是宝，经济价值高，瓜
蒌皮、瓜蒌籽、瓜蒌根都是上好中药
材，价格连年上浮且市场紧缺。瓜蒌
根制作天花粉，瓜蒌籽又是药食同源
食品，炒熟后味道润绵、脆香特异，是
一种高端的休闲食品，被誉为“瓜籽之
王”。瓜蒌当年栽植当年收获，春种秋
收，一年植苗可连续四年收益，是一个
典型的“短平快”生态绿色农业产业。

“瓜蒌第一年除过购苗、搭架、施
肥和日常管护等成本外，瓜蒌皮、瓜蒌
籽按当前的市场价每亩可收入 2000
多 元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每 亩 可 收 入
7000 元左右，到第四年加上瓜蒌根的
收入每亩可达 1.1 万元以上，属高效农作物。”黄泥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明
海信心满满地说，“近期，我们在瓜蒌地里套种大豆，每亩可产大豆 200
斤，农户又可增收 600 元，实现了‘一地双收’，大大增加了土地的附加
值。同时，大豆根瘤菌又能为瓜蒌生长提供有机氮肥，‘变身’天然有机
肥。现在基地里的瓜蒌长势良好，再过 30 多天就进入花期，我们村准备
引进 400箱中华蜂，以此带动周边农户自主发展庭院经济。”

目前，西照川镇已在石佛片区的黄泥河村、碾子坪村集中连片种植瓜
蒌 300亩，前期已带动当地群众 340 多人通过土地入股、就近务工实现人
均增收 1600 元。今年秋收后，计划在石佛、照川两个片区的 6 个村（社
区）将规模扩增至 2000 亩，到 2024 年底在全镇将建成 5000 亩集“种苗
培育、基地种植、生产加工、产品研发、电商销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瓜蒌
产业园区，将西照川镇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瓜蒌小镇”，让瓜蒌产业真正成
为乡村振兴路上的绿色主导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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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走进秦岭深处的山阳县小河口镇杨家湾村，只见蜿蜒的公路两
旁，五味子、黄精、苍术、连翘等中药材长势喜人。

沿着公路，笔者一行来到杨家湾村五味子标准化种植基地，看到村
民正在忙着清理杂草。“我在基地务工，每天能挣 80 元。春秋农忙时都
有活干，再加上流转给基地的两亩地分红，我每年务工和土地分红能拿
到近 6000 块钱，还能照顾家里娃上学，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
了。”村民牟德意说。

走出基地，迎着拂面的微风，踏着崎岖的山路，我们先后来到杨家湾
村胡家沟、青岩沟、寨子沟组，一路上只见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连翘枝头
已经挂满青果，地里成片的苍术、黄精药苗迎风招展。

“以前，我们村大多数人常年在外务工，坡上、沟里好多地常年闲置撂
荒，地里到处长满草。现在，村里带头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起了中药材种
植基地，带动大家在闲置撂荒地里种上了连翘、苍术、黄精等中药材。按
现在的市场行情估算，我家今年仅发展中药材就能收入 2.3 万元，真的是
荒山变成了金山！”说起村里发展中药材带来的变化，小沟口组村民程明
有笑得合不拢嘴。

一项好产业就是一个致富的希望。近年来，杨家湾村充分利用资源
禀赋和条件优势，紧紧围绕“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坚持“打好生态牌、
念活山字经、走宽联农路”的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把中药材种植作为
主导产业，将中药材种植与乡村振兴、“三百四千”工程、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紧密结合，引进山阳县鼎盛中药材种植合作社，采用“支部+集体经济+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整合本村土地、集体经济、人力资
源等优势，高标准打造杨家湾村五味子种植示范基地。村上按照“高矮间
套、长短结合”的经营思路，在五味子田间套种黄精、苍术，兼顾了长期效
益和短期效益。

山阳县鼎盛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前期投资 45 万元，提供种苗、技术等
支持，并承担产品的培育、回收、加工。杨家湾村党支部投入 12万元集体
资金入股参与经营，并组织本村劳动力负责平时的管护工作。51 户农户
将 103 亩通过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分红。通过集体经济资金入股、土地
入股、安置当地群众就业，村集体每年可获得分红 3万元、农户分红 6.8万
元；平时能吸纳 32人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 3000元以上。

在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下，杨家湾村党支部鼓励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种植户流转荒山荒地，引导规模发展连翘、五味子、苍术、黄精为主的中药
材种植。村上通过优先吸收脱贫户入股、优先指导脱贫户种植、优先安置
脱贫户务工、优先销售脱贫户产品，积极落实入股分红增收、流转土地增
收、吸纳务工增收、带动种植增收措施，将群众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目
前，全村共流转荒地 36户 162亩，群众土地租金年收入 4.9万元；带动 166
户群众发展连翘、黄精、苍术共 1100 亩，年产值 90 多万元；合作社、家庭
农场累计吸纳 80 多人次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 7.9 万元，初步形成了

“头雁领飞、群雁伴飞”的共同致富效应。

杨家湾村杨家湾村

支部引领产业兴
本报通讯员 宁 坤

近年来，丹凤县商镇保定村按照“产
业强村、旅游活村、文化兴村”的总体思
路，落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和“三百四
千”工程要求，走出了一条“头雁领飞”的
创新路。

“组织联建”强堡垒，走出乡村振兴
新路径。面对资源不均、单打独斗等问
题，商镇党委牵头联合大峪沟 5 个村成
立商山产业联社党委，聚焦组织合建、产
业合融、资源合聚、发展合联，通过增收
致富一体谋划、难点问题一体解决，实现
了片区联动、要素激活、产村融合，一体
推进乡村振兴。在联社党委带动下，各
村注册农特产品品牌 8 个，初步形成“畜
药菌游劳”5 个产业集群，示范带动脱贫
户 500 多户，帮助群众就地就业 70 多
人，实现户均年增收 3000多元。

“头雁带富”强产业，激活乡村振兴
新动能。保定村党总支书记刘飞结合村
情实际，牵头领办保定村乡村旅游集体
经济项目，实现了保定村由深度贫困村
到年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40 万元的华丽
转变。目前，保定村建成集水上拓展、攀
岩探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游乐园，
已成为群众休闲避暑的打卡地，年接待
游客 5 万多人次，仅 2022 年一季度村集
体经济为群众分红 26 万元。在良好的
干事创业氛围下，保定村、东峰村党员带
头发展产业，带动周边群众新建农家乐
2家、农家超市 2个、小吃摊点 7家，27名

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2021 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突破 1万元。

“驻村共议”强谋划，展现乡村振
兴 新 作 为 。 保 定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围 绕

“驻村兴农”目标，积极谋划“四区一基
地”发展路径，领办实事 9 件，修建完
成 路 堤 结 合 工 程 1 处 ，民 居 立 面 改 造
56 户，修补村组柏油路段 8 处，增装太
阳 能 路 灯 34 盏 ，修 建“ 口 袋 公 园 ”1
个。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共同
谋划，合力推动保定村秦岭山水乡村
建设再上新水平。

“人才互融”强治理，打开乡村振兴
新画卷。保定村不断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
乡 基 层 治 理 体 系 ，大 力 推 动

“三百四千”工程，积极发掘
多方面人才，不断把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
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
能 。 在 自 治 上 ，发
掘 善 于 做 群 众 工
作的“经验人才”
带动群众自发参
与 秦 岭 山 水 乡
村建设，拆除危
旧 倒 房 10 多
处，清理“三堆
六 乱 ”100 多

处；在法治上，发掘“法治人才”组织群
众开展平安夜校、法治讲堂；在德治上，
依托村级“一馆一堂一场”阵地，发掘

“宣传人才”讲述“孺子牛奖”获得者徐
升莲事迹、讲述国学故事，今年以来评
选“商山之星”13 名、“五美庭院”5 个，

和谐文明蔚然成风。
党建与乡村振兴相得益彰，文化与

山水乡村交相辉映，使得保定村初步实
现了村强民富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
村稳民安和谐美、村风文明人文美的“四
美”目标。

保定村保定村

“ 头 雁 领 飞 ”共 同 富
本报通讯员 史妙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