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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本报讯 （通讯员 贺 冰）今年以
来，在种植香菇上有 20 多年历史经验的
丹凤县花瓶子镇花中村，进一步加大香菇
种植技术革新和品种的改良换代，种植出
来的香菇品质优良，市场前景发展广阔，
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花中村是花瓶子镇政府所在地，交
通方便，地理自然条件优越，村域面积
16.6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900 米，林地面
积 1.94 万亩，享有“天然氧吧”“香菇之
乡”的美称。

近年来，花中村党支部班子经过反
复调研和外出考察确定，依托村林木资

源和种植香菇的优势经验，大力发展香
菇 产 业 ，使 之 成 为 村 民 增 收 的 重 点 项
目。为此，村上在花瓶子镇香菇产业链
联合党委的带领下，按照“建好支部强推
力、‘三变’改革激活力、壮大集体经济增
实力、激发提升群众内驱力”的“四力”发
展思路，建立了村香菇实用技术人才库，
大力发展香菇产业。并在香菇产业链条
上建立了党小组，按照“1+1+6”模式运
营，建立了“联营”“自营”“承包经营”三

种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全村 481 户中，
有种植香菇农户 126 户。其中村民王治
龙种植香菇 10 万袋，年收入 30 万元。村
民魏军祥、刘锁子种植香菇 1.5 万袋，年
收入 4 万元以上。

为了激活农村市场活力，让电子商
务真正成为助推农民的增收器，花中村
目前正在提升产品包装，大力培育乡村

“网红”，并通过“网红”的农产品直播带
货，不断加大香菇等农产品品牌的影响

力和销售力，让农产品以预售式、规模
化、零库存等形式融通城乡供需关系，推
动了供应链向城市延伸，让香菇产品走
进城市千家万户。

花中村花中村 发 展 香 菇 促 增 收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
今年以来，柞水县借助科技部帮
扶团东风，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
用，多渠道引进专家团队、广领域
争取科技项目、深层次开展科学
研究，以科技赋能助推乡村振兴
谱写新篇章。

科技引领促发展。柞水县
完 善 部 、省 、市 、县 科 技 管 理 部
门“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和科技
系统东西部协作机制，坚持县、
镇、村三级建设规划一体化，围
绕县域主导产业，先后促成 130
多 个 部 、省 、市 科 研 项 目 落 地 ，
推动产业区域聚集、全员覆盖；
建成以柞水县为核心区的商洛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园 区 ，集 科 技 研
发、生产、孵化、示范于一体，成
为科技服务乡村振兴一张靓丽
的 名 片 ；打 造 出 西 川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区 ，形 成 全 市 科 技 要 素 最
为 集 中 的 园 区 格 局 ，逐 步 成 为
科技示范的样板。

科技支撑显成效。柞水县持
续发挥以李玉院士为首的柞水木
耳产业创新发展科技助力团作
用，聚焦木耳产业，研发本地木耳
品种 6 个，研发木耳即食食品、健
康饮品、功能食品等高值化产品
11 个，实现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链
效益提升；对接国内中药材科研
院所、龙头企业、产业协会等科研
院企，开展中药材良种繁育、高品质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等，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添加后劲；落实项目经费 9700 多
万元，对木耳、中药材和康养等优势产业，实施产业链的
补链、延链、强链，开展全链条设计；对木耳深加工产品研
制、研发的木耳饮品、木耳挂面、木耳小食品等系列已经
进入市场，有效提升了当地“造血”能力。

科技服务强保障。柞水县坚持同吉林大学、西安
交 通 大 学 等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专 家 对 接 科 技 需 求 ，解 决
科技扶贫技术难题，采用“一人一村（企）”的模式下
派 到 乡 村 和 企 业 开 展 技 术 指 导 ，实 现 了 脱 贫 村 和 科
技 型 企 业 特 派 员 全 覆 盖 ，一 批 批 产 业 技 术 能 人 常 年
活跃在田间地头，为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制定管理
细 则 ，规 范 化 管 理 ，落 实 专 人 负 责 ，定 期 督 查 项 目 推
进、资金使用等情况；选派工作人员现场观摩学习管
理 工 作 ，组 织 专 题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实 施 与 管 理 推 进 会
等，有效提升了县内乡村振兴人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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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潇）初夏时节，走进商南县
赵川镇文化坪村，映入眼帘的是条条水泥路宽阔平整，座
座民居干净整洁，中药材基地里的白及花竞相开放……

“白及这种作物喜阴不喜阳，像我们这地方山高林
深，空气湿润，土壤肥沃，最适合白及的生长。”提起白及
种植，今年 56 岁的程周朝笑着说：“我是从 2001 年开始
种植白及的，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后来在帮扶部门和镇
村干部的帮助下，积极参加技术培训，加上自己慢慢摸
索，逐步掌握了种植技术。”靠着 20 亩白及，他家每年纯
收入近 20 万元。如今，他不光自己种植，还带着周围邻
居一块种白及，日子越来越红火。

近年来，文化坪村立足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
件，采取“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和大户承包、分散
种植的模式，不断探索建立特色产业脱贫致富长效机制，
积极推广白及、苍术、柴胡、何首乌、百合、五味子、半夏等
为主的中药材种植，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文化坪村党支部书记黄开峰介绍：“起初，因种植技
术不成熟，产业销路不畅，老百姓发展产业自信心不高，
荒地丛生。”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帮扶单位商南县财
政局不断创新产业帮扶工作方法，一方面推行《产业奖补
办法》，筹措产业奖补资金，鼓励并督促老百姓发展中药
材种植，另一方面组织中药材科管技术培训，将科学、先
进、实用的种植技术教给群众，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
术服务，降低群众种植中药材风险，使老百姓种植中药材
信心高涨。目前，文化坪村规范化种植白及 400 亩，苍
术、桔梗各 300亩，产业基地 3个，产业大户 11个。

与此同时，文化坪村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八月果
种植，打造了50亩的产业基地，采取部门帮扶、村级主抓、
企业运作、群众参与的发展方式，成立了文化坪村八月果
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引进种植
生漆 500 亩、品种花椒 200 亩、冷水鱼养殖 10 亩，并鼓励
群众，自主发展散养鸡、养猪、养蜂、养牛羊等产业，不仅激
活了农村集体经济，发挥资源聚集效应，还拓宽了群众增
收渠道。

文化坪村文化坪村

特色产业铺富路

青山叠翠河水清，板栗魔芋木耳香。
6月，走进镇安县云盖寺镇金钟村，水

泥路直通家门口，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郁
郁葱葱的小菜园随处可见，产业大棚整齐
划一，一幅“景在村中，村融景中”的美丽
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通过创新实
施‘五小’工程，抓实支部党建工作，助
力乡村振兴。”金钟村党支部书记王习
尧介绍，金钟村的具体做法就是推选小
组长、建成小项目、发展小产业、落实小
服务、评选小荣誉，积极深化镇安县“党
建领航·红映栗乡”主题实践活动，切实
发挥基层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
众工作优势。

推选小组长推选小组长 发挥带头作用发挥带头作用

金 钟 村 共 1918 人 ，全 村 有 党 员 52
人。该村采取区域相近、方便管理、联合
建立的原则，在全村 29个片区下设 9个片
区党小组，选聘政治思想坚定、群众基础
好、片民威信高的党员担任党小组组长，
协助支委开展片区管理工作。

片长解书莲说：“为了解决老年人不
识字、接受政策有困难问题，在村里设立
了片区广播站，群众在茶余饭后可以通过
听广播知晓政策，同时还建立了‘和为贵’
调解室，及时调解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

据了解，片区党小组在强化片区党员

管理基础上，按照“结对帮扶派党员”的原
则，选派有能力党员在完成“党员领三事”
的同时，与片民结对子，通过产业帮带、劳
务帮带、思想帮带等方式，一家帮一家、一
家带一家，形成了富民兴片的良好氛围。

推进小建设推进小建设 改变村容村貌改变村容村貌

虽值炎炎夏季，但家住金钟村二组的
村民解书丹茶余饭后总要到村口的“口袋
公园”散散步。

解书丹说：“以前的金钟村村口‘脏乱
差’，乱占乱建现象很严重，经过村上改造
后，将其建成主题小公园，如今这里成了
村民们的聚集点。”

“我最满意的就是卫生小公厕了，以
前上厕所简直就是受罪。现在我们也能
和城里人一样用上冲水式厕所了，既方便
又卫生。”解书丹满面笑容地说。

王习尧说：“建设虽然小，但可以很好
地对农村环境起到点缀作用，让村子更有
新意，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村民就近享受改
造提升带来的舒适生活，提高了群众幸福
指数，使乡村更宜居。”

发展小产业发展小产业 带动群众致富带动群众致富

作为金钟村的领头雁，王习尧清醒地
认识到只有发展特色产业才能让村民日
子富起来。经反复研究，王习尧带领村民
修建木耳大棚 11座，平整塔架木耳 41亩，
今年第一茬种植木耳 31万袋。

王习尧告诉记者，大圣庙片区现有 3
个木耳大棚，由片长胡应成牵头，组织 8
个片民在大棚稳定务工；搬迁点片区有 4
个木耳大棚，由片长邹环牵头与村平台公
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组织 10 个片民
在大棚稳定务工，每季劳务收入 7万元。

“我们村的干部不仅‘人盯人’为政府

履职，还能‘户帮户’带动村民致富。”王习
尧开心地说，现在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
火，大棚木耳种植带动 130 多户片民参与
劳务，户均增收 8000元。

提供小服务提供小服务 温暖群众心温暖群众心

今年快 80 岁的老人李世魁，因为年
龄大了，去镇上理个发很不方便。但是自
从村子有了便民理发室，他每个月都在村
里免费理发。

针对村民反映的日常健康监测和理
发不方便的诉求，金钟村设置了健康服务
室、便民理发室等便民室，打通了党组织
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居民们
的生活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幸福。

王习尧说：“村里老龄人口较多，一些
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不仅设置了便民服
务室，还可提供上门服务，为老人送去党
的温暖。”

晒出小荣誉晒出小荣誉 引领新风尚引领新风尚

“我们不但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还
要帮助他们形成好风气。”王习尧说。

为了引导村民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
惯，金钟村通过引导群众“家比家”，让群众
晒出小荣誉，形成崇尚正气的好榜样新风尚。

每季度在各片区开展“五星家庭”评
定活动，评定结果进行流动挂牌。在各片
区制作片民荣誉墙，广泛收集片区内好人
好事、凡人善举、“平民英雄”等事迹。

王习尧说：“过去大家比谁能占国家
多少，今天大家比为社会贡献多少。通过
比和晒，让村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昔日穷困的金钟村变身为今日美丽
乡村，拥有了不一样的风景和不一样的风
情，群众在家门口、在内心里就能感受到
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变化。

金钟村金钟村 实施实施““五小五小””工程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小龙 通讯员 张永罡 张 矛

△今年以来，柞水县财政局在帮扶曹坪镇马房湾村过程中，因地制宜，聚焦该村木耳产业，
优化种植方式，整合资金，打造了一批高规格木耳筛选包装厂，让木耳产业更加壮大，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 （本报通讯员 侯晓光 摄）

▽今年以来，柞水县金米村推行“借袋还
耳”“借棚还耳”模式，强链延链做大木耳产
业，将全村70%以上有发展能力的农户吸附
在木耳产业链上。目前，该村已建成木耳大
数据中心、年产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和1000吨的木耳分拣包装生产线，发展5个
智能连栋木耳大棚，户均增收1.15万元。

（本报通讯员 余偏林 摄）

发展木耳产业 拓宽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