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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洛南县麻坪镇三兴村

的大棚基地里，群众正在采摘西红

柿。据介绍，该基地共有 45 个大棚，

以轮种的形式发展莲花白、黄瓜、西红

柿等蔬菜。目前，正是早春西红柿上

市、水果西红柿科管时节，预计今年仅

西红柿一项收益达160万元。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陈坤这娃把事情弄得那么大也不容易，把别人不吃的
苦吃了，不受的罪受了……”“是啊！他从一个开手扶拖拉
机进山走村入户收粮贩粮的商贩，后来种植大棚菜，接着搞
建筑盖房，如今又流转核桃园，让咱们身不动、膀不摇，坐在
屋里就能挣钱，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6 月 14
日，笔者来到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陈家社区，年过半百
的村党支部书记孙民生和年近七旬的村民陈元财侃侃而
谈。他们提到的陈坤，就是陕西旭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坤。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20 世纪 90 年
代初，心怀梦想的陈坤跟随父亲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拉着从
粮站购买来的大米、面粉进南山、走北山，兑换山里群众生产
的黄豆、苞谷、小麦，做粮食贩运生意。他们父子与山里人做
生意和善，童叟无欺，深得乡亲信赖。

随着市场发展变化，陈坤的粮食生意受到各种因素

影 响 ，慢 慢 地 难
以 为 继 ，脑 子 灵
活 的 他 及 时 转
变 思 路 ，另 谋 生
计 。 陈 坤 曾 跟
随 父 亲 学 过 木
工 、泥 瓦 匠 的 技
术 ，后 来 就 靠 着

这 一 技 之 长 维 持 生
活。但是，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木

工、泥瓦匠这些传统手艺也越来越
冷清，不再红火。

对于心怀梦想的陈坤来说，致富
奔小康的路不止一条，人只要舍得出

力，舍得吃苦，就没有找不到发家致富的路径。陈坤又依托
家乡便捷的条件，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试种大棚菜，但是由于
缺乏技术，管理不到位，他种植的大棚蔬菜收益差。

后来，陈坤听从朋友建议，进县城找到一家建筑队打
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学习，他就带领村上几个年轻人
组成建筑队，挂靠在别人名下干活。为了实现自己组建一支
建筑队的梦想，半年后他贷款 4 万元购买了卷扬机、水泥搅
拌机等机械另起炉灶，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建筑队。经过
几年的打拼，陈坤的建筑队逐步发展到 200 多人，拼搏的人
生慢慢精彩起来。

梦想，让勇者无畏；超越，让行者无疆。那年春节前夕，
陈坤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和他聊天，并给他泡了一杯
茶，陈坤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顿觉清香扑鼻，神清气爽，就询
问朋友这是啥茶，朋友说：“这是咱们县武关镇毛坪村出产
的山尖云雾绿茶。”陈坤听后十分惊奇：“毛坪村还产茶？没
有听说过啊。”

2010 年夏天，为了延伸产业链，增加茶农收入，做大做
强群众赖以致富的丹凤茶叶产业，拓宽丹凤茶叶销售市场，
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认可丹凤茶叶，陈坤按照“以茶交友，以
茶会友”的思路，筹措资金创办了旭德茶业责任有限公司。

为了形成绿色无公害茶叶产业链，陈坤在丹凤县武关
镇毛坪村、竹林关镇赵家庵村建成了 2000 亩绿茶、红茶、
白茶基地，并与茶农签订供货合同。为提升基地茶叶品
质，他专门请来茶叶专家以及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茶农茶

园科管技术。
平日里，只要一有空闲时间，陈坤就从网上搜索有关茶

园科管与栽培技术，并到茶园给茶农讲课，提高茶农茶园科
管能力。为激发茶农内生动力，陈坤与茶农签订合同，决定
给茶农每亩茶园补贴 100 元，待到茶树开始采茶后以质论价
进行回购，确保茶农收入不受损失。为拓宽茶叶销售渠道，
陈坤还聘请技术人员，运用网络平台向外界销售旭德茶叶，
让丹凤茶叶飘香万里，走进都市茶叶销售专柜。目前，茶叶
基地茶农年均收入与上年相比净增 30%以上。

2015 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人脱贫，县摘帽”目
标，丹凤县委、县政府修订完善了《丹凤县核桃产业发展奖补
暂行办法》，这让陈坤看到了商机，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2016 年，陈坤在龙驹寨街办
陈家社区流转土地，建起 219 亩良种核桃园，并注册了“一升
核桃”商标。2017 年，他又在商镇鱼岭村流转土地并成立了
商洛市一升核桃专业合作社，至此，陈坤在两处核桃地基建
园面积 1000多亩。

如今，脱贫户彭亚莉、赵金芳等 30 多
人通过在陈坤的良种核桃园除草、扩盘、
涂白等，年增加收入 1.5万多元。

为 延 伸 核 桃 产 业 链 ，增 加 果 农 收
入，陈坤与西安一家规划研究院的专业
团队合作，经过反复实验，终于研制开
发出了混合核桃红枣汁和核桃猕猴桃
汁的制作方法。

2021 年，陈坤多方筹资建成产业园，
进行以核桃红枣汁和核桃猕猴桃汁为主
的食品营养品系列饮料的加工生产，新产
品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青睐。

陈 坤 产 业 园 的 正 式 投 产 ，为 30 多
户家庭困难的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就
业的机会，这些人人均年收入在 2.5 万
元左右。

陈坤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举措，大力发展核桃产
业园和林下经济，又新带动 400 户村民
1200人踏上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我和陈坤叔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素
不相识，但他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都给

我 3000 元的学习费用，帮我渡过难关。陈坤叔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值得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好人。”商州区夜村镇鹿寨子
村贫困大学生余星驰如是说。

近年来，陈坤通过流转土地、找贫困户到企业务工等措
施，投入帮扶资金 8.6 万元，帮扶 43 户贫困户脱贫，累计向贫
困村捐赠米面油、化肥等物资价值 10 多万元。近几年春节
期间，陈坤先后看望慰问贫困户 20 多户，送去了慰问品。为
了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圆大学梦，陈坤捐资帮助贫困大
学生 3人，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陈坤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先后前往洛南洛源灾区、
山阳中村灾区、丹凤应急局等地进行慰问，捐赠物品价值 6
万多元。为助力全县疫情防控，他慷慨解囊，携带慰问品，来
到丹凤县疫控中心、龙驹街办、车站、高速路口、陈家、贺家、
赵沟进行慰问。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43 岁的陈坤满怀信心地说：“作为
一个农民企业家，我一定要发挥积极作用，以饱满的精神姿
态，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拼 搏 的 人拼 搏 的 人 生 最 精 彩生 最 精 彩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近年来，山阳县法官镇立足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之路，形成
了“一村一品”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逐步变为现实。

特色产业结硕果

6 月 26 日，笔者来到法官镇法官庙村原生态艾草基
地，只见漫山遍野的艾草在微风中摇摆，淡淡的艾草香沁
人心脾。

“这几天正是艾草的收割期，我们一共 20 多人，每人一
天能挣 100 多块钱。”法官庙村村民熊加才喝了一口水，擦了
擦额头的汗，又驾驶着收割机，穿梭在艾草田里。

不远处，有的群众挥动镰刀割艾草，有的群众在翻晒艾
草，整个田野一片忙碌的景象。

“咱们法官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特别适合种植艾
草。今年气温升得比较迟，大概能收三茬，每亩地能收入三
四千元！”丹山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文根说。

2020 年，法官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丹山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法官庙村投资建设了 1300 亩原生态艾草基地和
800平方米的艾草加工厂、艾产品体验馆。

“丹山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年每亩 650 元的价格流
转了群众的闲置土地，农户能收租金，每天还有 80 元到 150
元的务工收入，由此带动村民每月增收 2000 元以上。”法官
庙村党支部书记杨伟笑着说。

近年来，法官镇牢牢抓住产业发展这一群众致富增收的
“牛鼻子”，以“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发挥联农带农作

用，新发展核桃 2 万亩、茶叶 1 万亩、中药材 8000 亩、香菇基
地 5000 平方米，形成了户均核桃 3 亩、茶叶 2 亩、中药材 1 亩

“长中短”结合的“321”产业发展格局，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了坚实基础。

粮食生产上台阶

连日来，村民朱成宝一家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晾晒今年
收获的小麦。

“今年种了 4 亩麦子，前几天都用机械收割到家了。这
几天天气好，晾晒晾晒就可以装仓入库了。之前，我们加入
了鑫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它统一提供种子，政府还免费
给大家发防治小麦条锈病的药，还有技术员经常过来指导，
我们种粮的积极性就特别高！”朱成宝说。

去年以来，法官镇联合县农技中心、鑫鼎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通过举办小麦穗期“一喷三防”现场会等，不断增强
群众种粮的积极性。

“群众知道了小麦的科学种植与管理，为夺取全镇夏粮
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法官镇农综站负责人陈文斌说。

为了增加农户收入，法官镇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利
用现有土地种植大豆、玉米、油菜、芝麻等农作物。为减轻
农户负担，镇上统一为农户提供种子。同时，企业签订收
购协议，统一以市场价回收，为群众发展粮食作物吃下了

“定心丸”。
据统计，2021 年冬季，全镇种植小麦 5700 多亩。目前，

全镇春播大豆 734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000 多亩。
镇上及时指导群众调整产业结构，群众增产增收明显。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丹山源农业科技园项目落地
生根，加速产业成链成群，努力将每一农户镶嵌在我们的产
业链上，让他们稳步增收致富。”法官镇镇长黄铭说。

文旅融合展新貌

“再拍一张！这个茶山太漂亮了，穿上这个衣服，感觉
自己真的是一个采茶的小姑娘。”正在游玩的游客小楠兴
奋地说。

法官镇大寺庙村天竺源产业有限公司的茶园里，梯田
错落有致，茶树整齐划一。月亮湾茶庄里，刚泡开的新茶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路两边争相开放的玫瑰、迎风摇曳的
格桑花……吸引着游客观光打卡、拍照留念。

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旅游体验，法官镇
在做好茶产业的同时，结合整流域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完成过境高速路、黄漫路、法延路沿线民居墙面改
造提升、绿化美化，重点打造瑞君生态观光园、丹山源产业观
光园、高山茶叶观光园，正在开展镇区商铺立面改造、茶文化
主题餐厅打造，加快建设生态停车场和山宿居、姚家院子民
宿，全力推进法官镇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法官镇已种植茶叶 1 万多亩，游客来到法官镇，可
以品尝特色产品，观赏田园风光，也可在附近体验茶叶采摘、
露营烧烤、亲子互动等体验活动。

“依托月亮湾、荷塘、梯田的生态环境和跃进渠的红色
资源，以美丽乡村、田园风光为背景，聚焦农旅融合、文旅
融 合 、三 产 融 合 小 镇 目 标 ，多 举 措 加 速 推 进 产 业 提 质 增
效。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茶叶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的‘绿
色宝藏’，倾力把法官镇打造成城镇、旅游、产业、生态、文
化‘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旅游特色名镇。”法官镇党委书
记雷丹萌说。

法官镇法官镇 做强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赵 倩

村民在艾草种植基地收割艾草村民在艾草种植基地收割艾草

游客在秦岭原乡游玩游客在秦岭原乡游玩 村民在茶园采茶村民在茶园采茶

陈坤陈坤（（左一左一））在查看今年核桃长势在查看今年核桃长势

商洛市一升核桃专业合作社给社员分红商洛市一升核桃专业合作社给社员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