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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镇安县积极响应国家实施碳中和、碳达
峰国家战略号召，用好“中国康养之都”“中国板栗之
乡”等“国字号”招牌，聚焦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目标，大力推进“林业+”发展战略，走出
了一条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生态价值与经济价
值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镇安作为全省重点林区县之一，农林资源十
分丰富，全县森林蓄积量 1664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 68.5% ，林 地 面 积 达 466 万 亩 ，其 中 有 林 地
356.61 万 亩 、灌 木 林 15.73 万 亩 、疏 林 地 17.76 万
亩、人工造林 75.9 万亩。农林特产主要有板栗、食
用菌、魔芋、核桃、茶叶、药材等资源，特色农林产
品种植规模 100 多万亩，植物品种 1300 多种，被称
为“中国板栗之乡”。

实施“林业+特色产业”，丰富绿色生态产品，按
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要求，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突出板栗、核桃、中药材、畜牧养殖四大
传统产业和茶叶、蚕桑、食用菌、魔芋四大特色产业，
建设 60 万亩板栗产业带、30 万亩核桃产业带、10 万
亩茶叶产业带，发展林下中药材 10 万亩、林下魔芋 5
万亩、林下养鸡 100万只、林下养猪 35万头。

实施“林业+康养旅游”，围绕打造全市“中国康
养之都”战略目标，培育旅游康养产业，成功创建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成木王山、塔云山、金台山 3个
4A 级景区，云盖寺古镇、童话磨石沟 2 个 3A 级景

区。有游客接待中心 5 个，相继举办高山自行车、摄
影大赛等旅游赛事活动，年均接待游客 800 万人次，

“来安去安·小城镇安”成为镇安旅游的响亮名片。
实施“林业+龙头企业”，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

扶持合曼农业、海源油脂、瑞琪医药、盛华茶叶、永田
香菇、华兴魔芋等 19家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建设仓储冷链保鲜库 31座，成功研发万家食客甘
栗仁、大秦颐品核桃油、栗乡缘雾芽茶、山上老味香

菇酱等一批绿色有机食品。
实施“林业+碳汇价值”，促进生态产品转化，持续

实施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补植补造、中幼林抚育、珍惜
苗木繁育（秦岭红豆杉、七叶树）等生态修复工程，林业
总面积达到440万亩，有机碳总价值达到126.42亿元，
占商洛市总量的18.35%，可用于碳汇交易的森林面积
112万亩、碳汇价值29.87亿元，为建设生态银行，开展
碳汇交易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施实施““林业林业++””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本报通讯员 邢 静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男 杨小平)今年以
来，山阳县十里铺街办深入推行“三分一站一平台”
就业帮扶模式，探索实施产业镶嵌、劳务输出、创业
带动、技能培训、工厂吸纳、公岗安置“六位一体”就
业新路径，不断提升劳动创业就业帮扶实效。

在全面摸清农户家庭产业发展现状和产业帮
扶需求的基础上，十里铺街办建立产业帮扶台账，
围绕“药、菌、果、畜”，以“五小庭院经济”为切入
点，逐户研判、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全面落实产业
扶持政策，依托经营主体联农带农发展产业，促进
群众持续增收，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120 个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带 动 农 户 发 展 连 翘 2000 亩 、苍 术
2000 亩、核桃 3000 亩、中药材 1500 亩、板栗 1.27
万亩，发展吊袋黑木耳和香菇 1000 万袋，养猪 1
万多头、养鸡 12万只、中华蜂 4049箱。

十里铺街办充分发挥就业保障站作用，依托人
力资源服务公司、能人大户、社区工厂、产业园区等，
积极搭建供需平台，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不断提升劳
务输出组织化程度。目前，十里铺街办线上线下组
织开展招聘会 5 次，提供就业岗位 3000 个，带动
14980人实现稳定就业，并积极落实就业帮扶政策，
确保家庭收入有保障。

十里铺街办鼓励和引导群众自主创业，针对
已有发展项目但缺乏资金的农户，给予贷款、补贴
等创业资金扶持。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协
助落实小额信贷、富民贷和产业贷政策予以创业

帮扶。目前，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365户 1650万元、富民贷 280户 140
万元、产业贷 64 户 320 万元，有效解决了农户、农村经营主体贷款
难、担保难、发展难的问题。以村（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
训，将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作坊摊点等，分类分批次对
1016户农户进行了食用菌、养猪、养鸡、养蜂、中药材种植、核桃嫁接
科管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指导，使农户熟练掌握产业发展技能。
同时积极与上级人社部门沟通对接，举办了烹饪、建筑、家政、中医按
摩等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培训实效、增强群众致富本领。

十里铺街办建设易地搬迁社区工厂 1 个，引进制衣企业 1 家，带
动群众就业 86 人。该办依托必康医药产业园、县工业园区、建筑劳
务、餐饮酒店、装饰装修等工厂企业，吸纳 5000 多人就近就地就
业。以脱贫户和监测户为重点，实施扩容兜底就业。扩展秦岭山水
保洁员、护林员、饮水管护员等公益岗位，安置脱贫人口 294人，监测
人口 19人，多措并举稳岗就业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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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农家的
子 弟 ，为 了 摆 脱 贫
困 ，选 择 了 创 业 ，用
青 春 朝 气 和 敢 想 敢
干的闯劲，打拼出一
片 新 天 地 。 他 叫 贾

楠，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如今 36 岁的他是丹凤县青
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不仅有了自己喜欢的小轿
车，也拥有了自己的汽车贸易公司，实现了一个山
里娃的汽车梦想。

贾楠出生于丹凤县原月日乡马炉村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他家有 6 口人，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一个
弟弟。他的父亲当过铁道兵，后复员回家。贾楠记
忆中，小时候家里很穷，除了种地之外，家里靠养猪、
种山茱萸补贴家用。

贾楠在马炉村的山沟里读完小学，上初中要到原
月日乡政府附近的月日中学。由于营养不良造成身体
瘦小，他每周日下午要步行10多公里山路去学校。每
次步行对他来说都十分艰难，经常是腿发硬、头发晕，
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那
时候他想，如果山里通了公路，汽车能开进山里来，就
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了。但那只是一个农村孩子的梦
想，因为山里人都穷，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哪敢指
望有汽车。走路的煎熬，他至今难以忘怀。

贾楠初中毕业后，抱着童年的汽车梦想，选
择到湖南省一家中专学校学习汽车修理。2009
年，贾楠中专毕业后回到丹凤，跟着他的大哥学
习摩托车和汽车修理。后来他们销售摩托，但是
干了不到一年的时间。2010 年 10 月，贾楠结婚
有了家庭，一下子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了，熟
悉汽车业务的他建议大哥一起经营汽车
门店。贾楠先后向亲朋好友借了近 10 万
元资金，又贷款 10 万元，和大哥一起搞汽
车销售。

贾楠选择的第一批小轿车是森雅、佳宝
牌汽车。开业第一月，他成功卖出一辆小轿
车。到第二月，他就卖出了 16 辆小轿车，这一下
子增强了他的勇气和信心。后来，他和大哥投入
资金近百万元，增加了适销对路的多款小轿车，店
里的汽车销量逐月攀升，生意越来越好。

不到两年时间，贾楠开了 4 个汽车销售店。
2011年春季，他的汽车店扩大到200多平方米。为
了解决资金周转困难，他拉了一车亲戚到银行担保，
又投资50多万元购进北京现代6辆、东风日产4辆、
佳宝6辆小轿车，销售额节节攀升。那一年，他和大

哥全年销售汽车80辆。2012年，他们销售了193辆小
轿车，收入逐步提高，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3年，贾楠不再满足于开门店出售小轿车，他
计划打造一支汽车销售团队，组织一支训练有素、经
营管理科学高效的团队来干一番事业。他和大哥以
及一位朋友联合投资，一起创业，他们购买了 360 平
方米的土地建起两层办公用房，并成立丹凤永顺汽
贸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开业。如今，经过近 10
年时间的打拼，贾楠的团队有销售精英 9 人、技术员
30 多人，有行政办、厨房、洗车工 20 多人 。早在
2012 年，贾楠就为公司做好了规划，即年销售车 500
辆、售后产值 50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50 个，这一规
划在 2019年变成现实。

创业路上，贾楠经受住艰难困苦，从不退缩。在公
司成立不久，一笔26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还了
再贷。为了还贷，他四处筹钱，寝食难安。情急之中，
他去找一位曾和他打过交道的女士帮忙。那位女士是
个生意人，知道贾楠是个重信用的小伙，就从亲友处给
他筹集了80万元。有了这80万元，贾楠又想方设法筹
集够260万元，按时还清了银行贷款，又顺利贷出了一
笔贷款，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2016年，他和大哥
投资 300 万元，购买了
4 亩 地 建 起 销 售
楼。然而，300

万贷款放在账上将近一个月了，项目用地还谈不下来，
而银行贷款一个月利息就是几万元。为了尽快拿下手
续，他一连两周没有好好休息，体重下降了四五公斤。
后来，他咬紧牙关，最终拿下了项目手续。

让贾楠感到幸运的是，创业过程中，丹凤县政府
和相关部门给他很大支持，帮他度过了艰难时期，扶
持他事业蒸蒸日上。虽然创业取得了一些业绩，但
他低调做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他捐款 5000 元，助力丹凤疫情
防控工作，并给社区购买方便面、水等防疫物资。
2021 年 4 月，他义务参与防疫值班 8 天，并为一线防
疫人员送去了西瓜、水等降温物资，并捐资 6000 元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为提高员工的团队、吃苦精神，
他选派 3名员工参加县上组织的民兵训练。

如今，贾楠的家乡马炉村通了水泥路，过去要走
1个多小时的山路，现在他开着小轿车不到半小时就
能回家。贾楠说：“不是每个山里娃都能实现自己的
汽车梦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
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才实现了自己的童年梦
想。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那些在我创业路上
为我提供帮助的每一个人，是他们帮助我圆了汽车
梦。我要尽最大努力回报社会，为求业者提供更多
岗位，竭力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山 里 娃 实 现 了 汽 车 梦山 里 娃 实 现 了 汽 车 梦
本报记者 贾书章

炎炎夏日，商南县清油河镇碾子沟村
莽岭天麻药园示范基地里，推土机、挖掘机
和重型卡车等机械来回穿梭，当地群众正
在平整好的地块里紧张忙碌地进行支架、
覆膜，项目建设有条不紊。

清油河镇紧抓全市“一都四区”发展定
位和全县“四大名城”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地
域资源优势，根据谷沟坡地多、气温适宜种
植天麻的特点，持续做大做强天麻产业，做
优“秦岭天麻小镇”特色品牌。该镇以“三百
四千”工程赶超行动为抓手，丰富载体、搭建
平台，做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人才培育、
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相融合，以
天麻产业为突破口，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发
展后劲，实现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的喜人局面。

该镇推行“村村联建、村企联营、村社
联促、村户联帮、店户联结”“五联”模式，
不断提高村级党组织领导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镇上
通过前期市场考察和外出观摩学习，与丹
凤县峦庄镇河口村积极对接，流转村里土
地，建立蟒岭天麻药园商南县清油河镇碾
子沟村示范基地，规划建设瓜蒌、天麻种
源药园示范基地 100 多亩，项目一期已经
完成天麻育种 100 多吨，可年产商品麻
200 吨。通过招商引资，目前项目总投资
约 1000 万元。项目建成后，通过土地流
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等方式能带动 30
户脱贫户受益，户均年增收 5000 元，将带
动当地发展 5000 亩天麻种植。

该镇依托清油河商会组织和在外经
商、从政等行业的人士，大力实施“千名党
员招商引资”行动，加快其他 6 个村（社
区）天麻基地项目建设和范家沟 9.26 公里
通组路、碾子沟村农村电网改造、清腰路

“白改黑”等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及时组建重点项目推进
工作专班，落实项目审批、资料报送、政策咨询、环境保障等基础服
务，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党委班子成员分片包抓和镇、村
干部精准服务联建，碾子沟、后湾淡水鱼养殖 300 万尾，何家湾大
桥按期开工。

为大幅度提升天麻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近年来镇上累计开展
技术培训 25 次，积极推广天麻有性繁殖栽培技术。镇上采取“政府
主导+村集体经济+互联网+公司+基地+农户”的电商“6+”模式，逐
步完善了成品天麻从加工、生产到包装、销售的产业服务链。据不完
全统计，全镇天麻种植规模目前已突破 300 万窝，带动人均年增收
3500元以上。

“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们的天麻种植产业越来越红
火，只要家里有两个好劳力，一年在家门口也能挣上七八万元，这样
的日子过着真舒心！”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省劳动模范、碾子沟村
天麻种植大户谢付记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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