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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郭民成 闫永波）近日，陕西省农业
农村厅公布了陕西省第二批 18 个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认
定名单，洛南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列其中。

洛南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涉及古城镇、景村镇，辐
射带动麻坪镇、四皓街办，覆盖农村人口 4.7 万人。该园区以
发展特色种植和农特产品加工为主，承载县级以上农业龙头
企 业 3 家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20 个 、家 庭 农 场 25 家 ，具 备
种—加—旅游产业化链条，年产食用菌 2000 吨，年出栏生猪
8000 头，年加工农副产品 10 个品种 3500 吨，将增加就业岗
位 300多个。该园区通过土地流转、股份经营、劳动报酬等形

式对低收入户进行分类指导、结对帮扶，带动产业园区周边 3
个镇办 27 个村（社区）低收入人群 785 户 2450 人实现稳定增
收，助推洛南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

据了解，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
增收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根本途径。洛南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认定成功，标志着洛南
农业成为展示全省现代农业的一个展示窗口。同时，该园区必
将成为洛南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将进一步推动农
业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加快实现农业产
业化、多功能化经营，助推县域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步伐。

洛南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获认定

9 月 11 日，吃过晌午饭，洛南县四皓街办柳树洼村村委
会副主任王利刚又带着 10多个人到烤烟地里采烟叶去了。

说是烤烟地，其实是连块成片的光伏基地。缓坡上，一
排排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如蓝色波浪绵延不断，而在光伏板
下，是一行行烤烟。初秋的阳光，余威不减，透过光伏板，斜
照在忙碌的人们身上，不一会儿，脸上就布满了汗珠。

近年来，光伏产业以绿色环保、可循环等优势成为实
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在我市，光伏产业也欣欣向荣，
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那么，如何发挥土地资源
的更大作用，实现效益最大化？各地也在不断地做有益尝
试，洛南县四皓街办柳树洼村将光伏和农业相结合，探索
走“农光互补”路线，在光伏板下种植烤烟、辣椒、莲花白
等，实现“一地两用”，让原有土地资源不断增值，在获取高
效农业、绿色发电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有效实现了节能减
排的社会效益。

“经过去年的尝试和实验，今年在光伏板下，我们扩大了
种植面积，烤烟和辣椒等共种植了近 1000 亩，现在看来，收
成还不错，预计种植户户均年增收 10 万元没问题。”柳树洼
村党支部书记王高平笑着说。

“光伏”点亮希望

“你看我们这个村，就和村名一样，中间是洼地，四周是
坡塬，整体光照充足，适宜搞产业。”站在柳树洼村党群服务
中心门口，王高平指着不远处的光伏基地说。

顺着王高平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太阳能光伏板一组紧
接着一组、一排紧挨着一排，依山势沿坡形弯弯曲曲地向远
处延伸，山坡仿佛披上了蓝色的铠甲，很是壮观。

柳树洼村靠近洛南县城，交通方便，土地集中，村里一直
有种植烤烟和发展中药材的传统，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的支
柱产业，一部分村民依靠进城务工增收，一部分村民依靠小
打小闹的种植业为生，多年以来，村民收入提高缓慢。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如何在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下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018 年，王高
平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就一直想办法、谋出路。

“看到村里发展进入瓶颈，我心里着急，我认为我们村的
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很有优势，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产业项
目。”王高平坦言。

转机出现在 2020 年。在得知县政府通过招商引入 100

兆瓦光伏项目时，王高平觉得机会来了。他知道光伏项目绿
色环保无污染，正符合村上的发展理念，还能通过土地
流转增加群众收入。于是，他积极与县上有关部
门联系沟通，并及时召开村组干部会、村民
代表会，广泛宣传光伏产业的广阔前
景，为项目顺利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村一共流转了 1800 多亩
地，是光伏项目在四皓街办用地
最多的村。按照协议，一亩地
每年租金 650 元，全村全年可
收入土地租赁金 117 万元。”
王高平说，该项目边建设边完
成并网，是目前陕南区域最
大的光伏电站，最主要的是
项目集光伏发电、农业开发、
观光旅游为一体，可实现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看发展眼光要长远，绿色
健康产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光
伏项目的落地犹如给我们村经济
发展助了一臂之力，给我们实施乡村
振兴点亮了前进的方向。”对乡村有着
浓厚感情的王高平对家乡的发展有着自
己的见解。

探索寻求改变

一 块 块 太 阳 能 光 伏 板 立 在 地 里 后 ，王 高 平 的 心 里
踏 实 多 了 。

“最起码，有光伏项目企业的土地租金，每一亩地都在发
挥着作用，没有荒芜。”王高平充满了希望，但他并不满足于
此。他说，按照村上和企业的协议，光伏板建好后，土地的经
营管理权归村上。“光伏设施在安装时为单柱支架，最低端不
低于 2.5米，这其实给我们发展农业产业创造了条件，我们为
啥不好好利用呢？”

一旦有了想法，王高平和村“两委”班子就立即行动，他
们先后邀请市、县农科所的专家到基地进行评估和实验，看
地面和光伏板的高度是否适合搞种植？看光伏板子是否影
响农作物的光照？同时，再根据光照和通风条件，他们请专
家建议适宜种植哪些作物。

“喜阴类、矮秆类作物都能在光伏板下种植，比如大豆、
油菜、辣椒等都是可以的。”经过专家反复评估，得出的结果
令王高平喜出望外。

由于流转的土地管理权在村上，而村上人力和时间有
限，那么，地谁来种？谁来管？咋样才能让土地效益真正落
到群众手上？王高平和村上一班人思来想去，认为只有调动
群众的积极性，鼓励群众发展产业，才能实现有序健康发

展。于是，村上决定将
光伏板下的土地“归还”

给群众，让群众通过承
包的方式来发展产业，不

过前 3年的承包是免费的。
去年，柳树洼村组织小型

机械平整了土地，机器到不了的
地方，就组织人力翻地。3 个月后，

坑洼不平的土地被修整得整整齐齐，还
专门设计建了排水渠。

“我们要把地租给农户，就得把前期的工作做到位，让群
众安心搞发展。”王高平说，不仅如此，村上还投资建设了 20
座大棚，鼓励群众发展“光伏+大棚”产业。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为了给群众
吃下“定心丸”，村上只好带头搞种植。

“我们先试种了 110 亩的朝天椒，从产量和收入来看，光
伏板下种植辣椒是完全可以的。”王利刚是柳树洼村的村委
会副主任，他专门负责村里的集体产业科管、采收等事宜。
他说，村里发展集体产业，最终受益的还是群众，光是雇佣群
众在辣椒地除草、采摘，村上人工费就付了 10多万元。

“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很多地方都不要，去年我一
直都在光伏基地干活。只要地里需要人，我就去干活，一年
下来，能挣万把块钱。”58 岁的李根芳对现状感到很知足。

尝试带来收益

最近，王利刚忙得脚不沾地，每天清早就带人下地。
“采收烟叶要趁好天气，从 8 月下旬开始采收，到目前已

经采收一半了。”王利刚介绍，今年村上第一次在光伏板下种
烤烟，都是他一手经管，没想到光照充足而不强烈的生长环
境正好适宜种植烤烟，预计今年种植的 110 亩烤烟能给村集
体带来约 20万元的收入。

村民张文涛种植的朝天椒和线椒也正值收获期，看着
一筐筐首尾匀称的线椒，张文涛不禁露出了笑容。今年
33 岁的张文涛前些年一直在外做生意，经营过餐饮、卖过
门窗，攒了点家底。今年年初，村干部邀请他回乡创业，发
展蔬菜种植。

“说实话，开始还挺犹豫的，担心这光伏板下能不能种得
成，怕白费功夫。”张文涛说，后来得知村上去年种植的辣椒
很成功，他也被村上免租金并提供技术支持的诚意打动，于
是准备试一试。

张文涛一次性承包了 100 亩地，包括 20 座大棚。“地承
包过来，我就得负这份责任，不能把地荒了，更不能糟蹋了。”
多年的从商经验，让张文涛很清楚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春季
时，他在大棚里种植了西红柿、毛豆和荷兰豆，在市场“空窗
期”抢先上市，大棚菜就没愁卖，很快销售一空。大棚菜收了
后，他又开始栽种线椒和朝天椒，每天穿梭在地头，张文涛用
最短的时间就摸清了辣椒的管理要点。

“辣椒对光照的适应性比较广，也比其他蔬菜要耐光，所
以，光伏板下是适宜种植辣椒的。”张文涛说，由于土地和大棚
是免租金的，在种植中他只需要付人工费。今年春季，大棚种
植收入近10万元，而辣椒的效益每亩地也在2000元左右。

“除了人工费，净收入应该能有十来万元。”张文涛算了
算账笑着说，“比给别人打工强，自己搞产业，再苦再累，心里
是充满干劲的。”

张文涛计划明年继续扩大规模，丰富蔬菜的品种，然后
在县城开门店，专做绿色蔬菜经营，打出自己的品牌。

目前，在柳树洼村，尝试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板下搞种植
的有 24户，其中承包 100亩地以上的大户有 3户。

“土地效益明显提升，村民的年收入也逐年提高了。村
上还计划打造旅游观光休闲园区，发展大棚采摘等特色产
业，进一步依靠光伏产业提高当地的资源价值，让资源整合
达到‘1+1＞2’的效果，真正形成地上发电、地面农业、场区观
光的三产融合模式。”王高平说。

洛南县四皓街办柳树洼村在太阳能光伏板下搞种植——

“ 一 地 两 用 ” 效 益 叠 加
本报记者 王倩 谢非

连日来，在西气东输项目三线中段商南县清油
河镇磨沟岭三号隧道施工现场，工地上堆着石材、
沙等物料，建设工人戴着口罩、身着作业服在各自
的岗位上忙碌着，他们竭力将因新冠肺炎疫情耽误
的工期赶回来。

8 月 26 日以来，商南县严格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作要求，统筹安排、多
措并举助力企业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迅速有
序复工复产。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商南段建设保障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丁清玉说：“8 月 26 日，县委、县
政府作出复工复产的总体安排部署以后，我们发改
局作为一个包抓单位积极与涉及的镇、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及时解决了项目施工通行、物资保障等一系
列困难和问题，确保了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商南段项
目的顺利复工。”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属国家战略性能源建设工程，
该工程商南段总长 40 公里，总投资 13.28 亿元，有 10

条隧道穿越施工，隧
道总长度 7504.52 米，
永久性占地新建 3 座
阀 室 ，工 程 计 划 于
2024 年 6 月 通 气 投
运。目前，该工程已
全部复工复产，其中
商南 2 号、3 号隧道，
磨沟岭 3 号、4 号隧道
已开挖支护，其他隧
道正在完善临时用地
与合规手续的办理。

中铁北京工程局
集团西气东输六标工
程部部长张宝鹏说：

“目前，磨沟岭 3 号出
口和磨沟岭 4 号进口
的 工 点 有 施 工 人 员

39 人、机械设备 13 台。下一步，我们将加快人力和
机械进场速度，在保证疫情安全及施工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施工生产，确保按期完工，保障西气东输项
目顺利交工。”

在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商南天和泥浆有
限公司和商南县陕西森德瑞尔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生产线正常运转，生产秩序井然。

疫情发生以来，商南县委、县政府及时协调，对企业
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及时保障物料运输和生活物资储
备。企业严格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科学合理安排生
产工序和工人日常生活，确保工程质量，加快生产进度，
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然说：
“在这次疫情中，县委、县政府和主管部门果断采取
措施，阻断了病毒的传播，同时对企业进行了物资
和生活的保障，及时协调商超，对我们进行定点配
送。为了保障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县上为我们办
理了车辆通行证，使我们办理相关手续以及运送物
资更加便捷。”

9 月 4 日，商南县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的前提下，解除静态管理，有序恢复全县生产生活
秩序。商南县委、县政府对有序复工复产进行总体部
署，全面摸排正常生产企业、拟复工复产企业以及已
开工重点工业项目和未开工重点工业项目，建立全环
节、全流程疫情防控工作台账，采取分类指导的方式
制订企业复工方案。目前，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已全部
复工，规模工业企业复工率在 95%以上。

商商 南南 有序推进重大项目和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通讯员 杜金晖 何 静

光伏板下发展辣椒光伏板下发展辣椒

光伏基地由洛南县引进企业水发集团建设光伏基地由洛南县引进企业水发集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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