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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余偏林）近年来，柞水县紧扣抓就业、抓项
目、抓治理“三措并举”，精准发力，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该县聚焦脱贫群众、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确保失业率控制在 4.3%以内。目前，全县脱贫群众务工就业
达 1.9 万人，年人均务工收入 19670 元；打造创业孵化基地 5
家，孵化创业实体 295 家，建成农民返乡创业示范村 1 个、创业
园 1 个，已认定搬迁安置点就业帮扶基地、帮扶车间 35 家，带
动创业就业 2296 人；引进培育木耳产业化企业 14 家，组建股
份合作社 82 个，全县有 4133 名脱贫人口被镶嵌在木耳产业

上；用活公益性岗位政策，已开发公益性岗位 2548个，确保“三
无”劳动力就地就业。

目前，柞水县15件民生实事项目已基本完工，县中医医院迁
建和新建城区的第二小学、实验中学、迎宾大道人行天桥均投入
使用，县人民医院住院楼正在室内装修。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
体，今年将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所、农村幸福院5所，切实解
决好老年人养老问题。全县累计投入灾后重建资金 1860多万
元，今年计划修复水毁道路 75 条 234.7 公里、硬化通村路 77 条
91.3公里，新建避灾移民安置房500套，确保民生保障落地见效。

柞水精准发力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出门务工本来去的地方就变少
了，加之我过了 60 岁，出门务工没人要。正在我一筹莫展
的时候，县上鼓励我们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的土地和空间发
展‘五小’项目，搞活‘庭院经济’，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家庭
和老伴，还能在家门口赚钱。”日前，镇安县柴坪镇桃园村
脱贫户陈德辉笑呵呵地说。

镇安县地处秦岭南麓，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区。随着“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镇安县
针对境内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产业规模小等问题，用
活政策、发动群众，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全县 156 个村

（社区）大力发展小种植、小养殖、小田园、小加工、小商贸
“五小”庭院经济项目，持续让农民富起来、生态美起来。

精耕细作:绿了农田，美了院落

初秋时节，走进柴坪镇和睦村边缘易致贫户李荣朝
家，只见房前屋后杂草没了，地里的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紫
色的茄子、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辣椒，应有尽有。房前 20
棵李子树上挂满了红果子，李荣朝正忙着采摘李子。

“以前，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村上让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了我们才动一下、清理一下，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种
菜、种果树，政府还给我们补助钱，不光吃的瓜果蔬菜有
了，还能帮我们增收。现在不用干部催，我们都抢着把房
前屋后的荒地拾掇出来种上蔬菜，吃菜不用愁了。”李荣朝
笑着说，“现在群众把自己的菜园子看得就跟宝贝似的，每
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菜园子里忙活，院落周围的环境也
变美了，吃起新鲜蔬菜也方便多了。”

现在走进镇安县乡村，像李荣朝一样的家庭比比
皆是，村民房前屋后整齐干净，菜园里郁郁葱葱，一片
生机盎然。

精细管护：多了产业，鼓了钱袋

“听说对房前屋后种植茶叶和桑园进行科管还有补
助，我就把后檐坎子上种植的 2 亩茶叶和 3 亩地密植桑园
进行了科管，给茶园‘理个平头’，现在看起来显得精神多
了。”在柴坪镇桃园村，突发严重困难户许胜祥指着桑园乐
呵呵地说。

桃园村是养蚕种茶大村，许胜祥就是养蚕种茶大军中
的一员。目前，他家的茶园经过科管长势良好。许胜祥有
茶园和桑园，村上为他配发了有机肥，并及时发放了政府
补助，现在许胜祥干起活来干劲十足。

“今年光茶叶我就卖了 2 万元，科管之后桑园桑叶产
量大了不少，去年我养了 1 张蚕，今年养了 2 张蚕，蚕茧卖
了 3000 元，桑叶都没吃完，养蚕忙的时候还能用桑叶来喂
猪，人也轻松了不少。”许胜祥一高兴就说个不停。

像许胜祥一样干劲十足发展产业的农户在镇安还有
很多，农户把房前屋后的“荒废地”变成了“致富田”，既增
加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又汇成户户增收的大产业，脱贫群
众的口袋随之慢慢鼓了起来。

错位发展：活了经济，乐了村民

“壳儿硬，壳儿脆，四个红衣姐妹隔墙睡，从小到大背
靠背，盖了一床绿色疙瘩被。”这句顺口溜说的是镇安县高
峰镇三台村“土专家”齐荣绪引进的新品种红仁核桃。

2010 年以来，齐荣绪就成了杨凌农高会的常客，12年
间风雨无阻，成就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红仁核桃之王”。
2017 年，他将红仁核桃品种引进高峰镇三台村，种到了家
门口。2021 年，第一批幼苗开始挂果，有 20 多公斤的产
出，每公斤售价达 100 元至 120 元，附近群众争着买回家
尝个新鲜。

风清气爽的秋季，笔者走进高峰镇三台村，只见漫山
遍野的核桃树硕果累累。“红仁核桃的特点是个大、皮薄、
好吃、好看，用手一捏就开，吃起来非常方便。”齐荣绪满脸
笑容地说。

为了扩大种植，2017 年，51 岁的齐荣绪注册成立了三
台村五家山专业合作社，专门吸纳想种地、肯种地群众为
成员，目前已有 26 户群众加入合作社。目前，三台村五家
山片区合作社渐渐进入正轨，产业渐渐发展壮大。其中改
良的红仁核桃 200 多亩，丰产期预计年产 5000 公斤；板栗
改良嫁接 200 多亩，林下种植天麻 60 亩、猪苓 20 亩、淫羊
藿 20 亩，木耳、香菇 20 多架，周边群众零散种植的林下作
物也接近 200亩。

齐荣绪种核桃 15 年，被百姓称为“核桃哥”。他高兴
地说：“现在看到农村的路通畅了，环境也变美了，心里感
到高兴。今后，我将继续带领老百姓把核桃产业发展好，
把核桃产业的精深加工做好，持续增加收益，带动更多的
老百姓通过发展核桃产业走向更加富裕的道路。”

为了大力发展“五小”项目，支持广大群众和经营
主体发展小产业基地，用一家一户的小基地串联成线，
镇安县先后制定出台了《防止因灾因疫返贫致贫三十
条支持措施》《镇安县支持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展“五小”
项目的实施方案》等政策，用好用活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科技特派团技术力量，确保产业扶持政策力度
不减、持续扩面，促进群众收入稳中有升，持续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绿化美化农家庭院，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赢”，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目前，全县培
育 产 业 大 户 5300 户 、产 业 基 地 113 个 ，发 展 茶 、桑 、烤
烟、魔芋、板栗、核桃、中药材等产业 122.7 万亩，畜禽存
栏 96 万头(只)。

镇安发展“五小”庭院经济——

美 了 农 户 院 落 鼓 了 群 众 钱 袋
本报通讯员 陈风军 陈乾宝 田 浩

“秦创原”实地调研陕西锌业等企业 112 家，征集“揭榜
挂帅”科技需求 29项，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 25个；

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可充电的钥匙扣照明装置
（外观设计）”专利荣获 2021年陕西省专利奖一等奖；

全市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 9 个，与高校共建人才联络平
台 13个，392名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

一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持续
优化创新生态，释放创新活力，搭建创新舞台，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激活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搭建舞台 助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以前引进技术人员很困难，月薪两万元都招不到人，自
从入驻秦创原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后，现在每月 8000元薪
资就招到了技术人员。”日前，陕西德润康中医药产业园相关
负责人邓尚於在接受采访时说。

自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以来，我市成立了秦创原
（商洛）创新驱动平台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了秦创原（商洛）创
新促进中心，投入专项资金 1300 万元用于秦创原建设。相
继出台了《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关于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
施》等政策文件，为科技工作者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据了解，我市建立了以科技特派员、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等为主的 500 名科技人才库，成立市级科技特派员产业技术
服务团 7个，选派科技特派员 443名。同时，积极对接国家科
技特派团 46名科研专家和科技人员，“组团式”驻点我市 5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服务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和

“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等本土人才培养帮带，让科技为
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智慧支持。

搭建舞台助力人才创新产创业。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珺说：“为了做好新品研发和技术培育，我们先后引进
本科以上专业研发人员36人，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升级。”

我市持续加强创新主体培育，按照“阶梯式”培育思路，
通过资金、技术、税费减负等倾斜，支持各类科技企业健康发
展，上半年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132 家，培育并通过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 16家，使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2家。

“仅去年全市刚性引进硕士研究生 138 名、博士研究生 5
名，联合高校企业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 4 名。柔性引进各类
人才 32 名，落实高层次人才过渡住房、安家补贴、税费减免、
创新创业扶持等优惠政策。”商洛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

飞地孵化 架起校企合作桥梁

为 加 速 推 进“ 秦 创 原 ”建 设 ，商 洛 市 还 在 商 洛 高 新

区 建 设 了 秦 创 原（商 洛）孵 化 器 ，入 驻 博 士 项 目 团 队 5
个 ，成 立 科 创 公 司 6 家 ，市 内 外 联 动 的 企 业 孵 化 格 局 正
在 逐 步 形 成 。

值得一提的是，商洛建成的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
平台，发布科技供需信息、资源、数据等 25627 项，与省级总
窗口和地市窗口实现互联互通。5 月份，该平台发布了盘龙
药业技术需求揭榜挂帅信息，陕西科技大学主动对接平台，
完成揭榜。此项揭榜挂帅项目完成后，将为企业创造约
2000 万元的经济效益。目前，“秦创原”实地调研陕西锌业
等企业 112 家，征集“揭榜挂帅”科技需求 29 项，现场协调解
决发展难题 25个。

今年，我市在西咸新区启动建设 5000 平方米西安-
商洛飞地孵化器，首批入驻的陕西德润康中医药产
业园等 4 家市内龙头企业，以“飞地创新、离岸
孵化、回迁发展”的模式，孵化培育科技型企
业 20 家。这些拥有较强技术研发实力的
企业，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后，在政
策、人才、资金等支持下，不断转型升
级，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和
不竭动力。

在 商 洛 高 新 区 秦 创 原（商
洛）创 促 中 心 孵 化 基 地 ，商 洛 学
院 化 学 工 程 与 现 代 材 料 学 院 赵
威 向 记 者 展 示 了 烧 制 好 的 发 泡
水 泥 和 陶 粒 样 品 。“ 我 们 团 队 分
别 采 用 尾 矿 固 体 废 弃 物 烧 制 性
能 优 异 的 发 泡 陶 瓷 材 料 ，尾 矿 利
用 率 80% ，年 产 量 是 现 有 辊 道 窑
的 3 倍 左 右 。 继 发 泡 水 泥 新 研 发 成
功 后 ，新 研 发 工 程 陶 粒 硬 度 和 质 量 优
于 石 子 ，目 前 已 与 蓝 田 建 筑 公 司 达 成 合
作 协 议 。”

飞地孵化加强校企合作桥梁。目前，山阳县、柞
水县中药材溯源体系建设完成，“盘龙产业学院”“盘龙健
康医药工程技术中心”“秦创原秦岭健康医药成果转化示范
园”挂牌成立。目前，秦创原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已确定生
物医药、健康食品、新材料等领域约 10家企业入驻。

“两链”融合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我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不断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持续推进
高校进企业活动，征集“卡脖子”技术需求 35 项，并建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机制。组织全市 80 多家企业与高校
精准对接，40 多家企业与西安交大等高校达成了校企合作，

完成技术合同交易 1.73亿元。
项目包装，科技赋能，追赶超越的力量不断释放。我市

不断加大科技项目争取力度，围绕健康医药产业方向，策划
厅市联动项目，制定研发课题 10 个。争取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专项、秦创原引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专项及省级科
技计划项目 29项。

企业出题，专家解答，把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地联系
到一起，是我市实施驱动创新，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7 月 22 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茶叶
产业组的石元值、王丽鸳、余有本 3 位专家深入镇安县达
仁镇，为茶叶企业和茶叶种植大户送来“科技大礼包”。今

年 7 月 ，商 洛 市 虎 之 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可充电的钥匙扣照明装置（外观

设计）”专利荣获 2021 年陕西
省专利奖一等奖。

“两链”融合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地方经

济绿色循环发展。“我
们 三 年 前 投 产 的 环
亚铜项目，目前招引
企业 14 家，其中科

创类企业 6 家。”在洛南县环亚源环保集团，负责生产运营的
总经理康娟说，“针对尾矿、化工企业污泥中含有部分重金
属、废金属，我们通过先进工艺，从危固废中提取有色金属，
加工成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使废弃物变废为宝。去年，公
司上缴利税 1.51亿元。”

科技强市风正劲，厚积薄发看商洛。陕西海恩与西安交
大合作开发改性锰酸锂等新材料，取得发明专利 13 项，目前
改性锰酸锂和 18650 电池已投产，年销售额 1.5亿元；氟磷酸
钒锂正极材料及储能电池已开工建设，投产后将形成 30 亿
元产值……一系列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系列创新成果已经
转化成看得见的生产力，必将为商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生
机与活力。

搭建创新驱动平台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从秦创原实施一年来看商洛发展变化

本报记者 李小龙 通讯员 张 宏

村民发展蚕桑产业村民发展蚕桑产业

山阳县全力打造以科技创山阳县全力打造以科技创
新为主导且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为主导且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

秦创原西安秦创原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商洛飞地孵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