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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本报讯 （通讯员 赵 倩）今年
以来，山阳县法官镇依托丰富的水域资
源，积极探索“荷虾共生”立体种养，大
力发展“荷种国”牌清水小龙虾，逐步形
成了“产、销、游、吃”为一体的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有力推进乡村振兴。

法官镇立足自身优势，紧盯市场
需求，利用法官庙村荷塘发展立体农
业，打造独具特色的“荷花+小龙虾”
生态综合种养基地。今年以来，法官
庙 村 党 支 部 将 壮 大 小 龙 虾 产 业 作 为
村班子领办实事硬事来抓，由支委会
成员领办荷塘小龙虾养殖项目，通过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
扩大养殖规模。邀请专家现场指导，
开 展 专 业 技 术 培 训 ，带 领 10 多 名 群
众到湖北潜江实地学习，科学选育优
良虾苗。目前已投放虾苗 100 万尾，
商品虾陆续捕捞出售，小龙虾产业成
为当地名副其实的特色产业。同时，
该镇围绕建设“秦岭原乡·农旅小镇”
目 标 ，探 索 实 施“ 三 变 ”+ 特 色 农 业 、

“三变”+合作共赢等发展模式，盘活
沉睡资源，以“村级党组织+企业+农
户”的组织方式发展“荷花种植+小龙
虾套养”，可以达到“一塘多收”、生态
种 养 的 效 果 。 同 时 把 企 业 、村 集 体 、
群众的利益紧紧拧在一起，开创了企
业做大、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三方
受 益 ”局 面 。 目 前 ，全 镇“ 荷 种 国 ”牌
清水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350 亩，年总
产量 10 万斤，综合产值 300 多万元，
带动 50 多名群众稳定就业。该镇还
结合荷塘、民俗村、梯田、茶园等优势
资源，建设以小龙虾为主题的垂钓中
心、休闲观光凉亭走廊、网红打卡点、
特色农家乐等休闲旅游观光点，打造
农旅结合生态休闲观光游、民俗活动
体验文化游两大旅游路线，推动全镇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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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文毓）眼下，正是香菇丰产季，在山阳县
十里铺街办王庄村脱贫户杨长存家的香菇大棚内，一朵朵肉厚形
圆的香菇，竞相生长在一排排菌棒上，杨长存一家人正在采摘、分
选、装筐、搬运，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以来，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十里铺
街办聚焦产业振兴，充分利用农村庭院及周边闲置场地，发挥农村闲置
劳动力潜能，激发群众发展产业积极性，统筹镇村资源，以发展“五小庭
院经济”为契机，大力推动香菇种植，有效增加群众经营性收入。

“现在在家门口就有事做了，钱多钱少天天都有得赚，而且发
展香菇，还能申请补贴。下半年，我们又备料了 300 袋，还能多卖
2000多元呢！”杨长存高兴地说。据了解，十里铺街办依托王庄村
志诚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伟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村集体经
济+专业合作社+农户代养”的模式，由村集体经济和专业合作社
共同投资，专业合作社负责生产香菇菌袋，将菌袋投放给农户种
植，到了采收季再统一回收产品，同时还利用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
等多种渠道拓展销路，牢牢地把群众镶嵌在产业链上，真正实现了
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互促共赢的目标。

截至目前，十里铺街办共建设香菇棚 360 个，发展香菇 10.8
万袋，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为加快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高质量
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小香菇”撑起群众“增收伞”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春苗）今年以来，
柞水县越来越多的“好乡贤”“土专家”“田秀
才”“巧工匠”等乡土人才破“土”而出，在带领
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等方
面释放出越来越强的示范效应。

精准筛选，涵养人才发展“活水源”。柞
水县实施“乡土人才”工匠工程，重点围绕农
村种养能手、传统手工艺者、民间艺人、非遗
传承人等挖掘培养，建立一支引领乡村产业
发展的工匠型人才队伍，打造一批“乡土人
才工作室”，举办技能乡土人才“大比武”活
动，集聚乡村振兴人才力量和智慧动能，吸
纳各类人才 345 名，挖掘传承技艺 18 项。

靶 向 浇 灌 ，提 升 乡 土 人 才“ 战 斗 力 ”。
柞 水 县 以 田 间 学 校 、专 业 合 作 社 、农 业 企
业、农业科技园区等社会化资源为依托，加
强县农民科技教育信息中心建设，提高专
业 技 术 岗 位 比 例 。 培 育 面 向 农 业 师 资 队
伍、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完善培训
管理机构遴选政策和保障帮扶指导工作制
度，打造乡村劳动力培训品牌。采取“农学
结合、工学交替”培养模式，办好农民田间
地头、生产一线培训，截至目前，共开展技
术指导 320 场次。

搭建平台，增强乡土人才“引领力”。柞
水县聚焦外出经商务工返乡人员、农村致富
带头人、非遗传承人三类人员，建好“乡土人
才工作室”，通过“人才＋文旅”“人才＋种植”

“人才＋加工”等经营模式，加强工作室与主
导产业融合，充分发挥人才带领技艺传承、带
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作用。截至目前，
建立“乡土人才工作室”9 个，提供市场信息
1100多条，带动群众增收 17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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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连日来，
商州区北宽坪镇紧紧围绕“稳粮扩豆增
油”的要求目标，突出重点，强化保障，早
安排、早谋划，积极推广千亩油菜种植，为
实现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早安排，下好油菜生产“先手棋”。今
年秋播期间，北宽坪镇把种植油料作物作
为当前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对打造优质油料基地工作进

行研究部署，将油料种植工作任务分解到
村（社区），责任落实到人。

早发动，打好宣传“组合拳”。北宽坪
镇坚持种粮导向，认真开展耕地地块和粮
油种植摸排，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党员志
愿者入户等多种形式宣传油菜种植的重
要意义、技术措施及有关要求。组织镇村
农业技术员、干部深入各村（社区）积极推
广高产低芥酸秦优 13 油菜经济作物种

植，并现场指导村民做好开沟排水、翻挖
旋耕、整地培肥、育苗等准备工作。北宽
坪镇政府筹资 15 万元统一采购油菜种子
发放到村民手中，镇村农业技术员引导农
户及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生产，全面掀起油
菜种植的热潮。

“早”落地，做好农业服务“绣花功”。围
绕粮油生产时间节点，北宽坪镇统筹资金免
费为种植户提供优质油菜种子，让种植户得

到实惠，加大种植油菜积极性。该镇在蟒岭
绿道沿线努力打造千亩油菜基地，以“集中
示范区+散户”模式，大力发展高产油菜种
植。预计全镇油菜秋播面积达5000亩。

目前，北宽坪镇正在全面开展油菜移
栽，5000 亩油菜种植任务即将完成，同时
打造精品油菜花示范基地 1500 亩，将农
业生产和绿道旅游相结合，全力打造集观
赏、增收为一体的农旅发展新模式。

打造千亩油菜基地促农旅融合发展

金秋收获季，洛南县景村镇御史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八月瓜种植基地硕果累累，喜迎丰收。基地
内，一个个果实饱满的八月瓜在翠绿藤蔓间“荡秋千”，自然成熟的果皮绽开，露出白色的果肉，散发出
淡淡的清香，吸引周边消费者纷纷到基地进行体验采摘。图为基地负责人正在忙着组织人员采摘、分
拣，准备发售给各地客户。 （本报通讯员 马宏涛 摄）

金秋丰收季 瓜果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