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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赵小民）近年来，我

市精准把脉市情，加快经济从速度规模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能耗
产出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2017 年至 2021 年，我市节能
措施推进有力，能耗“双控”成效显著，5 年
间 ，我 市 单 位 GDP 能 耗 年 均 下 降 1.65% ，
2021 年 万 元 GDP 用 能 较 2016 年（0.413
吨）下降 0.033 吨。总体看，相对 GDP 总量
和增速，全市用能规模和 GDP 单耗保持在
合理可控区间。

全市经济转型节奏加快，绿色发展步入
正 轨 ，2021 年 我 市 一 三 产 占 比 分 别 为
14.96%、48.32%，较 2016 年分别提高 0.97、
15.16 个百分点；二产占比 35.61%，较 2016
年下降 17.24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能近六
成的二产用能由 2016 年的 172.85 万吨下降
到 2021 年的 133.04 万吨，年均下降 4.7%，其
中 ，2021 年 工 业 用 能 总 量 较 2016 年 减 少
33.29 万吨，年均下降 4.6%；工业增加值则由
241.35 亿元增长至 256.82 亿元，工业效益不
断向好。全市特色农业、大健康、大旅游等绿
色产业也快步发展。

我市单耗贡献不断提高，投入产出良性
互动，2017 年至 2021 年，全市每吨标煤实现
GDP 分 别 为 2.43、2.43、2.55、2.55、2.63 万
元，2021 年较 2016 年提高 0.2 万元。从近 5
年能耗和 GDP 增速测算，全市能耗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拉动 GDP 增长 1.68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用能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拉动工
业增加值增长近 3.08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拉动该行业 GDP 增长
近 3.83 个百分点。5 年间，我市能耗构成发
生了巨大变化，2021 年，我市一二三产及居
民 生 活 四 大 用 能 分 别 占 7.2% 、44.04% 、
20.61%、28.15%。和 2016 年相比，二产占比
5 年间下降了 17.46 个百分点，居民生活、三
产 、一 产 用 能 占 比 分 别 提 高 了 9.98、3.92、
3.56个百分点。一方面经济发展中节能措施
落实有力，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消费品质不断提升，城镇化步伐加
快，汽车消费大众化，居民对电力、石油、液化气需求旺盛，凡此种种，均
有力推动居民和三产用能占比增加。农业发展由小打小闹的小农生产
向产业化、规模化农业推进，这也逐步拉高一产用能占比。

多年来，我市始终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
色低碳发展基础之上，“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市单位
GDP 能耗分别下降了 17.01%、15.24%、9.75%，节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统计监测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单位 GDP 能
耗降幅不断减缓，维系持续下降态势的难度越来越大，实现“双控”目标
压力也越来越大。下阶段，围绕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一都四区”目标，全
市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审慎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做好节能培训与宣传，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节能、绿色消
费与低碳环保的新风尚。（注：本文按能耗核算制度要求，GDP采用12
月不变价数据，相应增速与年鉴等资料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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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干活，包吃管住都免费，每
月收入 4000 元左右。”10 月 5 日，在商
南县青山镇商南卡之卡包装有限公司
车间，杨永莲熟练地加工着贺卡，提起
跨省就业，她脸上流露出灿烂的笑容。

今年 40 岁的杨永莲是河南省西
峡县人，2021 年 8 月，她与 5 个同乡妇
女奔赴商南县青山镇务工，干了一年
多时间，就攒了 4 万多元。杨永莲说：

“我们从河南来到这里务工，就是看准
了卡之卡公司发展前景好，企业老板
诚实信得过。”

据了解，商南县卡之卡包装有限
公司是浙江奥美伽实业有限公司的一
个子公司，主要生产节日贺卡、手提
袋、包装盒等节日礼品，产品远销欧洲
28 个国家。

“我们生产的卡片、手提袋等 80%
都是外贸商品，目前正在开发国内市
场。”指着展厅里的样品，商南县卡之卡

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说，“品牌与
诚信，就是企业的生命，我们宁愿自己
亏一毛钱，绝不少工人一分钱工资。”

心系农民群众，投身农村发展，家
住青山镇草荐村的朱丹，始终没有忘记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曾经任
两届村委会主任 10 年之久，在县城开
过水暖器材店，与弟弟朱瑞辗转浙江经
营外贸公司，奔波的艰辛经历，更让朱
丹对农民务工产生了特殊情结。于是，
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号召下，他毅然返
乡，带领乡亲一同走上创业路。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增收。
2021 年，商南县青山镇党委、政府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把产业后续扶持作为乡村振兴
首要工作来抓，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企业投
资发展。去年 8 月，商南县卡之卡包装
有限公司落地生根，带动当地移民搬迁
群众和异地群众就业 105人，人均月收
入 3000元以上。

青山镇镇长王斌说：“镇党委、政府
积极争取苏陕协作项目资金 400万元，
建起了 84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以 3 年
免租金的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投资发
展，带动群众共同富裕。”

作为青山镇实施“千名头雁带富领

飞”工程的重点项目，商南县卡之卡包
装有限公司依托浙江总公司先进的机
械设备和技术，同时借力西安设计分公
司的超前产品设计理念，企业订单不断
增加，就业岗位持续扩大，为全镇产业
振兴发挥了旗帜作用。

“搬迁 10 多年了，因无业可从担
心返贫。这下好了，社区工厂建在家
门口，既能照看上老人孩子，又能就业
挣工资。”对于从青山镇长乐沟移民搬
迁的余丽来说，社区工厂无疑为她提
供了“铁饭碗”，“我在工厂上班，管理
岗每月 3000 元薪酬，工作稳定收
入有保障。”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
实 现 华 丽 转 身 的 花 园
村 村 民 叶 建 霞 百 感
交集：“我们搬迁户
无 地 可 种 ，要 不 是
建设社区工厂，我
们 的 生 活 来 源 就
没 有 着 落 。 现 在
每 月 有 3200 元 收
入 ，感 谢 党 和 政 府
给群众办了一件实
事好事。”

卡片装满祝福，群
众就业增收。一张张贺卡
寓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一句句祝福浓缩着文明国度的
现代礼仪，小小卡片贴上了“绿色标
签”，把青山镇发展理念带进千家万户。

“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在有
序推进乡村振兴中，我们在筑牢产业
振兴基础上，协同推进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努力实现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目标，让党的政策更多
地惠及人民群众。”商南县青山镇党委
书记殷书宁说。

卡片装满祝福 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9 月 29 日，沿着国道 344 洛南段一路向东，记者来到
洛南县的东大门高耀镇。在夹滩移民小区旁，一座座大棚
在阳光下十分耀眼，这便是由商洛煜晔高峰农业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发展的食用菌产业园，也是目前高耀镇最大的一
个食用菌产业园。

该食用菌产业园作为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开始建设，经过 5 个月的紧张施工后，一个占
地 40 多亩、有 40 座现代化大棚的食用菌产业就投入生
产。在产业园里，我们见到了基地的负责人李爱锋。说起
产业园的落地建设缘由，李爱锋讲得头头是道，而就在 2
年前，他还是个对农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打牢基础打牢基础 追求高标准追求高标准

2020 年 初 ，一 次 偶 然 机 会 ，做 工 程
项目的李爱锋跟朋友来到高耀镇，
寻 找 转 型 发 展 的 商 机 。 当 时 ，
恰逢高耀镇急于寻找合适的
招商引资项目。在高耀镇
领导三顾茅庐后，李爱锋
和朋友决定在高耀镇建
设产业园。

高耀镇地处陕西、
河南两省交界，与其相
邻的卢氏县食用菌产业
发展迅速，技术成熟，有
销路、有市场，加之高耀
镇群众有种植香菇的传
统，李爱锋和朋友最终选择
在高耀镇做大做强食用菌产
业。双方意向达成后，高耀镇争
取产业资金 200 万元，李爱锋和朋
友投资 600 万元，共同在高耀镇建起了
年种植香菇 80万袋的食用菌产业园。

“我们的大棚采用的最新的四层膜技术，四层不同材
质的塑胶膜，通过升降，可以精准掌控棚内温度，实现全年
不间断种植。虽然建设成本高了，但菇的质量和产量也高
了，前期的投入是值得的。”李爱锋说。

基础设施建好后，生产环节又难住了几位门外汉。由
于市场需求量大，当地群众多年的传统种植办法显然不能

适应需求。于是，李爱锋采用最笨却是最有效的办法：分批
把髙耀镇的村民拉到河南的食用菌大公司学习，让群众接
触最新最先进的种植方法，回来后就按照最高标准执行。

“那会儿真的是下了狠心，拉了 100多名工人分成 3批
去学习，我们管吃住，让他们在那边学。前后用了 3 个月
时间，让我们的工人掌握了基本技术。”李爱锋说。

在整个种植环节，李爱锋还经常请来河南的技术员进
行指导，现场解决问题，确保第一年的香菇生长顺利。正
是有了干好一番事业的决心，李爱锋前期做的这些准备工
作没有白费。当年，其他镇的香菇产业没盈利甚至亏本的
时候，李爱锋发展的香菇产业居然赚了 10多万元。

严格把控严格把控 追求高收益追求高收益

为了把香菇种植成功，李爱锋和几个合作人把主要精
力都投入在产业园的发展上。在度过了小心谨慎的第一
批菌棒种植后，李爱锋找到了信心，后面的香菇种植就越
来越顺利。

最初，工人们都把菌棒上每一个冒出来的香菇当成宝
贝，没有疏果的概念，结果导致所有的香菇质量都一般。
李爱锋去河南、湖北等香菇产业基地参观学习后，对方新
的种植理念彻底改变了他。回来后，他大胆让工人控制住

每个菌棒上的香菇数量，并把菌棒底部的香菇
一律去掉，保证菌棒上部的香菇营养供

给。经过一番技术改进，香菇质量上
了一个大台阶，客商也源源不断上

门寻找合作。
“农业还是靠天吃饭，虽然

大棚能降低天气的影响，但是
还是要预防大风、暴雨之类的
天气。”李爱锋说，“比如半夜
突然下雨，听到工棚的房顶
噼啪作响，我就得赶紧翻身
起床，去大棚把塑料膜放下
来，香菇淋雨就会发黑，影响
价格。”

在产业园的冷库里，在七八
种对应的标签下，成筐的香菇已经

按品相分类摆好。“这只是初步按照
大小分类，而后再细分成十几种等级，最

高的能卖到 9.5 元一斤，最低的级别只能卖 2
元多一斤。”李爱锋拿起一个饱满的花菇说。

说起销路，李爱锋最感谢的是妻子。在整个产业园建
设过程中，李爱锋的妻子会发一些短视频，谁知一位广州
的客商就联系她，希望订购一车香菇。对方看过香菇的照
片后，立刻就把货款转了过来，于是，第一笔大单就这样糊
里糊涂地谈成了。

正是因为有了严格的分类，李爱锋的香菇品质高，利

润得到了保障。如今，李爱锋的客户遍布广东、福建、四川
等地，每次的出货量都在 5000 多公斤。“主要还是因为我
们的香菇品质好，货真价实，这样才能把生意做长久。”

除了卖自己的香菇，李爱锋还收购附近村民的香菇，
并且每次收购价总比外地来的商贩高一点，不仅带动了附
近村民增收，也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为此，他还买了
一台小冷藏车，专门上门收购村民的香菇。

“为了维持香菇品质，冷藏是必须的，以前村民用三轮
车把香菇拉到产业园等我们收购，这个过程中香菇的品质
就下降了很多，因为我们主动上门收购，不让村民多跑路，
也让他们能多卖一点钱。”李爱锋说。

补齐短板补齐短板 延长产业链延长产业链

在解决了香菇种植环节的技术难题后，李爱锋下一步
准备解决菌棒问题。由于一开始他们依赖从别的厂家购
买现成的菌袋，致使目前产业发展受到限制。

“这几天正是菌棒上架的时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原
来那家生产菌棒的企业货源不足，我们没有菌棒可用，这
就白白耽误了时间。”李爱锋略显着急。

于是，李爱锋打算自己建菌棒生产线，一来解决产业
园的需求，二来可以辐射带动周边村子的种植户持续发展
产业。为此，李爱锋专程去河南灵宝等地考察，参观了目
前先进的全自动无菌制袋生产线，一旦该生产线建成，将
实现从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刺孔、培养各个环节的自动
化生产，大大降低烂袋的概率。目前，他已经联系厂家，将
根据产业园的地形进行设
计，预计在明年年初，菌袋
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当 下 ，整 个 食 用 菌
产 业 园 以 卖 鲜 菇 为 主 ，
周 转 快 、利 润 高 ，但 是 如
果 要 打 造 高 端 产 品 ，就
必 须 有 干 香 菇 做 礼 盒 。
为 了 烘 干 香 菇 ，李 爱 锋
投 资 240 万 元 建 起 了 烘
烤 车 间 ，依 然 是 遵 循 了
他 一 贯 以 来 的 高 标 准 ，
采 购 了 自 动 控 温 的 烤
炉 ，随 后 还 将 再 购 进 两
台 ，可 实 现 年 烘 烤 鲜 菇
360 吨 。 在 烘 烤 车 间 实
现 烘 烤 、分 拣 、包 装 一 条
龙 。 下 一 步 ，李 爱 锋 计
划 在 园 区 对 面 建 起 电 商
直 播 中 心 ，发 挥 线 上 卖
货 的 优 势 ，进 一 步 拓 宽
香 菇 销 路 。

带动群众带动群众 共同奔小康共同奔小康

如今，家住夹滩移民搬迁小区的居民黄东梅每天的主
要工作是分拣香菇，她上班一小时可以挣 6 元钱，干得多
挣得多。因为业务熟练，黄东梅每月算上加班费可以赚
2000元左右。

黄东梅刚搬到移民搬迁安置点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也不能出门务工，待在家又没有挣钱门路，整天忧心忡忡。
而现在，移民安置小区旁建起了食用菌产业园，黄东梅每天
早早地就到产业园上班，既可以挣工资，还能照管老人小
孩，生活忙碌而惬意。黄东梅说：“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
收入，又能兼顾家庭，这样的工作是一份幸福的职业。”

自从有了食用菌产业园，每天村里来务工的少则二三
十人，多则五六十人。镇上有了龙头企业，村民也有了增
收渠道。据统计，仅在 2021 年，由产业园付的工资就达
120多万元。

高耀镇党委书记刘卫平表示，目前，食用菌产业园带
动群众的模式有三种：一是移民搬迁户每年的分红；二是
通过务工带动群众增收，仅此一项可以实现月收入 1800
元至 2000 元不等；三是依托食用菌产业园开展产业培训，
使所有的移民搬迁户和有意愿发展产业的群众实现人人
掌握技术，为产业致富提供技术支持。接下来，镇上将使
用全县统一农产品商标，方便推广销售，持续助农增收。

高耀镇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不仅盘活了当地的
资源，也为产业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小 菌 袋 做 成 富 民 大 产 业小 菌 袋 做 成 富 民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谢 非

特色
产业

工人精心制作贺卡工人精心制作贺卡

贺卡贺卡

李爱锋的妻子李爱锋的妻子（（右右））在拍短视频在拍短视频

李爱锋李爱锋（（左一左一））和技术员在冷库查看香菇品质和技术员在冷库查看香菇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