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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丹凤县抓住苏陕对口帮扶的政策机
遇，加大东西经济技术合作力度，共建新雨丹中
药材产业科技园，依托园区承载大力培育“十大
商药”等大宗传统道地中药材，积极推进生产方
式转变，促使产业化生产经营升级转型，形成了
集教科研、产供销一体化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市场经营一条龙式的发展模式，打造出“丹艾”

“丹凤天麻”“丹凤山茱萸”等一批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品牌产品。园区辐射带动丹凤县 10 亿吨中
药材产业集群的雏形日趋形成，使传统的中药材
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
产业培育的主打品牌之一。

为了打造“中国康养名县”助推康养产业发
展，丹凤县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利用苏陕对口帮
扶工作的政策机遇，“借船出海”“借梯登高”，
搭建两地合作的直通车，让传统的中药材生产
在产业振兴中“唱主角”，焕发产业化发展的一
片新气象。

而今，由于对口帮扶单位南京雨花台的资
金、技术与丹凤县的原材料、人力资源的“无缝镶
嵌”和优势互补，应运而生的新雨丹中药材产业
示范园一经落户丹凤，迅速掀起了商洛中药材产
业的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促使丹凤传统中药材
生产领域，实现了由过去的单纯销售采收的原材
料向研发生产加工药品的转变，由自生自灭传统
型的粗放经营模式向科技带动型的产业化经营
模式转变，从而把产业链条的加工、销售环节的
更多收益留在原产地，造福了丹凤一方百姓。

合作共建共赢做大产业蛋糕

中药材产业历来是丹凤县的传统增收项目，
但一直存在产业链条过短、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
因素制约，无法形成产业化发展格局。在脱贫攻

坚苏陕对口帮扶工作中，双方协商成立专门的
“雨丹合作联络组”，积极搭建两地对口部门、工
商企业、科研部门的沟通交流桥梁。县上积极向
对口帮扶丹凤的雨花台区寻找合作机会，主动组
织相关部门到雨花台叩门招商，推介丹凤中药材
资源，深入企业考察取经和开展市场调研。

从 2017 年 11 月起，丹凤县相关部门先后 5
次邀请南京农大、中医药大学专家来丹考察，对
丹凤境内的 500 种中药材品种资源禀赋和市场
前景进行评估。2021 年初，历经数年的充分磨
合后，终于敲定了在丹凤建设国家级中药材储备
库的发展计划。该计划的有序推进和实施，是依
托新雨丹中药材科技产业园项目来进行。该项
目位于丹凤县沪陕高速出口处，由南京市雨花台
区引进援建，由南京金缘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属于该企业在丹凤的“飞地式园区”。

丹凤县充分释放土地、税收等最大政策红
利，积极支持园区发展。成立工作专班跟踪服
务，及时解决用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
困难。项目实施以来，龙头带动作用迅速显
现。聚力培育的“秦岭药库”产业品牌迅速得到
业界和市场认可，商洛中药材物流基地、国家级
中药材储备库等建设也通过相关部门认证，让
古 老 的“ 秦 药 ”品 牌 再 次 闪 耀 出 新 的 光 彩 。
2022 年前三季度产量 2300 吨，生产各类中药
饮片及中药丸散膏丹 1850 吨，销售金额 5850
万元左右。预计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实现产
值 4.5 亿元以上，实现利税 5000 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约 5000 个。

校企联姻科技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人才、技术一直是丹凤县中药材形不成规模
的“硬伤”，县上依托园区项目承载，积极援引南
京的中药材方面的科研单位入驻产业园，建立

“技术合作组织”，一方面充当园区企业的“附属”
科技机构，一方面充当丹凤群众的科技顾问和产
业“保姆”，让科技为丹凤中药材产业发展插上腾
飞翅膀。

县上积极引导园区建立中药材产业校企联
盟，依托商洛地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着力改造

传统的中药材生产方式，让高新科技注入产业内
核，大力应用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生产技术和经营
手段，从一开始就让中药材产业走上了一条可持
续发展路子。目前，园区旗下的新雨丹中药研究
院，已建立起与陕西师大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和南
京农大、中医药大学的中草药研发等长期合作关
系。现有员工 21 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 7 人、高
校兼职导师 6 人。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检验检
测各类设备。促成科技成果在园区快速转化，也
将产业链延伸到村间地头。

园区围绕做大做优“丹凤山茱萸名乡”品
牌，积极打造 12 万亩山茱萸基地，推进山茱萸、
天麻、茯苓深加工，形成了集种植、质量管理、产
品研发、饮片加工、仓储营销、大数据平台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有效提升了产业科技含量。目
前，公司已与全县 12 个镇办签订各类药材种植
面积 2 万亩。

产业集群效应和社会效益充分彰显

丹凤充分把握企业的经营、市
场 利 润 和 产 业 发 展 的 关 系 ，让
其最大限度产生社会效益。

雨 丹 合 作 联 络 组 定 期
召开政府部门、企业、科
研单位、金融单位项目
等联席会议，共同为园
区 发 展 会 诊 把 脉 ，确
保健康运行。引导园
区 坚 持“ 走 群 众 路
线 ”，按 照“ 企 业 + 合
作社+农户”产业化模
式，实行订单生产，按
照 不 低 于 市 场 平 均 价
兜 底 收 购 ，以 解 决 长 期
困 扰 群 众 的 销 售 难 问 题 ，
将 群 众 牢 牢 吸 附 到 产 业 链
上 ，形 成 企 业 和 药 农 稳 固 合 作
关 系 ，形 成 了 市 场 利 益 共 同 体 。
积极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附

码、统一销售等规范化生产模式，确保“秦药”
质量可追溯。据市场预测，依托园区承载和带
动，未来 5 年新雨丹产业园将占据商洛 70%以
上的中药材市场份额。园区已获商务部备案，
拥有陕西省首个民营国家级中药材储备库，填
补了商洛没有中药材物流基地和国家级中药
材储备库的空白。

目前，丹凤县人工种植的中药材主要有山茱
萸、天麻、金银花、柴胡等 30 多种，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 25 万亩，总产量约 2.56 万吨，产值约 10 亿
元，在全县基本形成了以流岭为中心的山茱萸板
块，以 312 国道沿线为中心的黄芪、黄芩、丹参、
连翘板块，以银花河流域为中心的黄姜、金银花
板块，以蟒岭为中心的天麻、猪苓、茯苓板块，
以老君河流域为中心的苍术、五味子五大中药
材板块。园区吸纳 3000 多户群众加入中药
材生产领域，人均年增收达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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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口人挤在两间土房，一间卧室，
一间灶房，孩子上学要骑自行车接送，一人
挣钱四人花，经常欠外债。现在日子好了，
住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每月还有 1900 元
工资。”商州区大荆镇青桥村搬迁户王雪妮
激动地说。

王雪妮 2019 年搬迁到大荆镇新街社区，
镇上招聘公益岗，她应聘找到了工作，还兼任
安置社区片长和楼长，丈夫在外务工，生活开
始走上坡路。

近年来，商州区以贫困搬迁群众为重点，
下硬茬、出实招，统筹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不断提
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监测 补短板

“搬到城里吃什么？没有收入咋生活？”
三年前，杨斜镇砚池河东联村村民郭彩凤举
棋不定，一家五口靠丈夫一人养活，不搬是
穷，搬了可能更贫穷。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几年前，商州区提
前开始谋划易地移民搬迁后续扶持，启动动
态监测机制，加强监测对象帮扶，落实干部联
系责任，持续深化“五个体系”建设等各项工
作。郭彩凤被监测为边缘户后，社区立即启
动了帮扶措施，通过公开选聘，聘任郭彩凤为
社区居委会委员。如今，郭彩凤每月有 2400
元工资收入，还享受养老、医疗、工伤保险。

“过去在家种地带孩子，来的时候很纠结，现
在啥顾虑都没有了。”郭彩凤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商州区按照“6313”防返贫动态
监测及帮扶工作机制，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及安全饮水指标，重点关注无劳户、低保户、
重度残疾人、留守儿童和困难老人以及因疫、
因病、因意外事故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
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搬迁群
众，及时发现致贫返贫风险点，精准纳入监测
范围，实施重点监测。

“我们对搬迁群众中纳入脱贫不稳定户
的监测对象，继续落实现有脱贫攻坚帮扶政
策，加强技能培训，优先组织务工就业，统筹
利用公益岗位等渠道安排就业；对因无劳动
能力纳入监测对象的，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
措施，确保应保尽保，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商州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说。

在易地移民搬迁后续扶持上，商州区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政策要求，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由迁入地政府具体落实搬迁群众的联
系干部工作职责，坚持工作力度不减、资金投
入不减、政策支持不减、帮扶力度不减、督查
考核不减、帮扶力量不减，持续做好搬迁群众

“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就业收入、社会
融入等工作。

商州区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支
持和工作力度上，持续优化帮扶措施，不断深
化培训和就业服务、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五个体系”
建设，紧紧围绕防返贫动态监测及帮扶工作
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扎实开展就业帮扶活动，强化产
业体系建设，实施基础公共设施工程，开展社
区治理等，助推搬迁群众加快融入社区。

解难题 促融入

事实上，群众搬出来容易，要住得安心、
宽心、舒心，是检验功能设施的一道选择题。

“缺什么，就补什么，我们不断补短板、强
弱项，尽最大努力使移民小区基础设施形成

‘木桶效应’，实现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均

等化。”商州区农房局负责人说。
横向联合，纵向推进。商州区通过实施

“一配一补一创建”，配齐消防器材，健全安全
管理机制，全面补齐安置社区公厕、有条件安
置小区“红白理事”场所及充电桩等基础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短板，积极开展移民搬迁文明
小区创建，着力打造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
谐幸福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进一步巩固提
升安置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住在这里就是好，环境幽雅，生活方便，
闲暇时候就下楼健身锻炼。”三岔河镇三岔河
社区搬迁户查道金坦言。

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群众安全无小事。
商州区将“十二五”以来多层以上 51 个集中
安置点全部纳入重点管理单位，投资 35 万元
集中采购配齐微型消防站，为麻街镇朝阳幸
福院、牧护关香铺幸福院等 14 个小型移民点
配备 193 个灭火器。及时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和应急演练，定期开展综治、防疫、消防、防
诈、防盗、禁黄禁毒等宣传，切实增强搬迁群
众安全感。

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上，商州区结合“访
民情解难题促发展”大调研、大走访，为杨峪
河镇下赵塬移民小区等 6 个易地搬迁安置社
区修建公厕 9个，为 800 人以上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社区重点配建充电车棚 25 个，为有条件
安置区新修建“红白理事”场所 9个、日间照料
中心 3个，一批搬迁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今年以来，商州区持续巩固大荆镇新街
社区、刘湾街道办事处仁和社区、牧护关镇松
沟移民小区、沙河子镇柴湾移民小区、杨峪河

镇楚山社区等 8 个移民搬迁文明小区创建成
果，将沙河子镇教堂集中安置点、腰市镇移民
小区等 9 个 300 户以上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
纳入创建范围，通过完善配套设施、深化精细
管理、健全服务体系、开展教育培训等途径，
着力解决好搬迁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难点问题，确保搬迁群众尽快完成心理调
适、社会适应、生计转型和生活融入，不断提
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兴产业 抓就业

深秋的大荆镇，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一
缕阳光照射进搬迁户李文利的房子，现代家
用电器熠熠生辉。

从 10 年前租房陪读，到分配安置房过上
小康生活，李文利生活水平的改善，一直没有
离开过就业。“我先后在私立幼儿园、镇幼儿
园临聘当老师 8年，镇上招聘公益岗时转行就
业，现在享受每月 1850 元工资和‘五金’，丈
夫一个月还能就近挣四五千元，这日子越过
越有心劲。”

兴产业，抓就业，是易地移民搬迁后续
扶持的重中之重，也是搬迁群众增收的关键
所在。为此，商州区不断优化后续扶持工作
内容，以光伏、食用菌、劳务、菊芋“4+X”主
导产业为依托，通过建设园区抓产业、资产
收益作保障、强化培训提素质、扩大劳务促
增收、开发公岗促就业、叠加政策固成果，逐
户逐人精准落实兜底保障、金融扶持、生态
扶持、教育扶持、健康扶持等各类帮扶措施，
打好后续扶持“组合拳”，易地搬迁成果得到

巩固拓展。
在就业扶持上，商州区将以工代赈项目

与劳动者技能培训、素质提升相结合，安置
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就近就业；鼓励引导各类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搬迁点兴建社区工厂或
加工点，对经认定符合条件的社区工厂给予
政策扶持，落实各项补贴；持续开展区内重
点企业用工保障服务，广泛收集企业用工岗
位信息，及时通过召开专场招聘会或区、镇、
村三级劳务微信群进行发布。针对无法离
乡、无业可扶的弱半劳动力，通过开发搬迁
点物业、保安、保洁等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其就近就业。

“刚搬到移民小区时，因为没有营生，我
还专门把白头发染黑，跑到西安工地找活干，
结果因年龄大被拒之门外。回家还在纳闷
中，没有想到社区给我安置了公益岗，每月有
固定收入。”对于金陵寺镇任村 60岁的搬迁户
龙培儒来说，他能在杨峪河镇楚山社区保安
公益岗位就业，做梦都没有想到，“要不是搬
迁，待在老家不挣钱还要花钱。”

农 民 转 变 生 产 方 式 ，人 均 收 入 不 降 反
增。搬迁户魏峰在商洛杰泰新型建材加工有
限公司就业两年时间，他对每月 5000 元的工
资心满意足：“过去在老家没营生干，漂在外
面打零工，收入也不稳定。现在两个孩子就
近上学，我也能在家门口就业，这工作真好，
收入也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据介绍，商州区围绕“4+X”产业体系，结
合安置社区自然、土地、人力资源等，发展壮
大以食用菌、设施蔬菜、菊芋、苗木花卉为主
的特色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农产品初级加工
包装、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间工艺等产业，
推进安置点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品牌培育，发展电子商
务，拓展营销平台，完善物流网络。支持安置
点发展餐饮家政、仓储物流、社区工厂、文化
旅游等现代新型业态，分类打造特色鲜明的
产业脱贫模式。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让群众过上有品质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柞水县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项目带动、提升发展动
能，推动产业升级、选准发展赛道，强化多重保障、打造优质环
境，接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县域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稳中趋优的态势。

柞水坚持以项目大攻坚推动发展大提速，年度 131 个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2.62 亿元，曹坪抽水蓄能、云山湖森
林康养度假区等一批重大项目跑出加速度。成功举办招商
引资暨首届乡党回乡发展大会、柞水—高淳 2022 招商推介
会等活动，签约项目 67 个，落实到位资金 154 亿元。县上

打好“龙头引领、园区集聚、迭代升级”组合拳，矿业发展
“五化”建设步伐加快，全县砂石资源整合全面完成，建设
标准化厂房 4.6 万平方米，引进并签约总部经济企业 2 家。
围绕旅游消费提质增效，秦楚古道、终南山寨 4A 级景区创
建稳步推进，金米村等 5 个景点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营 盘 镇 入 选 第 四 批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镇 。 不 断 深 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高频事项网上办理 601 项，网办率
90%以上。压减审批时限，90%以上的事项 5 日内办结；压
减审批环节，变串联为并联，审批环节精简 60%以上，极大
激发了市场活力，新增市场主体 2537 个。

柞水精准发力补短板提质量

园区吸纳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园区吸纳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园区延伸产业链条带园区延伸产业链条带
来明显的经济来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