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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11 月 15 日，走
进商州区腰市镇泉村的盛世兴农种植示范基
地，黄色、白色的菊花竞相绽放，形成一片花
海，香气扑鼻，令人陶醉。村民井然有序地采
摘、晾晒菊花，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种植了 50 亩金丝皇菊和杭白菊，
采摘时间从 11 月开始，整个花期约一个月，
这次按照成熟度，先采摘金丝皇菊。”盛世兴
农种植示范基地管理人员介绍，今年 4 月份
基地栽种菊花幼苗，经过培土、起垄、施肥、移
栽、滴灌、盖地膜等流程，菊花在 11 月份成熟，

预计金丝皇菊、杭白菊亩产分别在 1000
公斤、1100 公 斤 ，年 收 益 28

万元左右，直接带动周边
200 多名村民就近就

业增收。

“我平时在家带娃，没有工作，在这里帮忙
摘花一斤结算 1.5 元，一天下来最多还能领到
120 元的工资。”家住泉村的 52 岁村民张彩云
高兴地说。

“今年首次尝试种植菊花，效果不错，能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盛
世兴农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王小文说，2016
年，为响应政府返乡创业的号召，他和几个朋
友一起在泉村创立商州区盛世兴农农民专业
合作社，承包 50 亩集体土地，进行农业种植、
加工、销售。6 年来，他们通过种植香椿、油
菜、小香薯等农作物，给当地带来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2021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基
地淹没，小香薯全部腐烂在地里，使合作社损
失惨重。泉村党支部得知基地受灾后，及时
求助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农业股了解情况后

按照政策给予 20 万元扶持资金，帮助合作社
渡过难关。

有了扶持资金，合作社迎来了曙光。“之
前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低，可能是腰市镇环境
偏冷造成的，这次我们经过详细考察研究，发
现金丝皇菊有耐寒的品性，属药、茶两用佳
品。”今年 4 月份，王小文和朋友带着方案与
陕西香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达成菊花种植合
作事宜，由集团提供技术指导、收购菊花产
品，有效解决了合作社农作物产业中的种苗、
技术、销售难题。

王小文表示，下一步合作社计划将成熟经
验进行推广，通过采取“龙头企业＋种植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把土地承包面积扩大
到 100 亩，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带领大
家共同致富，积极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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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绿树相映衬，楼房宽敞又明亮，成
群牛羊结队行……初冬时节，走进“颜值”
和“气质”并存的秦岭深处的镇安县茅坪回
族镇红光村，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画卷
映入眼帘。

近年来，红光村抢抓政策机遇，理清发
展思路，找准比较优势，强化造血功能，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蹚出
了一条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我是老养殖户，今年养了 5 头牛、30
多只羊，都是改良品种。现在价钱稳定，一
头牛可以卖到 1.5 万元左右，养殖辛苦，但
收入还是不错。”说起产业发展，村民魏正
宏侃侃而谈。

红光村海拔高、坡度大、土层薄、肥力
差，规模化种植难度较大，但境内北阳山千
亩天然牧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有独特
优势。该村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优势条件，
争取项目资金支持，通过“建良舍、扩规模、
用好料、施良方”的方式，持续发展壮大畜
牧养殖产业规模，不断延长牛羊产业链条，
擦亮传统畜牧养殖产业名片。

红光村先后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新
建牛羊圈舍 54 间、改造圈舍 96 间，建设标
准化青贮池 56个。村两委干部引导村民养
殖利木赞、西门塔尔、夏洛莱等 3 个优良品

种牛 1200 多头，养殖白山羊 1700 多只，带
动全村 260 多户群众发展养殖业，使 81 户
脱贫户有了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

在畜牧产品加工销售上，该村注册了
“伊兰妹妹”等商标出售本地牛肉干，形成
了 牛 羊 肉 生 产 、加 工 、销 售 的 完 整 产 业
链。2021 年，该村仅养殖业一项，户均收
入万元以上。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传统产业“活”起来了，特色产业也跟
着“火”起来。

红光村积极联系对接县林特产部门专
家到村里进行土壤和水质检测、开展实地
勘验，为特色产业发展问诊把脉。

红光村土地连片、光照充足，道路密布、
土地耐旱，具有发展烤烟产业的优势，村上
因地制宜，打破传统种植习惯，率先在民族
镇发展起烤烟产业，种植烤烟面积300亩。

面对发展烤烟缺技术、无经验、少设施
等难题，村两委班子咬定目标不放松，既分
工又协作，从最简单的流转土地入手，坚持
一边学习种植技术要领，一边狠抓栽培工
作落实，先后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 3 份，
争取资金 80 多万元，建成现代化烤房 10
个、储烟房 1 处、工作大棚 1 个，修建大型蓄
水池 2 个，组织开展烤烟种植技术培训 12
次，培训村民 120 多人次，实现了烤烟种植

技术、经验和设备从无到有的蜕变。
“今年我村烤烟丰产丰收，不论是产量

还是品质都很高，预计创收在 80 万元以
上。通过发展烤烟产业，还带动了村里男
女老少 150 多人在烟地务工，实现了村民
在家门口打工增收的目标。”谈起今年发展
烤烟取得的成效，村党支部书记马云学乐
呵呵地说。

劳务品牌越来越靓

“以前父母身体不太好，我一直在家照
顾他们，今年老两口身体好转了，村上介绍
我到西安一家泡馍馆工作，月收入 5000 多
元，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真心感谢村上帮
忙给我联系工作。”谈起今年在外务工的情
况，村民杨付宝激动地说。

红光村在大力发展烤烟、光伏等特色
产业的同时，持续重视劳务产业的发展，形
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安业清真”劳务品
牌，建立了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的就业
互助带动模式。村上通过帮助申请小额信
贷、互助资金等途径，支持鼓励有能力的群
众到西安投资开办清真餐饮店；采取自主
联系、组织介绍等方式，鼓励支持劳动力到
西安等地回民餐厅就业，着力做大唱响“安
业清真”劳务品牌。今年以来，红光村有
800多人次在外务工，其中仅在西安开办民
族餐饮店的就有 130 家，直接从事清真餐
饮行业服务的有 500 多人，全村每年劳务
收入在千万元以上。

“ 通 过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富 民 产 业 ，
群众持续增收有了
保 障 。 去 年 ，全 村
人 均 收 入 10800
元 ，今 年 预 计 人 均
收 入 增 长 10% 以
上。”红光村党支部
副书记马成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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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凌晨已有一丝丝寒意，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但商南县过风
楼镇徐家店社区党支部书记姜世应却早早走出家门，匆匆忙忙赶去邬
鱼沟组查看肉驴养殖基地的小毛驴。

“我们社区肉驴养殖基地能建立起来，多亏了镇党委书记谢超带领
镇村干部多方考察、征求各方代表意见、综合评估，最终帮我们成功引
进了商南县钰霖龙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建起了肉驴养殖基地和专业合
作社。”姜世应说。

毛驴体质健壮，抵抗能力强，不易生病，好饲养。驴肉味道鲜美，是
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肉类，有补气养血、安神去烦等功效。徐
家店养殖基地长成的毛驴，驴肉可制作腊肉，驴皮可用于制革、入药，也
是制作阿胶的主要原料。

目前运营的商南县岭南坡肉驴放养场和肉驴养殖专业合作社，是
由商南县钰霖龙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与徐家店社区联合经营，占地 20
亩，集养殖、繁育技术指导与活驴销售为一体，现存栏 100 多头。社区
集体经济入股 100 万，占股 20%，每年分红 5 万元，分红 5 年，同时流转
土地 80 亩进行青草种植。初步估计，将有效带动 45 户 141 名脱贫群
众参与务工，人均年增收可达 2000元以上。

徐家店社区由原徐家店村、安沟村、水利沟村合并而成，有38个村民
小组，共1504户4265人，原先主导产业以“茶、药、商、劳”为主，据不完全
统计，辖区有茶叶面积 2200亩、中药材面积 3400亩、生漆栽植面积 500
亩；养殖大户9户，年养鸡3万只、养猪2000头、养羊800只；每年劳务输
出约1500人，从事建筑、运输等行业的有300多人，各类门店99家。社区
通村、通组路近60公里，安全饮水100%覆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徐家店是镇政府所在地，常住人口 2000 多人，在镇内属于大
村。我们党委班子成员自去年上任以来，调研全镇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时，了解到该村原有产业结构单一，收益期较长，加之管理跟不上，带动
群众有限等问题，经多方调研，实地考察，大家认为肉驴养殖有较大发
展前景。如今为徐家店引进肉驴养殖，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集体
经济发展，既是给村集体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探索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子，也是为其他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参考范例。”过风楼镇党委书
记谢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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