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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蜿蜒的盘山水泥路直通村子最高点，两侧路边院
墙上镶嵌着各种形状的陶瓷制品，几排光伏电板在阳光照
射下闪闪发光，村文化队的锣鼓声吸引了游客围观。寒冬
腊月，记者走进商州区金陵寺镇熊耳山村，只见村民在文化
广场排练为过年时准备表演的文艺节目，慕名前来的游客
或在玻璃观景台上游玩，或细细观看村里的景区示意图，或
沿着石阶登高赏景……这一派景象让冬日原本寂静的熊耳
山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鼓点要把节奏敲出来，有缓急地变化……”在有着多

年演出经验的村民王金奇耐心教学下，村
文化队队员配合得十分默契。

“前半年我们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地，
现在硬化好了，我心里无比高兴。春节来
临，我们就在这排练节目，坚信明年的日
子会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参加文化队
的 70岁村民古玉民精神矍铄地说。

位于商州城西二十多公里处的熊耳
山村，因村中有一座两峰直竖，恰似一对
熊耳的高山“熊耳山”而得名。与熊耳山
连线东侧的一个山垭豁口含诸多金属成
分，每当阳光照射，便会射出金光万道，尤
其是落日之时，更是霞光漫天，这便是商
州八景十观之一的熊耳晚霞。

熊耳山村还曾是有名的窑村，主要生
产瓮、盆、罐等 10 多种群众不可或缺的储
水、储粮陶瓷制品。依托制陶这一手艺，
村民支撑起了全家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
但时过境迁，随着瓷器的没落，这座曾经
繁华的村庄也渐渐归于沉寂。

“近一年来，我们村上挖掘了陶瓷文
化，建设了旅游景点，来旅游观光的人更

多了。”村民古天儒说。
“去年，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文化广场给建

设出来了，还邀请陕西国画院原院长范桦老师书写了《熊耳
山碑记》，介绍我们熊耳山的历史文化。”熊耳山村党支部书
记任英志说。

2022 年，熊耳山村坚持“创亮点、出精品”的工作机制，
围绕“党建+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产业”的发展思路，在金陵
寺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多方
筹集资金 400 多万元，依托熊耳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深

挖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探索构建了“一景两馆三片四园五
产业”发展布局，以熊耳晚霞为名片，延伸文旅产业项目。
根据景点规模、党员分布，采取“清单化管理、账单式落实”
的模式，积极发挥“党支部+党员”作用，做强做响“党建+旅
游”品牌，加快推动文旅支柱产业在村中落地开花。

依托煤矿等闲置资源，根据村里地势特点，熊耳山村采
取新建、改造等灵活方式，筹
划建设了油料作坊，已改建写
生基地和拍摄基地 4 处，为上
山游客提供了创作服务；加快
村史记忆馆、陶艺体验馆的建
设进度，为游客提供旅游体
验；动员入党积极分子、后备
力量、志愿者成立 3 个导游小
分队，免费为游客提供讲解服
务，使游客看得悦心、听得舒
心、玩得开心。

“我们村里挖掘陶瓷文
化，建设了旅游景点，来旅游
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一到节
假日，路上全是车，我们自种
自收的农特产品在村中就卖
了出去，增加了不少收入。”村
民古天儒高兴地说。

“熊耳山村以‘党建领航
振兴路，打造康养示范地’为
目标，科学谋划布局，积极改
善人居环境，依托熊耳山打造
康养生态旅游，走出了一条组
织强、产业旺、文化兴、生态美
的乡村振兴之路。”任英志说，

下一步，熊耳山将推动村中“千亩油菜、千亩油葵、千亩连
翘、千亩核桃、文旅民宿”五大产业发展，以规划的秦岭植物
园、熊耳山郊野公园为契机，聚力建设集康养、度假、娱乐、
休闲、餐饮等为一体的康养示范村，从而形成“多元复合产
品旅游地、观光游览体验生态地、康养生态休闲结合地”，努
力打造美丽、富裕、康养、宜居的熊耳山村。

“最近一段时间，柞水木耳、木耳
酱及珍稀菌类是订单最多的年货商
品。为了抓紧时间把货备足，我们的
员工加班加点分拣、装箱、封口、上
车，忙得热火朝天。”1 月 7 日，满载

“柞水特产”的卡车一路向东朝南京
市方向驶去。

陕西供销柞水木耳综合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乾洋说，兔年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金字招牌的“柞
水木耳”名气越来越大，也成了俏销
的年货产品，全国客商持续抢购。

随卡车来到南京市高淳区固城
湖柞水农特产品旗舰店，只见木耳
酱、珍稀菌类等 30多种柞水农特产品
陈列其中，琳琅满目。据了解，为助
力 2023年新春年货节，价值 600多万
元的柞水农特产品已运抵南京。

近年来，为破解柞水农特产品
“好酒也怕巷子深”的窘境，柞水县供
销社把巩固苏陕协作深度融合作为
重要抓手，先后举办了南京地铁四号
线“柞水木耳号”品牌列车发车仪式
和柞水木耳推介会，并积极组织农产
品生产经营企业对接省内外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开展消费帮扶，年销售柞
水木耳等农特产品达 7738万元。

“我们借助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建设和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网络销售平台的优势资源，积极推动

‘832平台’产业帮扶示范县签约，将柞
水打造成陕西省首家‘832平台’产业帮
扶示范县，为进一步打通脱贫地区农副
产品生产、流通的难点和堵点、优化创
新农副产品产销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柞水县供销社主任雷娜说。

柞水 农特产品成俏销年货
本报通讯员 谢丹 周栓

随着兔年春节的到来，很多人会
选择在家里放上一盆红红火火的花
束作为新年气氛的点缀。相较保鲜
期短、难以打理的鲜花来说，象征吉
祥喜庆的福桶年宵花越来越受到消
费者的追捧与青睐。在镇安县，福桶
年宵花一经上市，便走俏花艺市场。

在镇安县城迎宾路的花海花店，
红红火火的福桶年宵花吸引了过往
市民的注意力。福桶年宵花选用红
色银柳、红果为主材料，点缀仿真金
叶，再挂上些许小挂饰，造型别致，年
味十足。

花海花店店主王肖介绍，福桶年
宵花今年特别畅销，这也和我们盼吉
祥、盼如意、盼平安息息相关。福桶
年宵花寓意鸿运当头照、好事身边
绕，红红火火的发财果，搭配着福气

满满的福桶，不管是放在自己的家
里，还是送亲戚朋友，都寓意着把福
抱回家。

笔者注意到，不少花店近期都把
福桶年宵花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在
县城后街的花之形花店，占据 C 位的
依然是福桶年宵花。据该店店主洪
琳介绍，福桶年宵花搭配的主要有银
柳，予以招财纳福；有福扇，寓意福到
家门；有金梯，寓意步步高升；有冬
青，寓意健康幸福、长寿长久；还有绣
球、莲蓬等，都是对新年的祝福。

据了解，这些福桶年宵花的价格基
本是二三百元，提前预订的市民有很
多。除此之外，颜色鲜艳的鲜花也较受
市民欢迎。一朵朵绽放的鲜花，让市民
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也为即将到来的
春节营造了浓郁的喜庆氛围。

镇安 福桶年宵花走俏市场
本报通讯员 李 翔

深冬时节，记者走进商州区大荆镇荆河工业
园区，在商州润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绣球
菌生产厂房里，现代化的流水生产线正在自动化
分拣绣球菌，工人们将分拣出来的绣球菌称量、
包装，十分忙碌。该公司包装车间工人陈妮娟
说：“我包装的每一盒菇，品质要好、分量要足，
要让客户满意。”

除了绣球菌生产厂区，该公司还有现代化的
真姬菇、黑木耳厂区，每个厂区都采用了自动化生
产线和设备，达到食用菌菌棒生产机械化、装袋制
棒自动化、高温灭菌高效化的模式，也实现了食用
菌从培育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该公司目前培
育生产了白玉菇、蟹味菇、鹿茸菇、绣球菌等 7 个
产品，年可生产各种菌类作物 3400 万袋，年产量
3000 多吨，年产值达 2700 万元，带动商州区 17
个镇办 200个村集体增收。

商 州 润 科 农 业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党 支 部
书记、经理陈凯说：“我们润科农业发展以来，
已 经 实 现 了 食 用 菌 产 业 现 代 化 ，产 品 销 路 稳
定 畅 通 ，同 时 带 动 周 边 200 多 名 群 众 就 业 ，人
均 年 收 入 约 3 万 元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坚 持 园
区化承载、集群化发展路径，辐射带动全市食
用 菌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为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创 造 越
来越好的条件。”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2 年，我市
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全市首位农业产业大力发展，
以“链长制”为抓手，抓关键环节强链，抓重大项目
补链，抓链主企业延链，扎实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
培育，全市发展食用菌代料栽培 4.55 亿袋，鲜品
产量 46 万吨，实现综合产值 82 亿元，同比增长
17.3%、20.4%和 36.7%。其中木耳 1.55 亿袋，干
品产量 7600 吨，综合产值 25 亿元，较上年增长

9.9%、35.7%和 20%。
据介绍，2022 年，我市稳步做大食用菌生

产规模，食用菌设施大棚累计达 5.6 万个、生产
基地 416 个、专业村 383 个。我市强化科技赋
能 ，累 计 制 定 食 用 菌 生 产 标 准 、技 术 规 范 23
个；补齐全产业链发展短板，培育“领军型”企
业链主 2 家，壮大“成长型”龙头企业 10 家，带
动 全 市 发 展 食 用 菌 初 加 工 企 业 38 家 、深 加 工
企 业 13 家 ；加 大 招 商 引 资 ，改 善 投 资 环 境 ，引
进精深加工项目 25 个 59.91 亿元，支持企业开
展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开发香菇多糖、木
耳露、即食食品 22 类 98 种，延长了产业链条。
我市不断提升全产业链综合效益，推动出口创
汇，两家食用菌企业与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
国 家 签 订 出 口 贸 易 协 议 ，累 计 出 口 食 用 菌
1100 吨，创汇 6000 万元。

科技赋能食用菌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王尚锋 通讯员 张 奇

洛南传统手工挂面制作忙
本报通讯员 李 斌 张颖欣 张天逸

古 村 落 重 焕 生 机古 村 落 重 焕 生 机
本报见习记者本报见习记者 刘桃李刘桃李 通讯员通讯员 董旦旦董旦旦

村文化队排练节目村文化队排练节目

艺术家写生艺术家写生

寒冬腊月，年味渐浓，传统手工挂面进
入销售旺季。连日来，在洛南县石门镇王桥
村洛州缘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王焕民一家
人忙着制作手工挂面。据王焕民介绍，他们
制作手工挂面已经有 30 多年历史，手工挂
面制作工序烦琐复杂，耗费时间长，要经过
和面、醒面、揉面、开条、盘条、上筷子、醒条、
分面、拉条、晾晒、切断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
而成。目前，该合作社手工挂面供不应求，
畅销石门镇周边各地，挂面产业已成为王桥
村乡村振兴的“香饽饽”。

晾晒晾晒上杆上杆

开条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