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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除给采茶工的手工费，今
天一天就挣了近 1000 元，发展产
业还是很有‘钱’途嘞！”镇安县达
仁镇农光村脱贫户彭尚全心里乐
开了花。

近 年 来 ，镇 安 县 达 仁 镇 深 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依托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
条“颜值”“价值”两手抓的绿色发
展新路径。

地处秦岭腹地的镇安县达仁
镇，层峦叠嶂、碧波蜿蜒，境内盛产
茶叶、蚕茧、板栗、魔芋等农副产品
和杜仲、猪苓、白及等野生中药材，
森林覆盖率高达 87%，是名副其实
的绿水青山。

“守住绿色底线，才能谈绿色
发展。”镇安县达仁镇党委书记马
泽博说，“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努力促进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

“ 以 前 老 想 着 开 荒 多 种 地 ，
现 在 是 尽 可 能 地 给 蜜 蜂 创 造 一
个 生 态 自 然 的 采 蜜 状 态 。”双 河
村 马 玉 祥 养 了 80 箱 蜂 ，原 生 态
蜂蜜不仅能卖得上好价钱，还有
利于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理念的转变背后，是
镇安县达仁镇在绿水青山保值增
值上的努力。镇安县达仁镇通过
宣传引导、强化监管等措施，实现
产业化、生态化双向转变，守住了
绿色发展底线，让秦岭美景常驻、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在镇安县达仁镇丽光村，一排
排别具风格的农家小院格外吸睛，
飞檐翘角的凉亭坐落在池塘边，在
火红灯笼的映衬下，鱼儿自由欢畅
地游来游去，村庄处处呈现着业兴
人和的新气象。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环
境却变得更美了。”丽光村五组阮
飞经营着一个休闲农家小院，借着
周 围 秀 美 的 自 然 风 光 ，他 端 起 了

“绿色碗”，吃上了“生态饭”。
镇安县达仁镇深入推进产业强

镇工程，逐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不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川道蚕桑坡间栗茶”的产
业发展布局基本形成，茶叶、蚕桑产
业已成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达
仁镇综合收入达到 1.5亿元，经济发
展的含“绿”量、生态环境的含“金”
量更加充足。

达仁镇枫坪村章晋礼有桑园
基地 15 亩，并在村内建设了小蚕共育室，年可共育小蚕 300 多张。“我这
里一年可以联带农户 20 多户，农户通过在小蚕共育室务工、协助科管
桑园，每年人均可增收 4000 多元。”章晋礼说。

达仁镇按照“政府引导、主体带动、互助帮扶、共同受益”的思路，以
“合作社+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三种模
式，通过自主经营、产业托管和入股合营等三个增收渠道，将群众牢牢捆
在产业链上，实现了群众增收有项目、致富有门路。

目前，达仁镇已流转土地 1005亩，签订入股协议 928户，成立茶叶专
业合作社 70个、蚕桑专业合作社 24个，联带群众 1255户 4389人，产业强
镇更具影响力，群众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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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雨 过 后 ，草 木 葳 蕤 。 在 柞 水
县 红 岩 寺 镇 红 安 村 的 田 野 里 、山 坳
间，经过两台大型挖掘机的深翻、除
草、施肥，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流
转 、整 合 的 130 亩 撂 荒 地 变 成 肥 沃
土 地 ，20 多 名 留 守 妇 女 正 忙 着 挖
坑、浇水，栽种连翘。

“看到这些荒芜多年的土地现在
被利用起来，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村上
流转撂荒地发展连翘产业，让我们在
连翘地里套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让
我们有了双份收益。”70 多岁的退伍
军人任继银说。

今年以来，红安村以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村为契机，将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撂荒
地治理有机结合，按照“盘活撂荒地、唤
醒沉睡田、栽下连翘树、拓宽致富路”的
发展模式，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
着力打造高山、高寒、高产连翘种植基
地，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红安村地处深山，土地贫瘠、地块
面积小、广种薄收，村民种地积极性不
高。为了盘活村民手里的撂荒地、弃
耕地、荒坡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村党
支部组织干部四处找门路，多次到陇

县、留坝、石泉等地考察，立足村情实
际，结合本地气候特征和土地结构，认
准了栽种高山、高寒、高产连翘是一条
可行的致富路。同时，红安村不断加
强摸底排查，建立信息台账，做好村民
撂荒地块名称、面积、户主信息、撂荒
原因等信息的收集，鼓励农户自愿复
耕复种，不愿复垦和无劳动力复耕的
土地，由村集体经济流转回来进行整
治。村民出土地，参与连翘种植管理
并入股享分红，村集体经济购买树苗，
吸纳留守妇女、老人在基地务工，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以前这些土地基本上是荒坡，野
草、灌木长得比人都高，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把土地流转回来后，进行开挖、除
草、填土、修路，使撂荒地变平了、变肥
了，村民有流转费和务工收入。”村党支
部书记任彩琴说。

如今的红安村，不仅盘活了撂荒
地 ，而 且 激 发 了 产 业 发 展 的 活 力 。
2019 年栽种的 890 亩耐寒、耐旱新品
种连翘，今年有望全部挂果，让中药材
产业园区成为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
冬有乐的美丽乐园，为柞水东部的产业
发展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红安村红安村 盘 活 荒 地 种 连 翘
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

人间四月，草长莺飞。在商南县的
沟沟坎坎，一座座茶山绿意葱茏，鲜绿
的茶树随风摇曳，嫩绿的新芽伫立枝
头，当地群众都在抢抓时节采茶，处处
都是生机盎然的繁忙景象。

4月 15日，商南县清油河镇吊庄村
村民三五成群，相互配合，挖土、栽茶
苗、踩实、浇水，各个环节衔接有序，场
面热火朝天。“种植时，先把茶苗平扶，
按株距 25 公分左右栽在沟中，另一手
将土填入沟内，使茶苗稳定在沟中，土
填至一半以上时，用小锄压紧，然后继
续填土压紧，这样茶苗成活率更高。”陕
西隽永天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基

地给村民指导。
“ 我 们 这 块 地 属 于 砂 壤 土 ，土 壤

疏松、肥沃，光照充足，特别适合栽种
茶叶。”吊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东超说，

“村里新发展的这片茶叶基地有 200
亩，年前就已经把地平整出来了。因
为 各 种 原 因 ，一 直 无 法 植 苗 。 这 几
天，我们赶紧组织了几十名工人抢抓
时间栽种茶苗。”

为了让“茶经济”更好地托起群众
的致富梦，吊庄村经过多次考察调研
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了有经
验技术的陕西隽永天香有限公司，签订
种植合同，规模化流转土地，开启了种

植金牡丹茶叶的发展之路。公司采取
“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通过流转土
地收“租金”、务工挣“薪金”，带动 20 户
70多人增收。

“发展茶产业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好
处，我们可以在茶叶基地里挣点儿零用
钱。这几天干活，每天能挣 120 元钱。
另外，我们将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每
年有一笔土地流转费。一年下来，也有
几千块钱呢！主要还是在家门口，家里
的家务活、农活都没有耽误。”忙着栽茶
苗的村民李宝成说。

田东超说，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出
务工，部分土地撂荒，陕西隽永天香有

限公司把村里撂荒的土地开垦出来种
植茶叶，村民通过流转土地给公司、在
茶叶基地务工的方式增加了经济收
入。村“两委”也努力将村上的荒地变
成聚宝盆，让群众收入不断增长。同
时，也想通过这个项目把村庄的产业振
兴起来。

近年来，清油河镇坚持把产业振
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以全县

“生态茶城”建设为契机，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结合镇域
优势，通过培塑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全
镇种植产业快速发展，不断激活乡村
振兴“新引擎”。

清油河镇清油河镇 “茶经济”托起群众致富梦
本报通讯员 李 潇 冯秀英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俊英）4 月
下旬，丹凤县铁峪铺镇化庙村马峰沟房
前屋后、漫山遍野的樱桃树上挂满了红
彤彤的樱桃，一颗颗、一簇簇，似玛瑙般
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大樱桃甜了
顾客，富了农民，美了乡村！

“听说化庙村的玛瑙红樱桃熟了，
今天我们一帮姐妹约好来这里采摘。
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红又甜，价格也非常
实惠，我准备多摘几篮回家去给家人尝
尝。”游客刘晓莉一边摘一边说。

化庙村人栽植大樱桃也有 10 多

年的历史了。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大樱桃不仅成为带红产业振兴的强
劲推手，还成了村民发家致富的“金
果果”，让村民真正过上了红红火火
的好日子。

正在国道路旁摆摊售卖自家樱桃
的 化 庙 村 村 民 卢 来 喜 介 绍 ，他 家 从
2016 年开始种植樱桃，一共种植了 4
亩多地，2019 年开始挂果，现在已经进
入了盛采期，每年大樱桃都能给他带来
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化 庙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郭 伟 说 ：

“化庙村的樱桃因个头大、色泽艳、果
肉厚、口感佳，深受消费者青睐。今
年我们村借助全县发展‘五小’经济
的契机，引进新品种，号召农户利用
房前屋后、荒坡种植樱桃。现全村樱
桃面积达到了 500 亩，预计今年全村
樱桃产量可达到 2 万多斤，有望收入
20 万元。”

近年来，铁峪铺镇化庙村为了增
加 群 众 收 入 ，确 立 了“ 五 园 一 基 地 ”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利 用 紧 邻 312 国 道 、
毗邻县城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和资

源 禀 赋 ，以 水 果 为 媒 、饮 食 为 介 ，改
良樱桃 135 亩，发展大棚冬枣 10 棚，
发 展 农 家 乐 5 家 ，积 极 提 升 人 居 环
境，完善公共设施，实施房屋立面改
造 285 户 ，新 建 游 乐 场 1 处 ，布 置 口
袋 公 园 2 个 、紫 花 长 廊 1 处 ，铺 设 青
砖步道 50 米，修建微景观 5 处，让传
统的樱桃采摘转型升级为集吃、住、
行 、游 、购 、娱 为 一 体 的 农 文 旅 融 合
发展模式，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

化庙村化庙村 红樱桃富了农民美了乡村

目前，正是烤烟苗移栽

时节，镇安县永乐街道鞍山

村大力发展烤烟经济，带领

村民增收致富。图为鞍山村

村民在烤烟田移栽烤烟苗。

（本报通讯员 杨建东 摄）

抢抓农时抢抓农时 栽种烤烟栽种烤烟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潇 朱
国来）“石菖蒲抓地牢固，喜水耐寒，能
有效规避河道冬季风大气温低，夏季
雨多水涝冲洗的风险，正适合我们这
沟沟岔岔种植。”当前，气温回升，正值
石菖蒲移栽的好时机。在商南县湘河
镇泉垭村中药材石菖蒲种植基地，村
民们正在河道里忙着栽植石菖蒲，一
番热火朝天景象。

泉 垭 村 拥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气 候 条
件，丰富的水资源环境，村“两委”经过

前期调研，并邀请专业人员对村里的
土壤、气候进行实地考察，证实了当地
的气候条件及特殊的土质适合种植石
菖蒲。今年年初，村“两委”立即行动，
紧扣“两改两转三促进”的工作要求，
把村里新修的河道闲置地变为石菖蒲
产业基地，对原本农户分散性种植的
石菖蒲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截至目前，已在河道建
成 20 亩石菖蒲种植基地。

据了解，石菖蒲是一种中草药，功

效十分多。石菖蒲性温，味辛、苦，归
心、胃经，具有开窍豁痰，醒神益智，化
湿开胃之功效，能开心孔、补五脏、通九
窍、明耳目、出音声，久服轻身，不忘，不
迷惑，延年。用于风寒湿痹，咳逆上气，
神昏癫痫，健忘失眠，耳鸣耳聋等。“你
别看石菖蒲长得像草，是作为抗病毒口
服液的好原料，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前
景广阔。”泉垭村党支部书记周金楼说：

“以前我们村都是东家种一点，西家种
一点，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经过系统

管理，产量少，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
现在，由村上统一组织种植，科学管理，
预计 3 年后成熟，每亩产 3000 斤，一斤
能卖 8 元，集体经济年收入 40 多万元，
可带动 12户致富增收。”

石菖蒲种植基地的建成，不仅整合
了泉垭村原先分散性种植户的资源，促
进了河道环境的改善，靓化了风景，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还调动群众参与村庄
建设的积极性。这看似不起眼的“野
草”，将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草”。

泉垭村泉垭村 种植石菖蒲 拓宽增收路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若男 叶雨阳）自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以来，丹凤县

竹林关镇南丈沟村深挖本地特色产业，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机制，探索出
黄姜、山茱萸等中药材种植致富路。

南丈沟村有 200 多户村民种植黄姜，种植面积达 1500 亩，每年黄姜的成
交数量可达 20 吨。“自种植黄姜以来，我家一年纯收入增加了 1 万多元。”村民
卢治民说道。

“为了科学种植黄姜，南丈沟村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到
村进行技术指导、入股资金，共同参与到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真正把财富密码
握在自己的手中。”南丈沟村党支部书记王竹社介绍道。

南丈沟村现有黄姜 1500 亩，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对黄姜产业推出补贴政
策，对于当年新发展的黄姜产业实行以奖代补，每亩地补贴 500 元，使小黄姜
变成黄金产业，村民钱袋子也逐渐鼓了起来，日子越来越甜。

南丈沟村南丈沟村

小黄姜成为增收“软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