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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坚持“一
县一区，一区多园”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服务体系、优化管理
体制、强化用地投资强度等措施，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资源
向园区倾斜，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商南县建立落实“园区搭平台、企业用人才、政府供服
务”机制，从政策配套、手续办理、招工培训、融资贷款等方
面，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支持建立和提升各类公共
服务体系功能，加强产品检测、信息服务、市场开拓、管理
咨询等公共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产品研发中心等各类创新载体落户园区。积极探索

“管委会+企业”管理模式，优化园区内部管理架构，合理配
置内设机构职能，推动由管委会独自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
和开发建设运营职能，转变为由管委会和园区公司共同承
担，实现“政府+市场”共治，形成资源统筹、管理统一、联动
发展的“一县一区，一区多园”发展格局。坚持“亩产论英
雄”，严格园区项目准入制度，择优选强项目；引导资源要
素向园区优势产业集中，聚集产业项目精准招商；全面清
理投资强度小、经济效益差以及不符合相关规划、安全生
产和绿色发展的停产企业、僵尸企业，提高土地资源利用
率，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商南加快县域园区提档升级

“ 这 棚 里 的 不 能 再 等 了 ，先 采
了。”眼下正值黑木耳收获季节，5
月 30 日一大早，商州区沙河子镇舒
杨村的阳光种养家庭农场木耳大棚
里，数十名务工群众穿梭其间，按照
木耳的长势情况，有序地采收、分
拣、晾晒，一派繁忙景象。

阳 光 种 养 家 庭 农 场 成 立 于
2017 年，经过快速发展，现有大棚
110 个、厂房 1200 平方米、冷库 960
立方米。近年来，该农场在香菇种
植的基础上，优选引进了黑木耳、玉
木耳和平菇种植，不断丰富食用菌
品种，特别是引进富硒食用菌种植
后，菌类产量、价格较之前分别提高
了 10%、20%以上。农场在进一步
优化升级中，初步形成了黑木耳、玉
木 耳 、香 菇 、平 菇 4 大 种 类 生 产 格
局。农场还购置了烘干机、剪菇机
等生产设备 18 台（套），配套建有仓
储保鲜、精选包装生产线。

“今年，在提升改造 30 多个大
棚的基础上，我们农场计划种植黑
木耳 40 万袋、香菇 30 万袋、平菇 30
万袋，预计年可实现产值 400 多万
元，可吸纳周边群众季节性进场务

工 60 多 人 ，其 中 常 年 务 工 30 多
人。”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经营者党红
指着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木耳说。

务工群众中，不时有行动不便
的残障人士在忙碌，李当盈便是其
中之一。说起在此务工，她感触颇
深：“我在阳光农场干了六七年，这
里的香菇、木耳发展一直都很好。
我的腿脚不利索，往远处去干活很
困难，我就近在这里务工，一天能挣
70 元，还挺不错。”

家庭农场是转变传统农业发展
方式、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
重要抓手，对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发展现代农业、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在沙河子镇党委、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阳光种养家庭农场
按照“农场+基地+农户”的模式，不
断吸纳周边群众务工，已带动沙河
子镇石窑子村 112 户群众（其中有
67 户残疾人）参与进来。截至 2022
年底，农场连续 6 年累计向入股群
众分红 117 万元，累计发放劳务费
48.9 万元，兑付土地流转费用 53.7
万元。该农场先后获得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全省最美示范家庭农场、省
级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等荣誉。党
红作为致富带头人，也当选为市、区
人大代表和工商联代表。

“这个叶子是甜的，你掐一点尝
尝。”食用菌大棚旁的芳香采摘园
里，不时闻到清香的气息，让人神清
气爽。在党红的介绍下，游客一边
欣赏芳香植物，一边动手采摘。这
些采下来的原材料既可以泡茶，又
能制成美味的佳肴。

“薄荷叶可以炒鸡蛋，其他芳香
植物可以做成各种菜品的配料，味
道都不错。”该农场厨师刘延涛说。

“富硒木耳是个宝，吃了让人身
体好。”像芳香采摘园一样，农场休闲
园里也非常热闹，游客一边纳凉、唱
歌跳舞，一边体验着丛林探险、围炉
煮茶等游玩项目，还编起了顺口溜。

“最近，我在抖音上刷到沙河子有
个农场，今天带着家人来采摘木耳、香
草。这里有水有桥，有烧烤和草坪，还
有休闲娱乐的地方，环境优雅，景色迷
人，大家没事，可以到这里来体验一番。”
和妻子一块前来游玩的游客刘侠灵说。

为推进产业升级，阳光种养家

庭 农 场 由 种 植 向 采 摘 、体 验 延
伸，新建了芳香植物种植园、
花 卉 培 植 园 、食 香 体 验 园 、
百味采摘园等农旅融合休
闲 项 目 ，实 现 农 场 变 景
区、产品变商品，有力
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阳
光种养家庭农场在持
续发展原有百万袋食用
菌产业、巩固提升省级残疾
人大学生见习基地的基础上，
流转了5亩土地，试种了从国外
引进的百里香、迷迭香、香茅等
30 多种芳香植物，并以此为契机，
成功开发了香草茶、调料包、足浴包
以及芳草型香皂等绿色产品，延伸了
农业产业链，全力打造集农场种植、
休闲娱乐、生活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
观光休闲农业产业。”党红说，“下一
步，阳光种养家庭农场还将依托现有
食用菌种植基础，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拓展二三产，开发特色菌汤料包
预制、品鉴体验以及香草鲜味饮品和
高端文创产业，并进一步发展订单农
业，走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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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为游客烧烤现场为游客烧烤

阳光种养家庭农场阳光种养家庭农场

游客采摘芳香植物游客采摘芳香植物

6月的山阳县户家塬镇，碧空如洗，花妍卉香。漫步在户
家塬镇户家塬社区，群山环绕，郁郁葱葱，清新的空气沁人心
脾，平坦干净的道路通村到户，白墙灰瓦的农家房屋错落有
致。不时有游人前往田间小径寻赏美景，在灵动的金钱河畔
望山看水，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

去年以来，山阳县户家塬镇抢抓国家支持欠发达革命老
区历史机遇，在省、市乡村振兴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成功入选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建设项目。户家塬镇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
设施、红色教育基地、就业创业与乡村人才振兴工程、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 5 大类 12 个项目建设，全镇呈现出一派产业兴
旺、幸福宜居、生态优美的美好景象。

做强特色产业做强特色产业 鼓起群众钱袋鼓起群众钱袋

户家塬镇位于金钱河畔，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产业发展
基础好，镇上的畜牧养殖、食用菌、中药材和林果种植产业已
成规模。近年来，该镇抢抓机遇，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大力实施低
产茶园改造项目。目前，户家塬镇已建设了 5000 亩红茶、黄
茶、白茶等高端茶园。

说起户家塬镇的茶叶发展，就要提及福建企业在桃园村
注册成立的陕西秦岭清雅茶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指导全镇 14
个村（社区）发展金牡丹、安吉奶白、黄金冠等高端茶叶种
植。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于 2021 年在户家塬镇考察
时发现，当地土壤成分适宜种植茶叶，并且有一定的缓坡地，
可种植茶叶的土地面积多，能够更好地促进茶树生长。恰逢
当时镇上大力发展茶产业并进行改良种植，公司与村集体企
业合作，共同参与茶叶种植。

现在，陕西秦岭清雅茶业有限公司投资茶叶改造提升项
目，将群众的边坡地流转后统一栽苗、管护，3 年后进入盛产
期，将茶园无偿归还农户，实行“改茶归农”经营模式，由农户

自主经营管护，公司回收新鲜茶叶。
50 岁的村民贠合进说：“我家 3口人参与栽苗、浇水一个

月，加上土地流转费，挣了 7000 多元，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
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户家塬镇大力推进“产业强镇”步伐，积极引导农户将土
地流转交由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效益。企
业按年度兑付农户“租金”，并在茶叶基地实施大豆套种，达
到“双收益”效果。采取“企业+基地+村集体+农户”模式，用
活联农带农机制，将全镇 3105 户 10763 人镶嵌在产业链上，
实现户均年增收 3500元以上。

“今年，我们将加快高端茶叶建园力度，目前正在实施建
园 1500亩，建设清洁化茶叶加工厂 3000平方米，计划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在全镇建成高端茶园 1 万亩，打造中国秦岭高
端黄茶种植示范基地，带动各村（社区）实现集体经济年增收
10 万元以上，参与茶叶种植群众年增收 8000 元以上。”户家
塬镇党委书记段宏文说。

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

山清水秀的户家塬镇位于山阳县西 20 公里处，与镇安、
柞水两县交界，土地宽广、水量充足，是金钱河生态旅游区核
心部位，曾因为交通不便，发展速度较慢。近年来，镇政府准
确定位，利用 G345 国道改造工程，持续完善周边道路设施，
不断增强后发优势。

户家塬镇依托 2022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
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结合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持续推进金钱河整流域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实施康岭村
委会至杨地镇合河公路建设工程，在桃园村、党家塬村、寺坡
村等 10 个村（社区）实施通村道路“白改黑”9.8 公里，修建产
业路 5 公里、串户路 12.4 公里，更换饮水管道 2500 米，新修
农户庭院水池 307 个；安装太阳能路灯 500 盏，购置四分法
垃圾箱 100 个、3 吨垃圾压缩车 2 辆、5 吨洒水车 2 辆、道路清
扫车 2 辆；新建旅游厕所 6 座、拆除及新建公共厕所 11 座、改
造农户厕所 659 座；建成高标准“口袋公园”3 个、文化广场 2
个，新修垃圾台 50 个；大力实施主街道改造提升，实施雨污
分流、主街改黑、步道改造、外围改造工程，铺设污水主管网
2676 米、支管网 600 米、入户排水管 2600 米，新建砖砌雨污
水检查井 45 座、单箅雨水口预制砼 40 座；整修路基、铺设沥
青路面 1.4 公里，翻新透水砖步行道 2.8 公里、配套铺设路沿
石 2.8公里，新建口袋公园 1个；清洗墙面 3万平方米，更换门
头 126个，安装双臂路灯 121盏，铺设路灯电缆 8000米，完成
光缆线路落地改造 5600米。

户家塬镇境内的 4A 级旅游景区天蓬山寨，是秦岭山中
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寨村落，20 公里峡谷幽深，瀑布
叠翠，秋季红叶遍山烂漫，有西北“小九寨”之美誉。腰坪水

库库区峰峦叠翠，景色宜人。金钱河漂流项目位于户家塬
镇核心区，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拉动旅游资源，
促进三产融合。

与户家塬镇交界的杨地镇 4A 级旅游景区月亮洞，是西
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溶洞，洞内石笋、石林、石幔千姿百
态，美不胜收。同时，户家塬也是商洛旅游南环线重要节点，
以户家塬镇为核心向外延伸 50 公里，有木王森林公园、柞水
溶洞、牛背梁景区、法官秦岭原乡、漫川古镇、天竺山、袁家沟
红色旅游基地等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景点，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传承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 推动人才振兴推动人才振兴

2022 年以来，户家塬镇积极挖掘和传承红色文化，对全
镇革命旧址、遗址进行全面调查、普查，摸清红色文化遗存情
况，加快实施修缮和保护工作。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实施党家塬村占地 200 平方米苏维
埃政府“五圣宫”革命旧址修缮项目，传承红色基因，追寻英
雄脚步，开展红色教育，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利用天蓬山寨、
月亮洞国家 4A 级景区等周边旅游资源，发展餐饮、购物、田
园观光等旅游服务业，推动产旅融合发展。

该镇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新建茶叶电商中心、直播间
230 平方米，配套建设电商中心停车场及道路 1200 平方米；
新建茶叶加工厂、茶叶技能培训中心、展厅 3000 平方米，配
套建设毛石护坡挡墙 1000 立方米、不锈钢护栏 300 米，有力
推进就业创业与乡村人才振兴工程。

“我个人种植茶园 120 亩，已经到茶树生长的第二年，明
年就可以采摘茶叶了。”茶叶种植大户毛加和告诉记者，他是
2000 年在延坪镇买了一些茶叶籽进行试种后开始尝试种植
茶树的，原先的茶树由于产量低，近年来已经被他换种，当前
新种的茶苗长势喜人，明年可以进行小范围采摘。茶园的日
常管理也可以吸纳周边劳动力，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

段宏文告诉记者，下一步户家塬镇将加大产业投入力
度，以实训基地为基础，以农民科技培训为中心，联合培养
农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分层次开展农业技术培
训，计划两年内培育“领头雁”“田秀才”“土专家”100 人以
上，带动当地群众 3000 人以上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
增收 5000 元以上。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
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的有力有效落地，书
写了户家塬镇乡村振兴新画卷。下一步，户家塬镇将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带领全镇
广大干部群众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聚焦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多措并举，全面
发力，奋力谱写户家塬镇新时代美丽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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