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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今年连翘喜获丰收，我和妻子每天清
早上山采摘连翘，一天能摘 20 多公斤，收
入 800多元，20多天时间采收连翘 430公
斤，收入2万多元，山上还没有摘完，预计这
季连翘收入在3万多元。”近日，柞水县红岩
寺镇本地湾村村民倪书忠高兴地说。

连日来，红岩寺镇 400多名男女劳力
上山采摘连翘，每天人均收入三四百元，
青壮年劳力和手脚麻利的每天可采收连
翘 15 公斤，收入近 700 元，小连翘真正成
为山里人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红岩寺镇地处深山、沟壑纵横、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连翘生长，这里无
工厂、无污染、生态环境好，出产的连翘颗
粒饱满、色泽亮、药效高，吸引连花清瘟等
省内外制药厂和客户前来驻点收购，许多
小商小贩骑着摩托车进山采收，村民采摘
连翘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种植大户谭家贵这几天忙得不可开
交，他的 500 多亩高山、高寒纯野生连翘
已开始采摘，每天既要组织 20 多名留守
妇女上山采摘连翘，又要和厂家洽谈出售
价格，可心里美滋滋的。

“没有想到连翘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鲜连翘每公斤比去年高 14 元，多家制药
厂和新老客户住在家里收购，我的连翘预
计产量在 8.5 吨，按目前市场价格收入可
达 40万元。”谭家贵乐呵呵地说。

在红岩寺镇，今年连翘收入 1 万元以
上的有 40 多户，汪义泽每天和老伴上山
采摘野生连翘，收入 1.5 万元；汪义权在
外务工，专门回来采收连翘，20 多天收入
1.6 万元；汪义深、蔡克富、谭道斌等 10 多
户村民依靠连翘收入在 3万元以上。

近年来，红岩寺镇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

全 镇 中 药 材 资 源 丰 富 ，野 生 连 翘 产 量
大 、质 量 优 、药 效 高 、市 场 前 景 好 的 实
际 ，打 造“ 一 村 一 品 ”主 导 产 业 和 乡 村
振 兴 支 柱 产 业 ，规 范 野 生 连 翘 采 摘 制
度 ，严 禁 连 翘 采 青 ，强 化 措 施 ，细 化 责
任，扎实做好原生态连翘的管理，把连
翘 产 业 作 为 群 众 增 收 的 长 期 主 导 产
业，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通过几届镇村干部的努力，红岩寺镇
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据悉，全镇
今年预计收获鲜连翘 110 多吨，收入 500
多万元，户均增收 1000多元。

连 翘 托 起 致 富 梦连 翘 托 起 致 富 梦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南晓文

炎炎夏日，在商南县青山镇花
园村生态采摘园，一排排黄瓜、辣
椒、豆角鲜嫩欲滴；一行行圣女果如
同一颗颗小灯笼，色泽红艳、形态娇
俏，咬上一口，香甜爆浆，让人赞不
绝口。置身其中，浓郁的瓜果香让
人垂涎三尺、流连忘返，吸引了大批
的游客前来采摘尝鲜、打卡拍照。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采摘
了。”来自县城的游客李先生高兴
地说，“这里距离县城特别近，开车
十来分钟就到了，非常方便。这次
恰逢孩子放暑假了，我带着他们一
起来，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又能
吃上新鲜健康的瓜果，孩子们都可
高兴了，老板人也特别好，价格非
常实惠，我们摘了这么多只用付几
十块钱。”

种植户韩爱明说：“大棚内种植
的瓜果均选用生态发酵有机肥为底
肥，按照无公害标准管理，生长过程
中不喷洒一滴农药，让游客们吃上
健康、安全、绿色、放心的瓜果。今
年雨水充沛，日照充足，瓜果长势都
非常好，6 亩采摘园迎来了大丰收，
预计可收入 8万多元。”

近年来，青山镇以全市打造中
国康养之都为契机，围绕“生态青
山·康旅小镇”发展定位，紧盯政策
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茶菌果”和

“康养游”，依托镇域青山绿水生态
优势、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劳力富集

人力优势，着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积极打造“农业+文化+旅
游”多元融合业态，先后建成了集生态采摘、休闲垂钓、观光旅
游、特色民宿、养生餐饮于一体的康养产业体系，不仅吸引了周
边县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体验田园生活，还有效盘活了农村资
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康养饭”、发上“绿色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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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寇鑫 南星）去年以来，洛
南县城关街道罗坡村以“党员驻村兴农”和“头雁带
富领飞”为抓手，建强党支部堡垒，推行“四治融
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动产业发展，倾力打
造美丽乡村。

该村坚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突出“双好双
强”，坚持从优秀村干部、现任村“两委”干部、“四类
人员”中选拔、留任、推荐干部，产生了新一届村“两
委”干部 6 人，平均年龄 41 岁，均为高中以上学历；
按照“驻村兴农、带富领飞、评优树模、考核激励、分
红提成、推荐重用”的工作思路和干部管理机制，制
定“七当七不当”村规民约实施细则，建立农户家庭
文明诚信档案，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模范家

庭”评比活动，每季度召开道德评议会进行评议打
分，将评议结果在“红黑榜”上进行张榜公示，激励村
民模范遵守村规民约，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兴、
环境卫生整治、社会治理等事务的积极性；依托地域
优势，确定发展连翘产业，分两年完成了 1700亩的
栽植任务；将符合退耕条件的 700亩林地申报了退
耕还林项目，让群众增收100多万元；林下套种天麻
5000 多窝，栽植猪苓 3.5 万窝；开展旧宅基地腾退
项目，为集体经济增收施工费60多万元。

罗坡村 党建引领激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水平）今年以来，丹凤县
土门镇八十河村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以打造党支
部特色工作品牌为目标，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积极打造“四色”党建品牌，通过组织建设，产业
发展，绿色生态，基层治理，全力打造和美乡村。

八十河村将红色党建作为强基固本、加强组织
自身建设的根本，聚焦省委“三个年”、全县“五大活
动”，对标“六星”党支部要求，细化镇村干部、驻村
工作队职责及分工，实施挂图作战、清单式推进；制
定《八十河村乡村振兴规划》，确定“一心一轴三片
区”的发展布局；落实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抓党建联
系点、村支部书记领办党建硬事实事制度，结合干
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推行周清单交办、月调度
研判制度，促干部作风转变、能力提升。

八十河村坚持“金色”党建，围绕“党建强产业，
产业带民富”的理念，立足资源禀赋，抓特色产业发
展，为群众致富奠定基础，在巩固提升原有传统产
业核桃、中药材、劳务输出、畜禽饲养的基础上，对
1600 多亩山茱萸、200 亩大樱桃、315 亩连翘等进
行科管，对樊家村农家乐、垂钓园、游泳池进行提升
改造；依托镇中药材产业联合党委、中药材育苗基
地指导，将全村 16名药材发展好的党员组织起来，
组建党小组，示范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 200 多亩；
发挥村级劳务工作站作用，突出技能培训、劳务推
介和能人带动等服务，组织技术、技能培训 2 场次，

培训群众 100 多人次，全村劳务输出 852 人，转移
就业 423人。

八十河村坚持“绿色“党建，奏响生态和谐曲，不
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践行“两山”理念，抢抓
省级双储林建设机遇，流转林地958亩，栽种白皮松、
杜仲等苗木 2万多株；持续开展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按照“一拆两清三改四提升五建园”活动要求，整合镇
村组干部、党员群众和公益性岗位8人，划分网格23
个，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525户，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6
场次，拆除危旧房屋 3间、整治民居 20多户，治理墓
地 28处，栽种柏树、白皮松 425棵，村容村貌得到有
效改观；定期开展环境卫生评比活动，通过晒美亮丑
活动，教育引导群众增强环保意识，主动参与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签订三包责任书525份，发放宣传告知
书2000多份，配置设施50多个，动员群众1000多人
次，清运垃圾 0.3万吨、拆除圈舍 20多个。

八十河村坚持“蓝色”党建，培育文明乡风，不断
健全五级组织体系，实施网格化管理，提升基层治理
和乡风文明水平，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张喜才烈
士陵园等平台，挖掘培育爱国、孝亲先进典型，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引导群众尚德崇善；结合党建、综治及
清廉村居建设，持续完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机
制，组建五级党组织体系 1个、党员包抓网格 15个，
依托村组院落会、“乡音党课”等平台，组织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10多场次，引领群众崇尚文明新风。

八十河村八十河村 “四色”党建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近年来，山阳县城关街道
张垣村不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始终把村规民约、红白理事
会作为提升乡风文明、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充分调动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从思想上形成自觉、
制度上形成规范、风气上形成氛围，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在张垣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学经典等内容在村
民家的外墙上随处可见，书画室、阅览室、儿童活动室、村级
农民文化公园……多种多样的活动阵地与山水田园融为一
体。“过去农村健身娱乐设施相对匮乏，村民的娱乐活动多
是打麻将、看电视……”村党支部书记张坤稳介绍，自从有
了这些文化阵地，村民们茶余饭后更多的是在广场锻炼，在
阅览室看书充电。

“张垣村，张垣规，广大村民齐发挥。爱集体，爱家庭，
村规民约记心里……”笔者在村中心广场旁看到，村规民约
醒目地立在一旁。“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经过无数次开会商
讨，一条一条地制定出了村上的村规民约。”张坤稳介绍，

“村规民约施行后，对村民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村上的义
务治安巡逻队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几十人，每天义务对村
里的治安、环境卫生等进行巡逻维护。

“过去按照老传统，60 岁生日宴怎么也要准备 30 多
桌，吃上一天的流水席，如今在村上红白理事会的提醒下，
村民不再大操大办，花费大大降低。”张坤稳说，红白理事会
在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将文明新风尚的种子深深地根植
在群众心里，简办红白喜事也成为越来越多村民的选择。

如今，张垣村里杂乱的违章建筑、废弃栏圈变成了精心
设计的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乡村舞台把一部部好戏

“送”到乡间、“种”进乡亲们心田；农家书屋以知识育民、惠
民、富民，丰富乡村文化“粮仓”；“文明家庭”“五美庭院”“好
公婆好媳妇”等评选让先进典型频频涌现，文明乡风不断焕
发新气象，文明新风尚正不断滋养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张垣村张垣村 文明乡风扑面来

盛夏时节，秦岭深处的商
州区三岔河镇万物丰茂，生机
勃勃。一大早，三岔河镇引龙
寺村村民徐五奎和妻子就带
着十几位乡亲上了山，来到他
的园子里采摘金银花。“我摘
的不是金银花，是金子和银子
啊！”徐五奎手里捏着两个花
苞，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我想我一定会在这块地里种
出些名堂的。”

引龙寺村位于秦岭脚下，
是三岔河镇最偏远的村子之
一 ，这 里 山 大 沟 深 、土 地 贫
瘠。为了发展产业带动乡亲
们增收致富，退休的老支书徐
五奎投资 8 万多元在山上种植
了近 20 亩金银花。

走 进 园 子 ，金 银 花 正 静
静地开着，黄的似金，白的似
银，清新而淡雅，整个山谷里
氤氲着淡淡的花香。徐五奎
的妻子说：“这几年金银花市
场 前 景 好 ，这 是 我 女 儿 经 过
几 年 的 考 察 ，从 云 南 引 进 的
金 银 花 新 品 种 —— 滇 银 花 ，
相 比 本 地 品 种 来 说 ，具 有 抗
旱、耐寒、产量大、花蕾期长、
便于采摘的优点。”

金 银 花 性 甘 寒 气 芳 香 ，
甘 寒 清 热 而 不 伤 胃 ，芳 香 透
达又可祛邪，既能宣散风热，
还 善 清 解 血 毒 ，用 于 各 种 热
性病，如身热、发疹、发斑、热
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症，均效
果 显 著 。 金 银 花 种 植 效 益
佳，市场前景非常好。

徐五奎说：“从目前收成来看，今年应该能把本钱收回
来的，明年开始进入丰产期，每亩产花 400 至 500 公斤，按
照现在的收购价 20 块每公斤，一亩地年收益就在一万块
钱左右。我对这个新品种很有信心，它不像原来的老品
种，当天不采第二天就开了，这个品种花期长，能保持 15
到 25 天，可以连续丰产 15 年以上，施农家肥或者复合肥
都可以，管护也很简单。”

静静的山谷里不时传来大家爽朗的笑声，不一会他
们就摘了满满几大筐金银花。“村里的年轻人帮我拍了
视频发了抖音，上周收药材的人看到视频就来收购了，
干的一公斤能卖到 130 块钱哩。”徐五奎高兴地对笔者
说，“这几天花期比较集中，金银花一定要早上采摘，这
样药用价值会更高。”

老徐成功了，硬是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致富
花”。在引龙寺村，像徐五奎这样通过种植金银花等中药
材增收的农户还有很多。

近年来，商州区三岔河镇紧紧抓住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镇建设机遇，大力发展樱桃、养蜂、中药材等产业，全镇栽
植樱桃 1.1 万亩、中药材 1.1 万多亩，养蜂 5000 多箱，产业
兴旺起来了，群众的腰包鼓起来了，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三
岔河处处盛开着产业振兴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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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盈琳 赵 静）近年来，丹凤
县峦庄镇鼓励各村因地制宜挖掘资源，发展自主经营项
目，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昨天晚上
收到通知，要在雨天前采挖茯苓，多劳多得，按重量付人
工费，我今天能收入200多元，最后工资会打到我的惠民
一卡通上。”峦庄镇双坪村村民任大全笑着说。

7月 11日，双坪村收到次日有雨的气象预报
后，为防止已经成熟的茯苓腐烂，迅速组织13
名群众抢收茯苓。据了解，双坪村集体经
济发展茯苓4亩，共收获2000多公斤，
此前已提前联系好中药收购商，当天
全部售出，发放务工工资 2000 多
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万元。

“我们村集体经济还发展了
68 亩五味子，将带动本村村民
6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今年预
计将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10 万元
以上收入，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将
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20 万元以上收
入。”双坪村党支部书记孙继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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