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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工业经济承压前行，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
管，紧锣密鼓抓运行、强调度、优服务、解难
题、促生产，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取得
了积极成效。

运行好转

我市充分发挥市工业稳增长专班作用，
强化“企业纾困，县区包抓，监测预警，跟踪
调度”四项机制，精准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
运行实现好转。

增加值增速小幅回升。1 至 6 月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13.3%，比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6 月当月工业总产值增速环比
提高 12.4 个百分点；1 至 6 月工业总产值增
速同比下降 10%，比上月回升了 1.2 个百分
点。规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工业运
行稳中有升。

企业生产逐步恢复。1 至 6 月，在库规

上企业 338 家，报数企业 318 家，累计增速
为正的企业 186 家，比上月增加 5 家。上
月增速为负的 92 家企业中，39 家实现 6 月
当月转正。上月停产的 47 家有 5 家企业复
工复产。

支柱产业全面回升。1 至 6 月，三大支
柱产业总产值降幅较上月收窄 2.8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22.6%，其中现代材料同比增
幅由负转正，环比增长 24.9%；现代医药同
比增速与上月持平，环比增长 14.6%；绿色
食品同比增长 5.4%，环比增长 18.2%。

农副食品加工业贡献较大。31 个大类
行业中，16 个行业总产值实现增长。产值
占比排名前七的行业总产值增速四升三降，
占比较高的四大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和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值同比增长，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
值较上年同期下降。

仍需努力

受市场需求收缩、价格持续回落等因素
影响，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存在一
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重点企业拉动作用减缓。1 至 6 月，全
市 50 户重点监测企业中有 22 户增速下降，
8 户企业负增长超过 50%，山阳必康公司受
集团影响导致停产，产值增速下降 27.8%；

洛南环亚源因融资困难，流动资金短缺，累
计增速同比下降 78.9%；由于前期清库存，
加上电解液价格降幅达到近 70%，商洛比
亚迪产值同比下降 26.4%；柞水融欣矿业公
司总产值同比下降 76.1%，金正矿业产值同
比下降 45.7%。

小微企业增长乏力。1 至 6 月，全市共
有小微企业 295 家，占规上工业企业的比
重达 93%，其中 168 家正增长、88 家负增
长、39 家停产，小微企业总产值增速同比
下降 7.3%。

主要产品价格下降。全市八大主要工
业产品六降二升，锌业公司清理库存，硫酸
价格跌至 0元，降幅 100%，锌、五氧化二钒、
水泥、太阳能电池、铁精矿平均价格同比下
降 15.22%、9.57%、6.67%、6.67%、1.52%。
部分企业产品产量增加，但由于产品价格降
幅大，导致产值下降，如：1-6月商洛比亚迪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为 8.5 万千瓦，
是上年同期的 3.8 倍，但因电解液出货价格
由去年年初的 120 万元/吨降低至 40 万元/
吨，导致产值下降。

企业盈利能力减弱。1 至 5 月，全部规
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22.7 亿元，同比
下降 12.4%，四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合计增长 4.1%，在
库的 318 户企业中，169 家企业营业利润为
负，企业盈利能力减弱。

提质增效

精准施策稳基础。应加强对全市减产
企业和负增长的走访调研，摸清企业存在问
题和诉求，及时化解重点企业和负增长企业
生产经营难题，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惠企纾
困等政策，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产销
衔接，尽快帮助企业盘活资金，扭转减产态
势，促进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聚焦重点增动力。加大重点企业的预
警监测，逐户研判，及时掌握重点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强化要素保障，着力解决项
目申报、减税降费、用地、用工等企业急难愁
盼问题，盘活存量。积极主动为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搭建平台，推动上下游产品、服务、
技术、人才互通。对市场订单暂时面临困难
企业，强化跟踪服务，引导企业进一步把准
市场定位，加大技改力度，提升产品竞争力。

凝聚合力提效益。针对当前市场需求
不足，企业效益低下，生产成本加大，部分企
业经营困难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政府各部
门要把稳企业政策用活用尽；另一方面，工
业企业要加大技改投资，引进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
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技术水平提升，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双向发力，共
同努力实现工业经济不断向好。

添油加力蓄势积能 工业经济小幅回升
本报通讯员 益晓云 唐 琰 郝 烨

盛夏时节，商州区板桥镇下湾村
50 亩 油 葵 花 竞 相 绽 放 ，形 成 金 色 的
花海，在阳光照射下，犹如一幅巨大
的油画，成为城郊夏季新晋的“网红
打卡地”。

7 月 18 日，记者在下湾村油葵种
植园里看到，虽然气温很高，但游客热

情不减。游客侯女士说：“看到了朋友
圈发的视频，就专门打听地址赶来实
地看看。觉得离城区特别近，在这儿
拍照、拍短视频都很出片，会发到短视
频平台让更多人看到这里的美景。”

近年来，下湾村围绕农旅融合，因
地制宜发展“花海经济”，建设美丽乡

村 。 油 葵 亩 均 产 量 200 公 斤 、产 值
2000 元，种植油葵不仅增加了农民收
入，也美化了村容村貌。

下湾村党支部书记王红运说：“目
前，我们村种植油葵 50亩，促进了农旅
融合。油葵可以榨油，能持续增加群
众收入，给群众带来经济收益。”

“每月有 3500 元稳定收入，做梦都想
不到有这样的好事情。6 年多时间，都挣
了 20 多万元工资，日子越过越滋润！”6 月
10 日，在陕西千牛土地开发有限公司食用
菌大棚里，商州区杨斜镇黄柏岔村五组村
民李青锁打开了话匣子。

李青锁的生活变迁，得益于商州区食
用菌产业的扩张。

今年 63 岁的李青锁，曾经任村干部 10
多年，因换届选举年龄原因，退出村干部岗
位。2017 年，陕西千牛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在杨斜镇月亮湾村建立食用菌生产基地
后，他就被公司聘为生产厂长，负责香菇制
袋、点种、养菌、栽培、采收等日常管理。

据介绍，陕西千牛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致力于打造陕南食用菌全产业链，以木耳、
平菇、香菇产业为主线，年种植规模 150 万
袋。公司建成了食用菌自动化装袋、温室
养菌和香菇的冷藏、加工、包装等项目，各
项配套设施已完善，运行正常，生产初具规
模，经营管理技术基本成熟，产品远销西
安、郑州和银川等大中城市，年产值超过
2000 万元。

“我们公司秉承‘发展产业、联农带农’
的宗旨，带动黄柏岔村、月亮湾村、秦华村
和海棠岔村 429 户脱贫户，年分红 86.87 万
元，户均年分红 2000 元。”陕西千牛土地开
发有限公司王锋说，“公司流转土地 200
亩，为当地 126 名脱贫劳动力提供长期就
业岗位，年支付劳务工资 97.75 万元，人均
务工年收入 7700 元。”

发展现代农业，杨斜镇走出了一步“先
手棋”。早在 2015 年，商洛市盛泽农林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食用菌产业为主线，流
转土地 120 亩，建成标准化示范大棚 150
多个，利用废菌棒循环利用技术，建立集食
用菌大棚、移动果园、立体蔬菜种植的果、
蔬、菌循环农业种植示范园区，并成功创建
了“商洛蓝”品牌。

在该基地，一条绿色篱笆通道两旁，
各种鲜花争奇斗艳，杏树、樱桃树、苹果树
相间栽植。刚采收完羊肚菌的大棚里，工
人 正 在 为 倒 茬 的 设 施 蔬 菜 除 草 施 肥 ，黄
瓜、西红柿、莲花白、圣女果等时令蔬菜枝
繁叶茂……

人闲地不闲，产业轮番转。盛泽农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长张亚莉说：“今年示
范园生产香菇 50 万袋、羊肚菌 30 万袋、木
耳 10 万袋、灵芝 8000 袋。种植苹果、樱
桃、葡萄、冬枣、杏子等移动果树 3 万株，种
植有机蔬菜 50 亩。”

不 只 是 杨 斜 镇 食 用 菌 独 树 一 帜 ，商
州区牧护关镇的食用菌已经发展成为全
镇主导产业。目前，西沟、香铺、秦茂、秦
关、秦岭、秦政 6 个村已发展平菇、香菇、
木 耳 等 食 用 菌 1200 亩 。 食 用 菌 园 区 培
育经营主体 20 家，带动种植户 70 多家发
展产业，吸引浙江、河南等 16 家外地客商
投资发展。

产业振兴，为农民幸福加码，群众除
了流转土地外，还能通过就近就地转移就
业赚钱。

“我们家门口就有工厂，务工照顾老人
和孩子很方便，一天还能挣 100 多元呢。”
在商州区恒兴圆农业能源科技公司食用菌
基地封装车间，牧护关镇秦岭村三组村民
陈媛媛高兴地说。

在牧护关镇香铺村，只见一河两岸的
田块里，钢构大棚鳞次栉比，村民们忙活着

打孔点种、菌袋上架、喷水加湿，一派欣欣
向荣的新气象。

牧护关镇党委书记郭利军说：“灾后
重建以来，由镇党委、政府牵头组织新建
的大棚，采取村集体经济自主经营、企业
和合作社租赁经营、农户承包经营等灵活
多样的经营模式，不断壮大食用菌产业根
基，力促村集体经济积累更加殷实，农民
收入持续增加。”

近年来，商州区稳步推进食用菌产业
发展，种植规模逐年扩大，培育品种日益
丰富。全区食用菌种类由最初的香菇、平
菇，扩展到如今的木耳、杏鲍菇、白玉菇、
绣球菌、真姬菇、茶树菇、竹笋菇等 10 多
个种类。

“ 目 前 ，商 州 区 共 发 展 食 用 菌 1 亿 多
袋，年产值 10 亿元，食用菌产品附加值持
续提高，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群众收益成倍
增长。为了减少食用菌废旧菌袋对环境的
污染，我区已在大荆镇、北宽坪镇、腰市镇
新建了 4 家废旧菌袋回收加工企业，利用
废旧菌袋生产有机肥，实现了变废为宝。”
商州区乡村振兴局局长彭志华说。

产 业 振 兴 ：为 农 民 群 众 幸 福 加 码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初夏时节，马铃薯成熟。在
商洛的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忙着
采挖、分装马铃薯，人工、机械协
同作战，一派繁忙景象。

在 镇 安 县 云 盖 寺 镇 黑 窑 沟
村，村民程志富正在地里采收马
铃薯，脸上溢满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的洋芋丰收了，一窝能
挖出 10 多个，化肥、种子全部是
国家给的，一亩地产 3000 多斤。”
程志富笑着说。

近年来，镇安县加大耕地保
护力度，狠抓基本农田建设，积极
推广马铃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合理布局复合空间，扩大
复种指数，最大化利用水、肥等，
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了种
粮面积和产量“双增”，确保了粮
食安全。

镇安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农艺师范成博说：“我们县大力
推广马铃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通过领导挂帅、抓点
示范、立牌公示、培训到田等措
施，建成‘薯-玉-豆’带状复种
示 范 点 5 处 1000 亩 ，辐 射 带 动
马铃薯生产 11.75 万亩。马铃薯
收获后，村民抢种大豆，又增加
大豆油料种植面积。”

在洛南县石坡镇王村，马铃
薯在收获机的翻土下，一个个露
出地面，村民们拿着农用网袋和
竹笼分拣马铃薯。

“今年王村流转土地 400 多
亩，主要发展马铃薯，亩产能达到
4000 斤左右，亩产值 4000 元左
右。”洛南县石坡镇王村党支部书
记郭百锁说。

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两
藏 ”战 略 ，狠 抓 耕 地 与 种 子“ 两
个要害”，坚持“一保两增”，守
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各县区
大 力 推 广“ 脱 毒 种 薯 、规 范 间
套 、地 膜 覆 盖 、配 方 施 肥 、病 虫
害绿色防控、机播机收”等马铃薯高产高效增产技术；强
化技术培训、农资保障、质量监管、防灾减灾，全市马铃
薯喜获丰收。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拴曹说：“据我们对 23 个
点测产，自然面积亩产达到 1611 公斤。另外是实行马
铃薯玉米间套，马铃薯收获以后，复合种植大豆，实现
一年三茬收获，增加产值，增加收益。今年全市种植马
铃 薯 45.41 万 亩 ，总 产 可 以 达 到 53.4 万 吨 ，实 现 产 值
10.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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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夏 时 节 ，走 进 商 南 县 十 里 坪 镇 十 里 坪 社 区 下 湾
组 ，在 商 洛 市 沃 达 宝 盛 生 态 养 殖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绵
羊 养 殖 基 地 ，72 岁 的 胡 从 银 把 一 车 草 料 倒 进 羊 槽 里 ，
一 时 羊 叫 声 、吆 喝 声 在 羊 圈 里 交 织 成 了 一 支 别 样 的

“牧羊曲”。
“基地面积有 1000 多平方米，其中建设标准化圈舍

700 平方米，改造储藏室 130 平方米，饲料间、库房 160 平
方米。现存栏绵羊 200 多只，品种有湖羊、豆柏羊；有山羊
20 只，全部入栏饲喂。”基地负责人张军说起基地卫生清
理、日常巡圈、科学防疫等头头是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年年初，由村“两委”
负责人带队前往河南、山西、山东进行考察，通过深入分
析和市场调查，集中采购回绵羊 200 只、山羊 20 只。为
了进一步提高产业效能，采取村集体托管合作社经营的
方式，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以及畜牧技术员的指导
和帮助下，目前合作社已经步入正轨，积极发展绵羊养
殖产业。

养羊业属于节粮型畜牧业，近年来，受市场拉动，养羊
业迅速发展。养殖绵羊的饲养方法相对简单，饲养成本相
对较低，绵羊生长相对快，繁殖也快。同时，可有效利用农
作物秸秆，变废为宝，降低养殖成本。羊粪还是天然有机肥
料，将其还田，可为土壤良性循环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改良
引进新品种，进行规模性圈养，既能提高群众收入，又不会
破坏山林、土地资源。

“该基地建成后，预计年出栏绵羊 150 只，按市场价每
只羊 3000 元计算，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45 万元，利润达
15.5万元。我们通过土地流转、直接带动、吸纳就业和收益
分配等方式带动 29 户 108 人，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6
万元以上。”十里坪社区党支部书记曹宗仁说。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发挥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建成商南最大的绵羊养殖农业现代产业园。通过‘合作
社＋农户+公司’模式，打造集产、加、销、种源供应与技术
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加大政策鼓励引导、完善科技服务体
系等措施，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养殖，有效降低生产
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持续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十里坪镇
党委书记王斌说。

增收有良方 养殖致富羊
本报通讯员 张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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