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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初 秋 时 节 ，在 丹 凤 县 商 镇 黑 沟 河
村，灰瓦白墙、茂林修竹随处可见，大片
大片的果园掩映在青山之间，树叶在微
风的轻拂下微微晃动，随风而来的是悠
悠的果香。

很难想象在几年之前，黑沟河村里
危旧土房、废弃圈舍、残垣断壁随处可
见，居民散落在沟沟岔岔，生活垃圾乱
扔，年青人严重流失。乡村到底该往何
处去？村党支部书记叶召辉常常思考。
针对人居环境脏乱差、村容村貌亟待改
善的问题，黑沟河村按照“一拆两清三改
四提升五建园”标准，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加强乡村道路、公厕等基础设施建
设，拆除长久无人使用的废旧建筑，清理

“三堆六乱”、生活垃圾，改造民居、厕所、
庭院、柴草棚等。“前几年，村里的路坑坑
洼洼，两旁杂草丛生，我们出行不方便，

垃圾也随处可见。现在，村里的道路拓
宽了，环境得到改善了，我们生活得更舒
适了。”村民叶军芳笑着说。

考 虑 到 村 里 年 轻 人 大 多 外 出 务
工 、党 员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发 挥 得 不 好
等 问 题 ，黑 沟 河 村 党 支 部 积 极 发 展 后
备 力 量 ，鼓 励 技 术 能 人 向 党 组 织 靠
拢 。“ 以 前 村 党 支 部 队 伍 平 均 年 龄 偏
大，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培养了一批
有 干 劲 的 后 备 干 部 ，把 致 富 带 头 人 吸
纳 到 党 员 队 伍 中 ，极 大 增 强 了 队 伍 的
活力。”叶召辉介绍。

黑沟河村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
光照强烈，降水丰沛，无季节性缺水现
象，少自然灾害，适于水杂果种植。在黑
沟河村一直有村民在自家地里种植水杂
果，但由于技术有限，缺乏专人指导，收
成一直不太好。

村民叶宪军指着一串深紫色的葡
萄说：“我们好几代人都种葡萄，但是以
前我们都是各种各的，不懂怎么提高产
量和质量。现在有了村集体经济，大家
一起种、一起卖，不但种葡萄，还种樱桃
和桃子，还有专家教我们怎么把这些水
杂果种得更好，我们现在的日子是越过
越富啦！”

近年来，黑沟河村抢抓乡村振兴机
遇，以“果香田园”为目标，大力发展水杂
果产业，探索“党支部+农户+基地”模
式，种植水杂果等经济作物，不断提振群
众增收致富信心，将水杂果变成“金疙
瘩”。通过大抓产业，目前全村水杂果种
植面积 1800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一半
以上，年产量 1600 吨，带动群众年人均
增收 6000元左右。

为提高品质、打出品牌，黑沟河村建

立可容纳 50 人学习的“人才驿站”，定期
邀请农技专家到村开展水杂果管理技术
培训，把学校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培养现
代型的高素质农民。在丹凤县招商服务
中心的帮助下，完成“樱红商山”和“商山
垂珠”两个自主绿色品牌商标的认定，把
黑沟河村水杂果的名气变成响当当的品
牌，实现了从传统的零散销售向线上“一
体化”销售的转变。

包村干部陈忠英说：“以前群众肩挑
背扛，走山阳、下商南，路途遥远。现在
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大家一起找销路，把
农产品做出品牌，打造生态采摘游新模
式，群众再也不用自己走远路把水杂果
拿去卖了。现在我们的葡萄已经成熟，
欢迎大家来买我们的葡萄，也欢迎广大
游客来我们村采摘游玩，让黑沟河村的
果香飘得更远。”

黑沟河村黑沟河村 水杂果变成“金疙瘩”
本报通讯员 辛 妍

本报讯 （通讯员 夏泽梅 阎隆昭）近年来，镇安县月
河镇罗家营村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加大板栗产业扶持力度，
积极做大做强。目前，全村 5000亩板栗丰收在望。

走进罗家营村，大山环绕的小山村风景秀丽，环境清新，
连绵起伏的山峦，映衬着蓝天白云，仿佛世外桃源，清新幽
静。村子两侧山坡上，板栗树果实累累，漫山遍野；栗蓬挂满
枝头，压弯了枝条。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远远望
去，一幅喜人的丰收图画尽收眼底。

近年来，罗家营村“两委”班子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
过党员干部牵头，带动群众积极参与，针对老品种板栗树结果
品质低、采摘难等问题，邀请专家和种植能手就板栗树的病虫
害防治、施肥管理、扩塘松土等问题进行指导，不断提升板栗
品质。同时，依托当地专业合作社，发动板栗种植大户将原来
零散的土地进行集中规划，方便农户采摘和管理，实现抱团发
展，有效增加了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

罗家营村党支部书记刘建东说：“我们村依托旬河水
乡农旅融合产业园建设，打造了千亩板栗，目前板栗长势
喜人，预计还有一个月成熟，板栗上市后可实现农户户均
增收 4000 多元。”

罗家营村罗家营村
5000亩板栗丰收在望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鑫 贾欢欢）今年以来，丹凤县
竹林关镇积极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走进竹林关
镇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田间的玉米与大豆相互
偎依，成了“黄金搭档”。玉米大豆长势诱人，连片的玉米葱绿
喜人，套种的大豆也已经开始结果，丰收在望。

竹 林 关 镇 将 技 术 指 导 送 至 田 间 地 头 ，宣 传 和 实 施 优
惠 政 策 ，积 极 落 实 玉 米 大 豆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2500 多 亩 ，打
造光明村和南院村两个百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点。示范点应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改单套单
等行距种植为宽窄行双套双带状种植、改稀植为密植，达
到玉米和大豆双丰收的目的。据了解，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可有效稳定种植效益，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
力，真正实现玉米、大豆高产稳产，实现“一地多收”，助农
增产增收。

近年来，竹林关镇通过撂荒地整治、政府购买发放玉
米大豆种子、耕作技术指导、购买农业保险、补贴种粮群众
等方式，在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的基础上，探索推广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套种模式，真正让种粮群众得到实惠，实
现增收。

竹林关镇竹林关镇

“一季双收”巧致富

“马上就要开始喂养秋蚕了，要抓紧
时间给小蚕共育室消毒，准备迎接‘客
人’的到来。”8 月 11 日，在镇安县达仁镇
丽光村小蚕共育室，蚕桑产业链党小组
组长胡书田正组织工人按照扫、洗、刮、
刷、消的步骤，对小蚕共育室进行消毒。

据丽光村党支部书记熊贤军介绍，
丽光村有桑园 2600 亩、养蚕工厂 36 处，
今年养蚕张数突破 1000 张，产值 220 万
多元。蚕桑产业已成为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之一。

“我们村蚕桑产业之所以能取得现
在 的 成 绩 ，最 关 键 的 就 是 党 组 织 的 引
领。”总结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熊贤军一语中的。

近年来，达仁镇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深入落实“党建领航·红印

栗乡”主题实践活动要求，创建实施“红色
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工程，将党组织建在特
色产业链上，实现组织跟着产业转，群众跟
着党员干，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不
断拓宽乡村振兴的“丝路”。

8 月 的 达 仁 镇 ，青 山 苍 翠 ，草 木 茂
盛。近日，在狮子口社区的茶产业示范
园里，勤劳的茶农们正拿着锄头躬身除
草，一派繁忙热闹景象。

“除草是茶园管护的重点工作，杂草

丛生会影响茶树生长，采用人工除草虽
然耗时耗力，但避免了使用除草剂等农
药，而且通过除草积肥，变废为宝，保证
了茶园的绿色纯生态。”狮子口社区党支
部书记余银忠介绍说，“今年在茶园科管
上，我们利用政策扶持，建立茶产业党小
组，将‘田秀才’纳入科管服务队，在党小
组管理下以科管技术服务方式，开展茶
园科管，有效解决了没人管、不会管、管
不好等问题。”

按照“党支部+党小组+合作社+农
户”服务模式，构建党建联盟，将资源、力
量、服务整合起来，以“党建链”串起“产
业链”，将党组织与特色产业深度捆绑，
实现支部联盟、干群连心、产业共建，推
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全镇调整建立产业党组
织 35个，建立合作社 184个，培育产业基
地 8 个，茶桑两项农业特色产业综合产
值达 1.5亿多元。

达仁镇达仁镇 产 业 链 上 建 组 织
本报通讯员 邹大鹏

本报讯 （通讯员 罗英英）今
年以来，商州区三岔河镇以“三个年”
活动为抓手，采取“五抓五强”措施，
积极推动秦岭山水乡村及省级乡村
振兴示范镇建设再上新台阶。

抓 班 子 强 引 领 ，凝 聚 工 作 合
力。三岔河镇建立镇主要领导牵头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包村领导重点
抓、村级班子带头抓的责任体系，细
化分解工作任务，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落实落地。结合干部作风能力提
升年活动，组织 40 多名镇村干部赴
柞水、洛南、南京等地进行学习，开
展专题培训、擂台赛等活动 6 场次；
结合“三联三促”活动，推行镇村联
建、村村联建工作模式，实行党员责
任区域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开展“牢记嘱托感党恩 乡村振
兴 我 先 行 ”等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15 场
次，形成党员主动争先、群众积极参
与的良好局面。

抓项目强产业，夯实增收根基。
三岔河镇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围绕

“农旅樱谷·水美三岔河”，2023 年共
发展农业产业项目 24 个，投资 2.023
亿元；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传统樱桃产
业，实施樱桃梯次改造提升工程，种
植樱桃 1 万亩，其中坡塬樱桃 2050
亩、大田樱桃采摘园 6000 亩，建成樱
桃优质高产标准化示范园 4 个，发展
庭院樱桃 3100 户；通过能人带动、组
建合作社、集体经济入股分红等方
式，发展冷水鱼、食用菌、中华蜂、葫
芦等产业；发展民宿、农家乐 11 家，举
办樱花节、采摘节、摄影大赛等活动，
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形成了特
色产业示范带动项目建设的产业发
展格局。

抓 生 态 强 治 理 ，提 升 生 活 品
质。三岔河镇突出“望山、看水、记
乡愁”，坚持将基础整治和绿化美化
结合，推动从“一处美”向“一片美”

提升。实施三岔河流域水系连通工程，对河道进行清淤，
修建固床潜坝 8 个，栽植柳树 800 株，对沿岸河堤进行绿
化 ；打 造 门 户 区 、三 星 电 影 广 场 等 5 个 景 观 节 点 ，对 沿 线
800 多户民居风貌及庭院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建成 11 个地
埋式污水处理站，修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热解气化厂，
投用后日处理垃圾可达 10 吨；扎实开展“两改”工作，完成
248 户土坯房改造，打造 12 户集中抗震农房示范点，改建

“三格式”卫生厕所 1450 座，灯塔村等公路沿线的 7 个公厕
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实行见缝插针式植绿栽花，实现
整条沟峪的生态治理及绿化美化。

抓选树强素质，厚植文明乡风。三岔河镇持续开展道德
模范评选、好人推荐、文明志愿服务等活动，评选“文明家庭”
16 户，表彰各类先进典型 135 人、“五美庭院”55 个，开展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3 次；举办乡村大舞台、戏曲大舞台、广场
舞比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特
殊困难群众关爱服务行动，建立关爱帮扶机制，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着力改善乡风民风。

抓机制强保障，巩固创建成果。三岔河镇指导各村建
立健全日常保洁、公共设施维护、垃圾收集等制度，推行环
境卫生网格化管理和环境保护“门前三包”制度，建立村规
民约约束、“红黑榜”正反激励等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局
面；对标省级创建考核指标，制定镇村秦岭山水乡村及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镇考核评分细则，实行“周调度、月督查、季评
比、年考核”，轮流对各村进行督查，累计印发督查通报 7 期，
限期整改并定期进行“回头看”，倒逼各项工作落实，不断巩
固提升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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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在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
村的陈伟中药材合作社，十几名钟点工
正忙着给牡丹根刮皮、抽“筋”、晾晒、装
车，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在家闲着也没事，刮丹皮的速
度也不比别人慢，一天有 150 块钱的收
入，中午还管一顿饭，知足了。”临时工
吴泽华说。

“我今年都 70 岁了，家里种了 6亩牡
丹，总算等来了采收的季节，前前后后忙
活了整整半个月，共收获 2000 公斤丹

皮，卖给村里的中药材合作社，每公斤 8
元，收入 1.6 万元。”来自黑沟村大沟脑组
的陈义军乐呵呵地说。

据悉，牡丹根经过去内茎留皮后，
再 经 过 烘 干 ，就 是 牡 丹 皮 ，俗 称“ 丹
皮”。牡丹花开年年有，丹皮却需要岁
月的沉淀。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陈伟说，今年牡丹皮的价格高，已经达
到每公斤 8 元，与去年相比翻了一番，目
前合作社收购的牡丹根主要来自本村

的种植户，全村种植牡丹 200 多亩。“今
年预计收购 10 万公斤牡丹根，目前已收
购了 5 万公斤，随着近期的持续收购，完
全能够顺利完成今年的目标，这些丹皮
的归宿是陕西西安、安徽亳州的药材市
场 。 届 时 可 带 动 30 户 户 均 增 加 收 入
4000 元左右。”

近年来，黑沟村大胆尝试，因地制宜
探索种植道地中药材。经过 3 年的发
展，目前该村已形成 300 多亩集种植白
及、苍术、射干、黄精、连翘、天麻等各类
中药材于一体的种植基地。

黑沟村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特

色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吸纳 20
户脱贫户以土地为资本入股合作社种植
中 药 材 ，年 底 不 仅 有 租 金 收 入 还 可 分
红。同时，还为愿意在合作社打工的脱
贫户提供就业岗位，形成“分红+务工”的
收入模式，在带动困难户增收致富的同
时，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在黑沟村，80%的农户都从事中药
材种植，形成了村特色产业，助推了村民
增收。中药材种植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大
产业，越来越多的群众依靠这种模式鼓
起了“钱袋子”，为助力乡村振兴开出了

“金药方”。

黑沟村黑沟村 种下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本报通讯员 张 英

近年来，商南县富水镇立足当地茶产业优势，通过深化农旅、文旅、康旅融合，延伸茶产业链条，做
大做强茶产业经济，聚力打造陕南规模最大的集生态、生产、加工、观光、体验、销售、旅游、康养于一体
的茶旅康养融合示范园。图为富水镇油坊岭村高标准生态茶园基地。 （本报通讯员 周衍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