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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走进柞水县杏坪镇
中 台 村 石 家 山 ，“ 云 蒙 茶 山 、云 蒙
山茶”八个苍劲大字映入眼帘，蓝
天 青 山 与 茶 厂 交 相 辉 映 ，一 行 行
茶树在微风中摇曳。

柞水县杏坪镇中台村地处秦
岭 腹 地 ，为 了 摆 脱 经 济 发 展 滞 后
的现状，在苏陕协作的帮扶下，石
家山、张氏沟、吴家湾、左家坡、八
台坡等 5 个片区的 2500 亩土地示
范 种 植 7 个 优 质 茶 树 品 种 ，新 建
标准化茶叶加工厂 1570 平方米、
产业路 3.6 公里，建成柞水县唯一
的绿色茶叶示范基地。茶产业带
来 的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和 生 态
效 益 日 益 凸 显 ，已 然 成 为 中 台 村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随 着 茶 园 规 模 的 不 断 扩 大 ，
日常管理成了中台村面临的一个
首 要 问 题 。 如 何 管 理 这 些 茶 园 ？
谁来管理？如何处理集体和大家
的 收 益 ？ 面 对 这 些 问 题 ，经 过 镇
村 干 部 多 次 讨 论 商 议 ，中 台 村 决
定成立股份制的村级集体企业。

“ 村 里 成 立 公 司 的 想 法 主 要
源 于 去 江 苏 学 习 制 茶 ，南 京 等 地
的 茶 园 管 理 者 和 制 茶 专 家 们 说
茶 园 是 一 个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也
是 一 个 需 要 专 业 队 伍 精 心 管 理
的 行 业 。”中 台 村 党 支 部 前 任 书
记 范 培 勇 说 ，“ 一 旦 季 节 性 管 理
和 日 常 管 理 跟 不 上 ，茶 叶 的 产 量
和 品 质 都 会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 日
常 管 理 最 基 本 的 环 节 需 要 专 业
的 团 队 来 打 理 ，后 期 销 售 更 是 需
要企业化的运营来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更大
的市场。”

范培勇说：“当时我将自己的想法在电话里和
县委副书记魏巍进行沟通，他非常认可我的想法，
并鼓励我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去干，表示联络组一定
会给予全力支持。”

2017 年 ，柞 水 培 达 生 态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
公司是以农业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主的集体经营企
业，注册资金 200 万元，下设生产部、营销部、服务
部、售后部等。现有员工 35 人，公司 2018 年至今

已投入 4000 万元，完成 2390 亩的
高山茶园建设，拥有办公楼 170 平
方 米 ，厂 房 面 积 2600 平 方 米 ，33
台茶叶生产设备，员工宿舍、食堂
一应俱全。公司主营产品有茶叶、
木 耳 、核 桃 等 ，产 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收益 100 万元以上。

2021 年 清 明 节 前 后 ，茶 园 第
一批茶叶采摘炒制喜获成功，均价
达到了 2000 多元 1 公斤。2022 年
春天，第一批新茶上市，当年的销
售额就达到了 50 万元。新茶初获
收益，这让中台村上下很是激动。

“国家把钱投到我们项目上，
不仅是希望打造一个特色好产业，
更要求我们带动群众增加收入，群
众多了一条持续稳定的增收路子，
就离乡村振兴不远了。”范培勇说，
2019 年 以 来 ，茶 园 项 目 严 格 兑 现
合作协议，累计为 24 个脱贫村分
红 50 多 万 元 ，带 动 周 边 群 众 110
多人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 395
万元，人均年增收 1.8 万元。

“以前没有集体产业，年纪大
了 出 去 也 不 好 找 工 作 ，收 入 减 少
很 多 。 现 在 有 了 茶 园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挣 到 钱 了 ，每 天 能 挣 100 元
左 右 ，一 年 下 来 少 说 也 能 挣 到 上
万元。”在茶园务工的村民沈唐明
高兴地说。

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一个
产 业 布 局 带 动 一 方 群 众 增 收 致
富。柞水本不生产茶，也没有种植
茶叶成功的先例，高淳与柞水携手
共进，找到适宜土地，送来帮扶资

金，运来试种茶苗，请来技术专家，千亩无性系茶叶
种植园应运而生，拓展了脱贫致富新路子，奏响了
乡村振兴最强音。

“未来我们将依托区位、生态、市场、品质、技术
五大产业优势，建设以高山生态为主的石家山、八
台坡、张氏沟、吴家湾、左家坡五大种植园，精心提
升柞水云雾、柞水银针和柞水白茶三大品牌品质，
致力把茶产业与乡村旅游、健康养生有机结合，打
造一个集采茶体验、炒茶观赏、茶艺表演、康养度假
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产业园。”范培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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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记者来到山阳县中村镇移民新区产业园，
园内的迪轩服饰有限公司车间，300 多台崭新的机器整齐
地排列着，机杼声不绝于耳。工作台前，工人正在熟练作
业，一批批产品加紧生产。

据了解，迪轩服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底入驻中村
镇 移 民 新 区 产 业 园 ，总 投 资 3000 万 元 。 项 目 分 为 两
期：一期主要是生产销售职业装、演出服、床单等服装
服饰；二期主要生产西装。该产业园年可生产服装 50

万 套 ，年 销 售 额 4500 多 万 元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170 多 人
就业增收。

车间内，正在埋头缝制衣服的陈娇一边熟练地穿针引
线，一边轻巧地踩着缝纫机。据她介绍：丈夫在本地开货
车早出晚归，两个孩子上小学，没办法外出打工。“自打有
了就业工厂后，村上的妇女可以在家门口打工了。通过培
训，我们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元。”陈娇
乐呵呵地说。

随后，记者来到山阳县致远工贸有限公司的木门生
产车间。“我们一楼共 4 条生产线，引进了欧洲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技术，从设计、选材、切割、拼版、雕刻、烤漆到出
库安装，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大部分产品销往本省和甘
肃、湖北、山西等地，年销售额 5600 万元。”该公司负责人
管远平说。

“我以前在深圳一家工厂打工，没办法照顾孩子和老
人，回来后应聘到家门口的企业，待遇还不错，我对现在的
工作很满意。”回到中村镇后，席粉青在山阳县致远工贸有
限公司找到了工作，主要负责定制木门的分装和质检，每
个月基本工资加上计件提成，收入近 4000元。

据悉，山阳县致远工贸有限公司原来只有 2000 平方
米生产厂房，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加，条件已经满足不了生
产需求。去年 5 月，该公司从甘肃天水迁厂到中村镇移
民新区产业园，厂房面积扩大了 10 倍，产业规模扩大，推
动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年销售额 1.1 亿元，带动 150 多
人就业。

“未来，我们将不断地拓展市场，争取更多的订单，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管远平说。

“随着丹宁高速建成通车，园区距离高速路出口不到

500 米，有着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园区内入驻企业也不
断增加，未来企业的加工生产原材料进厂量和成品外输量
都会不断攀升。我们谋划在园区旁边建设一个高标准的
物流园，现在已经到了设计、申报阶段，预计明年 5 月份建
成投用。届时将进一步提升园区生产体量，吸纳更多的周
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中村镇党委书记张雄伟说。

“今年 6 月，我们招商引进了商洛聚茂源食品有限公
司，租赁园区 3 号厂房，主要生产豆类食品，9 月份投入生
产。同时，在县委、县政府引荐下，7 月份我们又与浙江奥
维科创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租赁园区 1 号厂房，主要
生产智能办公用品及设备。”中村镇镇长王伟告诉记者，

“为确保入园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镇上成立了园
区服务工作专班，全面落实首问负责制、专人代办制、限
时办结制，配套建设产业园水、电、路、讯，为入园企业提
供登记注册、招工、政策兑现、物业管理、物流配送、幼儿
托管、员工食宿等保障服务。”

据悉，中村镇移民新区产业园总投资额为 5.04 亿元。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4.03 亿元。项目占地 36.8 亩，
建设综合办公用房 1 栋、标准化厂房 9 栋，总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招商引进陕西成邦实业、山阳县致远工贸有限
公司、浙江奥维科创有限公司、陕西成邦实业等 6 家企业，
建设木门、家具、耳机、毛绒玩具、服装、袜子、内衣、办公用
品等生产线，年产 3 万件家具、5 万套木门、200 万条耳机、
300 万只毛绒玩具、50 万件服装、150 万双袜子等，附属建
设充电桩、职工食堂和宿舍等基础配套设施。该项目带动
中村镇移民新区 2052 户 7263 名搬迁群众逐步由传统农
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
提高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中村镇移民新区产业园 镇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张 英

眼下，正是兰花盛开的季节，在镇安县高峰镇正河村的
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内，成千上万盆不同品种的兰花竞相
绽放，吐露芬芳。近年来，镇安县通过保护和发掘秦岭蕙兰
资源，打造“世界蕙兰之都、秦岭兰花小镇”，走出了一条兰花
生态产业发展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据了解，总投资 7.7 亿元的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是集
农业生态种植、兰花良种繁育、产品加工销售、特色农业展
示、生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一期投资
3.2 亿元，建设“两中心一基地”，即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的
蕙兰名品培育中心，主要用于蕙兰名贵品种、高端品种的保
护性繁育培植；建筑面积 5200平方米的国兰展示交易中心，
主要用于举办兰花节会，组织展演推介活动；建筑面积 1 万
平方米的兰花繁育栽培基地。二期投资 4.5 亿元，建设 5 万
平方米兰花繁育基地，繁育养殖兰花 20万盆 80万苗。

记者看到，园区已经初具规模，一期投资建设的“两中心
一基地”，目前已经全部建成运营。园区与全国 24家兰花协
会、县内 263 户兰花大户、2126 户兰花散户建立合作关系，
入驻兰花企业 65 家，养殖栽培兰花 10 万盆 50 万苗，改造提
升民居 136户。二期完成了前期工作，已流转土地 80亩。

“项目建成达产达效后，园区将繁育养殖兰花 30 万盆
120 万苗，每年培育新苗 100 万苗，交易销售 50 万苗，实现
产值 2.5亿元以上，亩均效益 1388万元，带动 2000多户兰农
通过兰花产业实现增收。”高峰镇镇长方丽娜说。

据高峰镇正河村党支部书记杨自有介绍，产业园采取
“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延伸致富带富产业链条，
提升农民增收渠道。此外，兰花经济不仅给当地群众提供了
就业岗位，帮助他们脱贫增收，而且让农户看到了兰花种植

可观的经济效益，纷纷学起了培植技术。
“我刚开始不会给兰花育苗，这里免费给我培训，边学边

做，我跟着做了一个月掌握了育苗技术。”正河村村民王丽
说，“等我掌握了兰花种植技术后，我也要经营一个大棚，自
己种植和销售。”看到种植兰花利润可观，王丽对兰花产业的
发展充满信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年来，镇安县委、县政府
通过兰花产业园建设，创建了省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区、省
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以及全国兰花直播带货基地、全国兰花交易中
心、全国顶级蕙兰名品超市、全国蕙兰名品培育中心，真正把
兰花资源用好、用足、用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优势。

同时，镇安县坚持“党建领航·筑巢引凤”，不断“引、育、
留、用”一批人才，建设兰花人才工作室 1 个、展厅 6 个，引进
一批省内外“兰友”及专家教授等人才 159人，参与支持园区
建设；吸引兰花爱好者 118 名在园区种植兰花 50 多万盆，5
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到园区创业兴业；培育以兰花产业为
主的本土人才 36 名；强化兰花种植技术研究，建设杰维、昊
华 2 个兰花培育工厂，种植秦岭蕙兰 20 多万盆，年产值 500
万元以上。同时，每年带动 500 多人次在园区务工，户均年
增收 5000元以上。

镇安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乐席兵
表示，将通过兰花产业园建设，带动壮大一个兰花特色产业、
创建一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一个全国最大的蕙兰
交易中心，加快打造 4A 级兰花主题景区，真正把绿水青山

“好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好价值”。

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
绽放乡村“美丽经济”

本报见习记者 张 矛

项目看

柞水中台村千亩无性系茶园柞水中台村千亩无性系茶园

陕西成邦实业有限公司的耳机生产车间陕西成邦实业有限公司的耳机生产车间

镇安兰花产业园镇安兰花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