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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包菜、萝卜等蔬菜成熟的季节。在商南县
十里坪镇供港蔬菜基地，村民们正在采收包菜、萝卜，田野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月 9 日，走进十里坪镇梁家坟村种植大户许少武的
包菜地，只见村民正在手脚麻利地对包菜进行采摘、装袋、

搬运、称重、装车，地头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
“我们家今年种植了 5 亩包菜，昨天，村上通知说，公

司今天要在我们村收购一车包菜。今天一大早，我们全家
人就来地里采摘了，现在大家只管种，把菜种好，提高品质
就行，村上统一联系公司来收购，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许少武高兴地说。

在梁家坟村村集体的萝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
拔、装、运萝卜。村民刘广志一边装筐一边说:“这儿的地
距我们家比较远，我们索性就把地流转给村集体进行统一
种植，忙的时候我们来基地务工，一天能挣 100 多块钱，一
年下来，光在基地务工，就能挣七八千块钱，再加上土地流
转的费用，一年有上万块的收入了，挺合算的！”

在种植、采收蔬菜的过程中，梁家坟村“两委”成员积
极行动，联系村民前来务工，既有效解决了村集体用工难
题，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梁家坟村党支部书记孙俊说:“每年在村集体务工的
人员，光是务工费用这一项，就需要支付 10 多万元。梁家
坟村有 1600 多口人，目前，常住人口仅有 300 多人，大部
分都是留守老人，村集体今年流转了 180 多亩土地，上半
年种植土豆。在开挖土豆前，就培育包菜苗，等挖完土豆，
整理土地后，直接就移栽包菜苗，这样做到了‘无缝种植’，
有效增加村民收入。”

孙俊说：“我们这儿海拔高，气温低，病虫害少，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蔬菜的生长周期长，而且全部用的是有机

肥，所以生长出来的蔬菜是纯天然、无污染，口感脆爽、清
香回甜。现在全村种植包菜和萝卜的面积达到 220 亩。
包菜亩产是 1500 公斤左右，白萝卜的亩产是 3000 公斤左
右。下一步，村集体将把蔬菜种植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增
加群众收入的重要产业来抓，积极把外出务工人员吸引回
来，持续壮大产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卫生，推
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商南县供港蔬菜基地位于十里坪镇，整合了红岩、
梁家坟、碾子坪、核桃坪、白鲁础、宽坪等 6 个村集中连
片优质土地资源，2023 年，供港蔬菜基地面积 2700 亩，
是全市第一个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基地坚持“党委主
导、政府搭台、企业经营、集体实施、群众参与”的思路，
按照“统一回收、公司销售、保底收购”原则，与陕西省好
璟佳原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供销协议，由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负责组织群众种植，实行春种土豆、夏种包菜和白萝
卜的轮茬种植模式。有效发挥企业生产端技术优势和
销售端市场优势，由企业统一技术指导、育苗供种、供应
物资和产品收购。通过政府补助和企业保底收购，调动
农民精耕细作积极性，推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
牌化销售，实现村集体、农户和企业共赢，逐步构建长期
稳定的高山蔬菜供港销售体系，打造“高山、有机、富硒”
三大特色蔬菜品牌，助推高山蔬菜走出大山、叫响品牌、
出 口 创 汇 。 同 时 ，制 定 供 港 蔬 菜 种 植 项 目 3 年 实 施 规
划，分别按照 2700 亩、3300 亩、5000 亩的目标，逐步扩

大种植规模，到 2025 年达到万亩以上，实现十里坪镇 13
个村（社区）种植全覆盖，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供给主
要 蔬 菜 品 类 4 万 吨 以 上 ，预 计 年 产 值 超 1 亿 元 ，带 动
3000 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陕 西 省 好 璟 佳 原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梅 建 中 说 ：
“目前，正是采收包菜和萝卜的季节，前期已通过多个相
关部门检测，检测指标均合格。包菜在地里装完车连夜
发 走 ，20 多 个 小 时 后 抵 达 深 圳 转 运 仓 ，通 过 安 全 检 查
后，次日一大早，包菜就进入香港各大市场。萝卜要先
运回公司，统一清洗、分拣，并装车发货。剩下的萝卜将
加工成蔬菜干，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另外，公司目前在
试马镇红庙村建设供港有机蔬菜基地，计划流转土地
300 亩，建设供港蔬菜标准化示范种植大棚 120 个和育
苗大棚 40 个，建设 80 亩供港蔬菜高效示范种植基地。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年产各类蔬菜 1 万吨，并为全
县供港蔬菜种植基地提供种苗 40 万苗，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500 万元，利润 200 万元，带动周边群众 40 人实现
就近稳定就业。”

目前，商南县供港蔬菜还存在蔬菜品类不多、总量不
大等问题。商南县将坚持品种、品质、品相、品牌“四品联
动”，加快供港蔬菜产业园区建设，扩大种植规模，丰富产
品供给，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亩均产出，拓展高端市场，增
强品牌影响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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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在洛南县灵口镇宽坪
村的辣椒加工厂，机器轰鸣，一股浓烈的
辣椒香味扑鼻而来。厂房内，工人分工
协作，运输、清洗、分拣、包装……整个流
水线上忙得热火朝天。

“今年是我种植辣椒的第 3 年，辣椒
苗是种植合作社统一提供的，收获后还
保价收购，我们可以放心地种。去年，我
种了 15 亩，一亩地净挣 3000 多块钱。
今年，我种了 20 亩，辣椒长势特别好，是
个丰收年，估计又能挣不少钱！”谈到今
年的好收成，宽坪村种植户樊小荣笑得
合不拢嘴。

为了助力辣椒产业发展壮大，洛南
县定点帮扶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利用板块协同优势，积极扶持朝
天椒育苗、加工等涉农企业，中国邮政
储 蓄 银 行 为 企 业 提 供 产 业 贷 助 力 建
厂。洛南县辣上天种植专业合作社生
产的辣椒酱产品又通过邮乐网、极速鲜
商城等渠道进行销售，有效解决了辣椒

的“销售难”问题。
位于洛南县景村镇的辣椒加工厂

内，红彤彤的辣椒堆成了小山，新鲜的辣
椒通过分拣、筛选后运到工厂，经过上
料、风选、清洗、切断、过筛、称重、搅拌之
后，就变成了鲜红的辣椒酱。

辣椒种植是“短平快”的高效农业，
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每个环节都需要
大量劳动力，这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
务工的机会，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就
业难题。

车间里，村民李春民和她的搭档分
工协作，仔细将一个个红彤彤的辣椒挑
拣、分类、去蒂、清洗。

“辣椒采摘时节，我一天能摘百十
斤，能挣五六十块钱。在车间从事分
拣、清洗、打包等工作，也能挣些零花
钱。在这里务工离家也不远，每天都可
以按时回家，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李春民说。

近 年 来 ，洛 南 县 辣 上 天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按 照 做 大 基 地 、做 强 龙 头 、做
活 市 场 、做 优 服 务 的 发 展 理 念 ，围 绕
打造洛南辣椒“三基地、一中心、两联
村”发展思路，进一步优化合作对象，
优选诚信农户，不断提升辣椒种植规
模，大力发展辣椒产业，“一条红色产
业 链 ，万 家 椒 农 共 同 富 ”的 产 业 发 展
格局已经形成。

“今年以来，我们合作社继续优化
合作对象，打造诚信村、发展高标准辣
椒产业示范户，在寺耳、灵口等 7 个镇

（街 道）种 植 辣 椒 1.3 万 多 亩 ，带 动
5500 户 农 户 种 植 辣 椒 ，户 均 种 植 2.5
亩，目前一亩地可以产 1250 公斤朝天
椒，亩均收入 4500 元左右。”洛南县辣
上 天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任 亚 军
说，“新鲜的辣椒经过加工后，运到贵
州、四川、云南、湖南等地出售。接下
来，公司还将进一步优化全县种植区
域的辣椒品种，不断提升辣椒产量，延
长辣椒产业链。”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
洛南县以辣椒产业为切入点，培育打
造辣椒精深加工企业，不断延伸产业
链，实现鲜辣椒就地加工增值，让辣椒
成 为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支 柱 产 业 。 今
年，全县种植朝天椒 1.5 万亩，总产值
7800 万元。

洛南县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托起
了村民的致富梦，也让村民过上了“椒”
阳似火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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