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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种子撒的不够，再补点。土不能盖厚了，
否则会影响它后期生长……”11月29日，在商南县
过风楼镇太平庄村百亩羊肚菌种植基地，负责人兼
种植技术指导员周明对正在播撒菌种的村民说。

当天，太平庄村羊肚菌种植基地一片繁忙景
象：三四名工人将菌袋里的菌种用机器打碎、搅拌
均匀。与此同时，其他几十名工人正在进行播撒
菌种、盖土……

羊肚菌种植周期短、经济效益好、营养价值
高，备受市场“追捧”。羊肚菌一般在秋冬季种植，
冬春季采收，采收时节刚好与农忙时节错开，既能
让“冬闲田”向“增收田”转变，也带动周边村民通
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工等渠道稳定增收。

周明说：“今天的气温在 8℃左右，非常适合
种植羊肚菌。这块地有 100 多亩，由我们 6 个种
植户投资种植，我全程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今天
是种植的第一天，雇了 30 多个工人，明后天需要
加大用工量，打算 3 天内把这块地种完。后期还

需要大量的工人覆膜、放营养包、搭拱棚等，1 亩
地的投资成本在 1.2万元左右。”

今年 36 岁的周明种植羊肚菌近 10 年时间，
已熟练掌握种植技术，由他带动的羊肚菌种植户
遍布商南多个镇（街道）。他根据多年的种植经验
测算，种植 1 亩地羊肚菌能产 40 公斤干羊肚菌，
每公斤干羊肚菌能卖 1200元左右，除去成本和人
工费，1 亩地纯利润有两三万元。“这几天温度低，
撒下菌种，到明年正月底就可以采收，最迟清明节
前全部采收结束，紧接着就开始种植早玉米，不影
响农作物种植。”周明说。

种植大户严峻说：“我今年第一次尝试羊肚菌
种植，种了 30 亩左右。技术方面全靠周明师傅指
导，有他在，我很放心。后期的销售主要是由我负
责，我还会收购其他种植户的羊肚菌，随后通过电
商平台销售出去，将有效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目前，太平庄村已初步形成“菌粮轮种”的种
植模式，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冬日种菌忙
本报通讯员 李潇 何昕

冬季来临，又到了红薯粉
条的生产旺季。12 月 7 日，笔
者走进丹凤县竹林关镇的各
个村，看到村民们有条不紊地
忙着清洗红薯、磨糊、过浆、沉
淀、晾晒、和粉面、漏粉……农
家小院、街道空地都架起一排
排竹竿，上面晾晒着村民手工
制作的原生态红薯粉条。

“我们的粉条加工，每一
道工序都严格要求，确保绿色
无添加。我们用的红薯一部
分是合作社种植的，另一部分
是周边村民种植的，天然无污
染，加工出来的粉条筋道、爽
口，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天，
粉条生产量在 2000 斤左右，
主要销往丹凤、商州、西安等
地的超市及农贸市场。”洞底
村村民王双喜说。

竹 林 关 的 粉 条 远 近 闻
名 ，制 作 纯 手 工 红 薯 粉 条 历
史悠久。为了让粉条加工成

为当地村民冬闲增收的支柱产业，目前，竹林关镇各村
由合作社牵头，均建立了粉条加工厂，将过去家家户户
分散加工转变成规模化生产、规范化运营。各村通过组
织有手艺的村民进入加工车间，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增收。

竹林关村粉条加工厂负责人刘宇介绍，为确保粉条筋
道的口感，他们专门建立了冷库，便于储藏，同时也能让加
入合作社的村民持续增加收入。

“如今是农闲时节，我就来这里上班。在这里干活，每
天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不错。”正
在晾晒粉条的群众张凤娥说。

目前，竹林关镇有 15 家粉条加工厂，带动 200 多名村
民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 1万元左右。

近年来，竹林关镇依托桃花谷 3A 级旅游景区及集贸
重镇优势，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让传统
粉条加工焕发生机，助力村民致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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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卫 孟军）
12 月 8 日，笔者从市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工
作推进专班办公室了解到，今年全市按照

“体育赛事搭台、宣传康养之都、展示城市
形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目标导向，通
过办赛事延链条、建设施补短板、抓培训
夯基础，不断培育健康体育产业体系，推
动体育旅游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

按照市政府“水上龙舟、岸上排球”的
发展思路，市上以秦岭传奇为商洛市级体
育赛事品牌，举办了秦岭传奇 2023“秦韵
杯”丹江龙舟大赛暨全民休闲皮艇公开
赛，即将举办秦岭传奇拳王争霸赛。7 县
区形成了商州马拉松、丹凤拔河、洛南钓
鱼、商南太极拳、山阳武术、跟着赛事游镇
安等“一县一特色”的品牌赛事活动。为
加快推进我市夜间经济发展，激发城市活

力，拓展消费空间，策划组织了丹凤县“冠
军之夜”全民健身拔河擂台赛、商州区
2023“迎双节 促消费”体育文化嘉年华
活动，在“体、文、商、旅”融合上打出“组合
拳”，促进消费提档升级。

我市全年争取中央和省上资金 2000
多万元，自筹资金 300 万元，实施 2023 年
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洛南柳林社
区，丹凤大庄村、王源社区等地建成村级
健身房，商南富水、赵川、清油河等镇建成
标准化篮球场地 5 块，柞水、丹凤、山阳新
建运动场地 10 多处。结合城市“两拆一
提升”建成了口袋公园，合理配建体育健
身设施，市主城区新增健身场所 20 个，对
丹 江 公 园 全 民 健 身 器 材 进 行 了 维 修 更
换。为了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
作用，推动“体育+”融合发展，全年筹划举

办各类赛事活动 111 项。其中，“广电 5G
杯”商洛市第五届运动会，共设 9 个比赛
项目，有 23个大项 155个小项，各县区、市
级单位 80 多个代表团（队）8000 多名运
动员参赛。群众性强、普及度高、参与面
广 的 2023 年 商 洛 市 全 民 健 身 大 拜 年 、
2023 年商洛市纪念“三八”妇女节健步走
活动、2023 年商洛市广播体操（工间操）
比赛等相继成功举办，营造了积极、健康、
向上的社会氛围。

我市坚持以助力中国康养之都建设
为宗旨，以培养体育康养专业人才为核
心，全年深入开展太极拳、五禽戏、八段
锦、龙舟、排球等项目培训指导，确保参
与学员学会、弄懂、会教，努力提升康养
人才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培养体育康养
运动项目人才，8 月 29 日，2023 年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暨太极拳、八段锦、五
禽戏等体育康养项目推广暨社会体育指
导培训班开班，涵盖 7 县区及市直 80 多
个 单 位 。 10 月 18 日 ，全 市 气 排 球 培 训
班 开 班 ，共 分 两 期 举 行 ，每 期 3 天 ，有
200 多人参加。为充分发挥商洛水资源
优势，今年 5 至 10 月，我市举办龙舟竞
技培训班，先后培训市直和县区共 23 支
代表队 300 多人，并同来自北京、广东、
福建、湖南等地的 600 多名参赛选手齐
聚丹江角逐。为引导更多人群参与体育
康养运动项目，今年 3 月至 5 月，举办了

“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2023 年商洛
市首届全民健身提升月活动，开展健身
操舞、户外运动、羽毛球、篮球等 10 多项
项目培训推广展演活动 10 场次，参与人
数近万人。

我市加快培育健康体育产业体系
11 月 17 日，商州区丹江公园风景宜

人，江水在冬日暖阳映照下波光粼粼，河
道两旁的景观树沿着丹江向远处延伸，
与巍峨的秦岭山脉构成一幅绝美的秦岭
山水图。公园步道旁，全彩屏幕上实时
显示负氧离子数量、温度、湿度、空气质
量等监测信息。如今，生态环保理念已
融入这座城市发展的脉搏，商州区正展
现一个生态绿城的魅力。

商州区地处秦岭腹地，地理位置特
殊。近年来，该区从秦岭保护、城市发
展、业态提升、人文环境等方面系统进行
城市更新，精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聚力
打造生态康养之都；建立“双查”机制，零
容忍打击秦岭“五乱”行为，恢复治理矿
山；采取“护林员+无人机”全天候巡山
护林模式，大力实施“两岸三线四区”绿
化提升工程，建设环城山地公园，提升森
林覆盖率；开展“水生态治理+”整治提
升行动，综合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建设湿地景观、亲水平台。

一城山水满城绿，绿色发展理念让
生态商州更加秀美。“我们利用边角地、
闲置地建成口袋公园 44 个，新增城周
边地区绿化 2.6 万亩，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增 加 5 平 方 米 ，真 正 实 现 了 推 窗 见
绿、开门见景。”商州区委副书记、区长
支朝奇说。

近年来，商州区充分利用自身区域
生态优势，大力培育康养产业。

11 月 17 日，在高铁康养新城项目
建设现场，起吊机、挖掘机等机械轰鸣
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争分夺
秒加快施工，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高铁康养新城项目总投资 58.6 亿
元，是商州区重点打造的集交通枢纽、核
心商务、生态康养、滨水商业于一体的现
代化新型城区，主要建设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等类别的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服务周边旅居人
口 230万人次。”高铁康养新城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高莉介绍。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商州区坚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拒绝“摊
大饼”，实施“微更新”，夯实康养之都基础。

“凡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全力保障。”商州区委书记陈泽
勇介绍，“为了提高交通快速通达能力，我们拓宽老旧道路，设立交
通岛，打通‘断头路’，贯通主动脉，城市路网四通八达；加快推进西
十高铁建设，开通西商专列，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以市区医院
为牵引，统筹辖区医疗、健康资源，建立康养基地，培育养老企业，
提高全域设施配套水平；打造了 60个康养、旅游、宜居示范村。”

全省“三个年”活动开展以来，商州区主动“向外走”，扩大招商
“朋友圈”，助力康养产业发展，力促县域经济提质。

今年 7 月，2023 商州区康养旅居招商推介活动在西安举行，
现场重点推介了商州区康养旅居资源及招商项目，签订西安旅游
市场开发战略合作等 6份协议。

10 月，陕西·商州康养信息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各地专家、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的
趋势和前景。会议现场介绍了商州区康养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

11 月，商州区委书记陈泽勇带队赴深圳市开展考察招商活
动，精准对接相关企业，介绍中药材产业发展和医药食品产业园规
划建设情况，寻求合作机遇。

……
一场场活动让商州区重点康养项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

让企业家、投资者、创业者对在商州区投资兴业有了更加立体、全
面的认知。

在康养产业发展的同时，商州区不断提升城市品位。该区
推行便民措施，设置公共摊位，规范自贸街区，建设休闲健身步
道、群众剧场，开通夜间观光线路，让城市生活更加温馨；整合城
管、物业、医疗、安防等智慧平台，完善景点、酒店、民宿信息系
统，开发“美食地图”“一机游商州”小程序，让游客在山水小城享
受贴心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着力发展新经济、导
入新业态、增添新动能，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吸引力、竞争力，倾
力打造精致、宜居、智慧的生态康养之都核心区，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实现新飞跃。”陈泽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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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市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商洛市经济运行
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有喜有忧：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建筑业总产值、商
品房销售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均居全省前列，但工业
回升动力不足、投资项目支撑作用不强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这些情况，全市上下需要紧盯全年
目标任务，算清时间账、任务账，着力扬优补短、挖潜增效，奋
力冲刺，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成绩。

主要指标有增有降主要指标有增有降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
产总值 634.05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8%。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81.92 亿元，同比增长 3.6%；第二产业
增 加 值 225.26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5.4%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326.88亿元，同比增长 7.3%。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155.82 亿元，增长 3.4%，实现增加值 87.02 亿元，增长 3.7%。
主要秋粮作物长势良好，全市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38.92万吨，
同比增长 2.2%；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6.04 万吨，下降 0.4%；
禽蛋产量 4.19 万吨，增长 3.7%。生猪存栏数 58.56 万头，下
降 3.0%，出栏数 58.08万头，下降 2.3%。

工业运行承压明显。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产值同比下降 23.9%，增加值同比下降 22.9%，降幅分别较
1—8 月扩大 3.4、3.5 个百分点。从支柱产业看，绿色食品同
比下降 18.2%，现代材料同比下降 13.4%，现代医药同比下降
46.2%。从产品产量看，53 种中 23 种产量同比增长，10 种有
色金属、精锌、铁矿石成品矿、太阳能电池分别增长 17%、
18.3%、9.1%、209%。从效益来看，1—8 月，全市规模以上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31.5亿元，同比下降 21.6%。

建筑业生产稳定。前三季度，全市 180 家资质以上建筑
企业实现总产值 116.65 亿元，同比增长 6.7%；全市具有建筑
业 资 质 等 级 的 总 承 包 和 专 业 承 包 建 筑 企 业 签 订 合 同 额
176.84亿元，同比增长 7.7%。

服务业持续向好。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7.3%，比上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 1位，较上
半年前进 1 位，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器”。
1—8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35.36 亿元，同
比增长 4.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2.9%、48.7%、22%、12.4%。
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下降 10.7%，降幅比 1—8 月扩大 4.3 个百分点。分投资主体
看，国有投资同比下降 7.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10.1%，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18.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6.7%。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4.9%，工业投资下降 18.2%，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增 长 21.1% 。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14.0%，较 1—8月回落 3.5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60.84 亿元，同比增长 7.7%，位居全省第 1 位。限额以上
消费品零售额 71.20 亿元，同比增长 9.6%，位居全省第 1 位。
限 上 单 位 通 过 网 络 实 现 的 零 售 额 1.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1%，高于限上增速 12.5个百分点。全市限上单位 22类商
品中 19 类实现正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煤炭及制品类、
饮料类、五金电料类、通信器材类、化妆品类同比分别增长
58.6%、33.1%、28.3%、28.5%、26.6%、26.4%。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72 亿
元，同比增长 25.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1.85 亿元，同比
增 长 5.3% 。 9 月 末 ，全 市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存 款 余 额
1736.84 亿元，同比增长 10%；人民币贷款余额 998.25 亿
元，同比增长 15.5%。

市场主体平稳增长。截至 9 月底，全市新登记个体工商
户 11385 户，同比增长 57.7%。全市“五上”企业 1205 家，较
去年同期增加 173 家，同比增长 16.8%。1—9 月，全市新增
入库“五上”企业 190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10家。

存在短板应予关注存在短板应予关注

工业回升动力仍显不足。自今年 3 月以来，工业经济持
续负增长，降幅逐月扩大。主要原因：主要产品价格走低，截

至 9 月底，电解液、锌、五氧化二钒、水泥、太阳能电池分别减
少 9 万元/吨、0.5 万元/吨、0.6 万元/吨、60 元/吨、0.69 元/万
千瓦。由于价格的下跌，产值累计减少约 30 亿元。停产和
负增长企业影响明显，55 家停产企业较去年累计减产 74 亿
元，拉低产值 7.4 个百分点。126 家负增长企业较去年同期
减产 23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仍待加大力度。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高开低走，增幅从年初的 8.3%回落到了 1—9 月
的-10.7%，主要原因：项目支撑作用不强，1—9月，施工项目
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 11.3%，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下降
17.7%；亿元以上施工项目个数 316个，下降 18.6%；大项目储
备不足，个数少，规模小，10 亿元以上项目仅有 15 个，下降
11.8%。投资主体信心不足，1—9 月，全市国有投资同比下
降 7.3%，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13.7%，分别拉低固定资产投资
3.5 和 7.1 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工业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同比
下降 18.2%，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6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恢复略有放缓。今年以来，虽然全市消费市
场恢复较好，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问
题需要关注：县区限上发展不平衡，商州区限上消费品零
售额 9 月当月增速较上月回落 34.8 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影响全市增速。部分骨干企业下降严重，9 月，商
丹粮油同比下降 97.5%，商山物流同比下降 35.7%，中油华
阳同比下降 22.9%。

以以““进进””固稳以固稳以““进进””促稳促稳

下阶段，全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摆
在突出位置，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突出推动重点企业
稳产满产、困难企业遏制下滑；突出推动重大项目投产达效，
欠进度项目赶上时序进度。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工作，为全

市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聚力攻坚强工业。应加快推动各项利好企业发展的政

策及时落地并发挥作用。高度关注重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加强对重点企业的动态跟踪、实时监测和帮扶指导，
准确掌握重点企业生产计划和存在的困难，力促 126 户负
增长企业达产达效，55 户停产企业尽快复产，助推工业经
济止跌回升。同时，积极培育工业新增长点，增强工业经济
发展后劲。

全力以赴稳投资。严格落实省上出台的促进投资企稳
回升 10 条措施，用好“六库两线一码”项目动态监测平台，重
点抓好未开工、欠进度和已开工未入统项目。加大招商力
度，引进一批产业链延伸项目、补短板增优势项目，着力解决
投资项目接续不足问题。积极落实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
政策支持，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加大投资，尽快补齐我市民间
投资不足的短板。

多措并举扩消费。落实恢复和扩大消费 20 条措施，筹
划发放消费券、美食提升推广、“秦乐购”等促进消费系列活
动，持续开展汽车展、购物节、美食节、红酒节、豆腐节等系列
促消费活动。落细《商洛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意见》，积
极发展夜间经济，满足市民和游客夜食需求，促进餐饮业市
场发展，拉动餐饮消费增长。强化康养旅游吸引力，因地制
宜建设康体养生、酒店民宿、特色街区、文化体验等配套设
施，持续壮大“医养游体药食”康养产业。

扬优补短 挖潜增效
——前三季度商洛市经济运行分析

本报通讯员 赵敏鸿 王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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