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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过后，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来临了。但镇安县庙沟镇蒿坪村的桑园里
却是一片热闹景象，桑农正忙碌着为桑树剪枝、刷白、松土，为来年的蚕桑产业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冬季桑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来年春叶的产量和质量，抓好冬季桑园
科管显得尤为重要。

庙沟镇农综站站长潘道军介绍：“入冬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冬季科管的黄
金时期，组织群众 400 多人次，对全镇 4000 亩密植桑园进行修剪，全员深翻
施肥、涂白防虫，为来年蚕桑产业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庙沟镇的蒿坪、五一、五四等村，一片片桑园随处可见，一排排桑树整齐
排列。科管后的桑园连成片，从高处俯视，密密麻麻的桑树像是身着银装的边
防战士，他们为桑农明年的大丰收保驾护航。

近年来，庙沟镇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建设“一厅四地”的发展定位，成立
蚕桑产业链党总支，支部带头谋划，带动经营主体发展，促进三产融合，紧紧围
绕“蚕桑小镇”的目标推动产业发展。截至 2023年底，庙沟镇已建成高产密植
桑园 4000 亩、田坎桑 7000 亩、小蚕共育室 5 个、养蚕工厂 37 个、蚕桑产品加
工厂 2 个。同时，庙沟镇结合“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整
合全镇产业资源，借力重点产业项目，推进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村容优美的

“蚕桑小镇”建设。

冬季桑园科管忙
本报通讯员 李立彬

出丹凤县城往西南方向，汽车沿着宽阔的柏油
路前行，进入视野的是莽莽大山，峰峦叠嶂，沟壑纵
横。柏油路像蛇一样直往大山的尽头“钻”去。

田野里虽然一片萧条，但未摘完的红色山茱萸
挂在树上，像天边的繁星一样，为隆冬时节的流岭
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汽车在曲折的山道上行驶，不一会儿就到了山
顶，流岭百万亩人工林繁育基地的大字映入眼帘。
汽车的里程过了 23 公里之后，笔者一行便来到了
大山环抱中的目的地——寺坪镇。

这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石山
区镇，总面积 180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85%以上，
居丹凤县之首，是国家飞播林试验基地。境内青山
如屏，松林苍郁，幽兰沁香，溪流蜿蜒，年平均气温
21℃，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米 6000 多个，是旅
游、避暑、休闲的绝佳之地。

就是在这样一个颇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当地试种山茱萸成功，一下子山茱萸
成了家家户户的“摇钱树”。

那时好多人都不知道寺坪在哪里，但是知道寺
坪有山茱萸。山茱萸是一种中药材，是市场上的紧
俏货，可是许多地方试种都没有成功，最后得出的
结论都是气候不适宜。山茱萸能换回好多票子，让
大山里的寺坪人家家都有了“三转一响”（自行车、
缝纫机、手表和录音机），寺坪人在那个经济欠发达
的时期确实火了一把。如今，走进寺坪，就是走进
了山茱萸的故乡、山茱萸的世界。

山茱萸是在秋末冬初果皮变红时采收果实，用
文火烘干或置于沸水中略烫后，及时除去果核，将
果肉晒干，具有补益肝肾之功效。

寺坪镇地域辽阔，山壑纵横，由于特殊的气候
条件，山茱萸在这里生长极好，挂果率高而且果肉

丰满、药性高，非常受市场青睐。寺坪人家家户户
的房前屋后、田畔路边几乎都种着山茱萸树。平时
锄个草就不管了，待到深秋季节，树上就长满一树
一树的红蛋蛋，在绿叶的衬托下，煞是好看，给山野
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 时 ，也 是 寺 坪 人 最 忙 碌 的 和 开 心
的时候。在外打工的人们“不远万里”，
背着行囊，赶回寺坪老家采摘山茱萸，人
手不够的人家就雇工来帮忙采。用他们
的话说就是“东处西处都是掏钱”。那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满山坡叽叽喳喳、有说
有笑，还有山歌对唱，就像是碎石子掉进
了 棣 花 的 千 亩 荷 塘 里 ，溅 起 一 朵 朵 漂 亮
的水花，好不热闹。

这些红色的小圆球一串一串、鼓鼓囊
囊地结在山茱萸树的枝头上，必须靠人工
才能采摘下来，所以工作量也是相当大。
一个青壮年劳力一天最多只能采摘三四
十公斤，一家人齐上阵的话，一天下来能
用背篓背回好大一堆。

秋季气温低，采回的鲜果放在院子几
天也不会烂掉。人手少的人家就请人帮
忙，一天给人家出 100 元工钱，管饭。

这时，平时闲置落灰的剥皮机仿佛过
节一样“聚”在一起，“哒哒哒”地给山茱
萸脱皮。村民的房前屋后、大路边都变成
了晾晒山茱萸的场地。

所以每年到山茱萸采摘的季节，也是
寺坪供电所最忙碌的时候，这家要接电，
那家要换闸刀、安开关，电工忙得不亦乐
乎。但他们始终秉承“你用电、我用心，电
话叫、电工到”的服务承诺，同时借这个机
会给农户宣传一下安全用电常识，对欠费
户及时上门催回电费。老百姓都说现在
电费便宜，关键是电工的服务好了许多，
所以见了电工就像见到自家的亲戚一样，
有说有笑地拉家常。

寺 坪 镇 赵 塬 村 二 组 村 民 刘 书 民 20 多 年 前 栽
了 200 多 株 山 茱 萸 树 ，现 在 都 到 了 挂 果 的 旺 季 ，
2023 年采摘 3500 多公斤山茱萸鲜果，当时的行情
比较好，能换回 3 万多元收入，再加上家里金银花
收入 1 万多元，还有些农业收入，一年下来轻轻松
松比外出打工挣得还多，而且时间还自由。

赵 塬 村 属 于 川 原 地 带 ，到 处 长 满 山 茱 萸 树 。
2023 年秋季，村民彭小平一家 4 口都在忙着收拾
山 茱 萸 。 2023 年 雨 量 充 沛 ，山 茱 萸 长 势 良 好 ，挂
果率也好于往年，彭小平家 1 个月摘了 900 多公斤
山 茱 萸 ，剥 皮 烘 干 后 出 售 ，收 入 1 万 元 。 农 闲 时 ，
彭小平在西安打零工，每月收入还行，妻子在一家
饭 店 打 工 ，每 月 管 吃 工 资 3500 元 ，现 在 过 的 也 是
富裕的日子。

年轻的徐新虎是赵塬村党支部书记。据他介
绍，赵塬村紧邻镇政府所在地，地势相对开阔，除一
些核桃树外，坡地、平地里几乎全部都是山茱萸树，
据不完全统计，该村山茱萸树占地 800 亩，每亩按
照 23 株算，至少也有 1.6 万多株，2023 年产山茱萸
鲜果 100 吨左右，处理晾晒后的山茱萸肉按照 60
元每公斤的市场价能产生 300 万元的收益。多年
来，山茱萸作为村上的支柱产业，成为该村村民增
收的主要来源。

在镇政府大门口，笔者刚好碰见调研回来的镇党
委书记袁博，说起山茱萸，他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些树
就是寺坪人的“摇钱树”，由于适宜的地理条件和政府
多年来的扶持和跟踪服务，寺坪的山茱萸栽植面积发
展很快，覆盖全镇 11 个村。据镇农经站统计，全镇挂
果的成年树有 5.5 万株以上，栽植面积 3 万多亩，年产
山茱萸肉 1500 吨以上，直接经济效益 6900 多万元。
袁博说，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家在寺坪的同学就给
他说过山茱萸让寺坪人家家都有“三转一响”的故事，
没想到多年后自己来寺坪工作。眼下乡村振兴的战
鼓已经敲响，镇上决心以人居环境改造为契机，让“文
家谷”景点带动全镇的旅游经济，继续扩大山茱萸的
栽植面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户持续做好山茱萸发
展这篇大文章。

流 岭 深 处 山 萸 红
本报通讯员 田吉文

1 月 2 日，走进镇安县铁厂镇新声村，入眼便
是整齐划一的烤烟基地。从烤烟育苗、烤房修建、
技术培训、打通田间道路、送来农机等工作到新声
村迎来烤烟丰收，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群众满意
的，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在他看来，既然选择扎根
基层，就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做乡村振兴路上
的领路人。他就是镇安县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余强，被选派到乡镇挂职担任镇安县铁厂镇党
委副书记以来，他用扎扎实实的工作，践行着自己
的入党誓词，用辛勤和汗水谱写无悔的人生。

推动产业发展

余强虽然有多年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经历，
但是初来铁厂镇，还是觉得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
工作的责任感与党员的使命感压在心头。面对陌
生的环境，他毅然选择往前冲，走村串巷、走访入
户，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当面沟通，了解村容村
貌、民情民意。

经过多次走访，余强发现，群众亟须解决的是
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增收的问题。于是，他利用包
抓新声村的机会，沉下身子入户走访，深入了解村
情民意，与村“两委”干部认真研究，提出因地制宜
发展烤烟产业。

烤烟生产周期短、见效快，有着得天独厚的自
然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既能为当地村民带来
丰厚收益，又能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是性价比
很高的产业。余强抓住新声村新修的基本农田有
整块土地发展烤烟的优势，落实烤房、打通田间道
路、送来农机……

2023 年，新声村种植烤烟 300 亩，亩均收入
4000 元，仅这一项村上收入 120 万元，解决了
300 多人就业问题。“金叶子”为群众换来了好日
子，切实提升了新声村经济发展水平，受到了广大群众高度赞扬。

贴心服务群众

2023 年 9 月，正值汛期，暴雨增多，村里生产道路被冲毁，余强得知后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冒着倾盆大雨，踩着崎岖泥泞的山路深入受灾地段实地勘
察，组织群众抢修道路，并积极向县特色产业发展中心申请 20万元资金，修复
产业路 3.5公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快镇、村经济发展的切入点。为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余强结合全镇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申请食用菌补助资金 30.35万元，大力扶持专业合作社 3家、家
庭农场 1 家。自掏腰包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种植技术，时常走访跟进
发展进度，确保群众可以科学种植，稳步提升经济发展。

“余副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场的发展，2023 年农场生产 10 万袋香菇，他
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联系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引进的香菇新品种产量高、价格
高，还能带动周边劳动力就近就业，大家提起他都竖大拇指。”铁厂镇金雨伞食
用菌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满凤满是感激地说。余强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把工作做到实处，做到群众心坎里，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践行初心使命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余强始终谨记入党初心，牢牢扎根工作岗位，把建强
基层党组织放在兴产业、促增收的首位，坚持以学促做、学用结合，不断激发党
员干部的学习热情，为党建注入新活力，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
乡村振兴之基。

余强积极带领村党员干部，利用群众会议等各种时间，宣传党的大政方
针、惠农政策等，用心用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惠农政策大众化、通俗化，让群
众听得懂、用得上，让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让党的声音响在基层，让党的关
爱暖在群众的心坎上。

粮安天下，地为根基。余强积极响应国家恢复耕地的政策，带领全村党员
干部积极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做工作，用接地气的语言、听得懂的道理向村民
讲清、讲透、讲通相关政策和工作方案，详细介绍耕地恢复的目标和意义、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努力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
和配合，帮助新声村恢复耕地 169.81亩。

同时，余强还紧紧围绕镇党委的各项要求，参加各类党建会议，组织干
部学习交流党建思想，将“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作为党员的不懈
努力方向。

“以学铸魂强党性，砥砺奋进践初心。”余强说，这也是他的座右铭，不忘初
心，以人民为本，用自己的力量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余强用情浇灌土地，用爱奉献乡村，在乡村振兴的
大道上，他正在谋划着铁厂镇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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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冬时节，走进商南县城关街
道皂角铺村，显眼的“商洛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冯氏传统手工扯面大
牌匾下，一排排晾晒的挂面，根根分
明，散发着阵阵面香，银丝般的手工
挂面在冬日暖阳下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皂角铺村群众制作手工挂面已
有多年历史，挂面口感咸香、食之柔
滑，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手
工挂面拓宽了村民的增收途径，成
为促进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我是商南县冯氏传统手工扯
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制作的
手工挂面严格遵照传统技艺，选用
优质的小麦面粉、天然纯净山泉水，
食用盐的用量相较之前大幅减少，
采用传统方法经过和面、发酵、开
条、盘条、上筷子、拉条等工序制作
而成。”商南县秦商驿冯氏手工挂面
厂负责人冯新瑞一边忙着手头的活
一边说。

在面条生产间内，冯新瑞和妻子相互配合着进行
“开条”环节，一大盆已经和好的面团经用力按压成大
约 5 厘米厚度后，在圆形切片切刀的滚动下面团被分
割成一条形似“白蟒蛇”的长粗面条。冯新瑞一边切
割一边将这根粗面条揉搓成粗细均匀的光滑面条。
而面条的那头，妻子则娴熟麻利地将其均匀盘放于面
盆中，等待面条第一次发酵。冯新瑞介绍，这样的面
条到可以“上筷子”的粗细程度，至少还要历经 3 次这
样的流程，而且每次要醒发 1 个小时左右，才能保证

“上筷子”面条的状态有韧性和弹性。
现年 48岁的冯新瑞从 14岁就开始跟随父母学习

做手工挂面，30 多年的时间里，练就了他制作手工挂
面的高超技艺。因制作手工挂面对外界温度、湿度、
光照时间都有严格要求，每年只有霜降后到春节这 5
个月的时间适合制作手工挂面，5 个月的时间除去下
雪、下雨的天气，只剩下 4 个月的时间他们真正在做
挂面。并且这些天里，从头天晚上和面到第二天出
面、挂晾、包面都是紧紧张张不得闲，夫妻俩每天只能
休息 5 至 6 个小时，现在每天能消耗 75 公斤面粉，最
终能产出 60 公斤精制手工挂面，一个冬天收益能有
10万多元。他说：“已经很知足了。”

正介绍着手工挂面的制作工艺，冯新瑞的手机

不时响起，电话那头，顾客讲着自
己 要 预 定 的 手 工 挂 面 数 量 及 规
格 。 说 话 的 工 夫 间 ，屋 外 顾 客 程
女 士 开 车 前 来 购 买 挂 面 ，她 说 ：

“他们家的面条吃起来特别筋道，
煮出来的面汤清澈，色香味俱全，
口感好，我们每年都来这里买，盒
装 的 买 来 送 亲 朋 好 友 ，自 己 家 吃
的话买散装的就行，更实惠，像这
种‘挂面头子’可以用来混着腊肉
煮 绿 豆 面 吃 ，这 还 是 我 们 商 南 的
一道特色美食呢。”

在冯新瑞家不远处，49 岁的刘
金莲正拿着初步拉好的挂面到院子
进行晾晒。“我和老公从事这项事业
有 10 多年了，从开始 4天只能出 60
斤挂面，到现在每天能出 120 斤，去
年 4 个月的收入就有 4 万元呢。”刘
金莲说。

据皂角铺村村民介绍，皂角铺
村冯氏挂面在商南县已经远近闻
名，每到寒冬腊月、春节前后，前来

村子里买手工挂面的顾客络绎不绝，小车都能排到村
口。到腊月间，村子里冯新瑞、刘金莲、冯国明、冯富
瑞等 7 户常年从事手工拉面的人家一起制作手工挂
面，都供不应求。

皂角铺村党支部书记冯秀军介绍：“去年，我们村
从事手工挂面行业的村民总收入有五六十万元。我
们正在把皂角铺村打造成商南的‘挂面村’，规范挂面
生产工艺和流程，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带动群众从
事手工挂面制作，走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路子，传承我
们村的冯氏手工挂面技艺，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助力
乡村振兴。”

吊 出吊 出 致 富 银 丝 线
本报通讯员 何 霜 崔海飞 方 健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牌楼河村村民刘德荣家牌楼河村村民刘德荣家摘回来的摘回来的
山茱萸山茱萸，，当年他家靠山茱萸实现收入当年他家靠山茱萸实现收入44万多元万多元。。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赵塬村村民彭秀芳在自家地里摘山茱萸赵塬村村民彭秀芳在自家地里摘山茱萸。。当年她家靠山茱萸能收入当年她家靠山茱萸能收入22..66万元万元。。

冯新瑞在晾晒挂面冯新瑞在晾晒挂面

冬季冬季，，修剪后的新品种桑树等待春天抽枝长叶修剪后的新品种桑树等待春天抽枝长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