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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新的一年有啥新打算？”
“羊羔保暖问题咋解决？”
“养殖场还有什么困难需要镇上帮助。”
……
2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商州区麻街镇党

委书记丁晓莉开完工作部署会后，会同镇长
梁博和畜牧干部李刚，深入朝阳村五组商州
区西宁养殖场，与养殖户郭西宁共同谋划产
业发展新思路。

“丁书记，真没有想到收假第一天，领

导们就来到我这臭烘烘的羊圈了解民情，
帮忙解决实际问题。”养殖户郭西宁感慨，

“我是个粗人，刚能出力，缺少系统谋划思
维，有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我的创业
信心更足了。”

站在羊圈边，寒风阵阵吹来，丁晓莉与
梁博始终围绕养殖话题展开交流，郭西宁全
面地介绍了养殖场的发展历程，把当前面临
的实际问题和未来设想和盘托出。

“希望镇上在养殖技术上提供指导，
在 饲 料 购 买 、羊 肉 销 售 方 面 提 供 信 息 帮
助，在创新经营模式上助一臂之力，加强
与 村 集 体 经 济 合 作 ，扩 大 养 殖 场 规 模 。”
郭西宁说。

“梁镇长，等会儿我们回去好好研究
研究，养殖户提出的问题咱们能提供帮助
的 ，都 要 一 一 解 决 到 位 。”对 于 群 众 的 小

事，在丁晓莉心中都是大事，“还有养殖场
对面 2 米宽的悬空路面，开春后要安排专
人整修，筑牢根基，填补平整，保证群众出
行安全。”

创业，有勇有谋不可或缺，最为关键的
还是适宜发展的沃土。提起返乡养羊，郭西
宁用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膝盖：“这届班子
刚上任不久，就邀请个体户召开座谈会，表
明要为大家当好‘店小二’。从那一天起，我
就铁了心要在老家养羊致富。”

郭西宁种过中药材，在西安收过废品，
再返乡创办养羊场，他认为家乡山清水秀，
生态环境良好，饲草资源丰富，适宜发展养
殖业。他从 2016 年开始尝试养羊，以滚雪
球的方式，由最初的 60 只发展到现在的
300 只，年收入约 20 万元。在脱贫攻坚期
间，郭西宁带动贫困户 20 户，三年时间每

户分红 5000 元。
据介绍，商州区西宁养殖场目前存栏杜

寒羊（杜泊羊与小尾寒羊杂交品种）300 只，
其中能繁母羊 100 只、后备母羊 80 只，青年
羊、羔羊 120只。

羊圈里找短板，思路上支新招。丁晓
莉现场表示，要帮助养殖场实现规范化、
现代化和智能化养殖，指导养殖场科学管
理，推进机械化养殖进程，加快信息化建
设，实现远程可视化，开创消费者认领养
殖模式，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打响麻街镇
杜寒羊品牌。

“杜寒羊疾病少，市场价格稳定，饲料具
有多样性。”郭西宁信心十足，“党的政策这
么好，我要抓住乡村振兴的大好时机，计划
明年养殖规模增加到 500 只，年出栏 250 只
以上，毛收入实现 50万元。”

羊圈里共谋“致富经”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2 月 18 日，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
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
木耳大棚里，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与种
植户一同开展基地设
施维护、大棚消杀、菌
包调运等工作，助力
春季木耳种植。
（本 报 通 讯 员 吴

玲 摄）

本报讯 （记者 肖 云 通讯
员 毕波波）2 月 18 日，洛南县举行
2024 年一季度重点产业项目开工
仪式。本次开工仪式设 3 个开工
现 场 ，分 别 是 四 皓 街 道 的 洛 南 县
现 代 综 合 物 流 园 项 目 工 地 、古 城
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地、商
洛经开区的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
园智慧工厂。

据了解，洛南县现代综合物流
园项目位于洛南县四皓街道代塬社
区西洼组，东邻 G242 国道，南邻四
皓街道办事处，西北邻代塬社区。
项目占地 40 亩，总建筑面积 34587
平方米，主要建设中药材加工集散
中心、冷链仓储区、农产品交易区、
物流中转分拣中心四个功能区。项
目总投资 2 亿元，由市交投公司投
资建设。该项目规模大、质量高、带
动性强，为加快产业发展筑牢坚实
的支撑，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洛南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涉及古城、三要、高耀
3 个镇，13 个行政村，其中高耀镇
5465 亩 、三 要 镇 2558 亩 、古 城 镇
6977 亩。该项目是落实国家“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
举措，也是全县补齐“三农”领域
短 板 、改 善 农 业 基 础 条 件 的 重 大
支撑项目。

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智慧
工厂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面
积 30 亩，主要建设智能化液奶生产
线 1 条，配套建设智能化冷库、专业
冷链物流、污水处理站等设施。整
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3
亿元，上缴税金 1000 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 150个。该项目由南京卫岗乳业公司和洛南县城投
公司共同出资建设。项目致力于推动产供销一体化，力争
让全县人、全市人都能喝上本地生产的优质鲜奶，让西安市
民乃至全省、全国人民有机会享受到来自大秦岭的绿色生
态高品质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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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若阳）2 月
4 日 ，记 者 从 山 阳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获 悉 ，
2023 年 ，山 阳 县 聚 焦 粮 食 安 全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农 业 园 区 建 设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四 项 农 业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确 保 农 业 稳
产 增 产 、农 民 稳 步 增 收 。 2023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达 到 42.14 万 亩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8.81 万 吨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到 14884 元。

山 阳 县 出 台《山 阳 县 粮 食 生 产 扶 持
办 法》，筹 措 资 金 4000 万 元 ，扶 持 粮 食
生 产 。 建 设 高 标 准 基 本 农 田 2 万 亩 ，在
色 河 铺 镇 峒 峪 河 、板 岩 镇 北 沟 等 流 域 建
成 粮 食 生 产 示 范 带 4 条 7500 多 亩 ，带 动

全 县 播 种 小 麦 10.6 万 亩 、马 铃 薯 9.18 万
亩 、油 菜 1.7 万 亩 、大 豆 5.89 万 亩 、玉 米
14.41 万亩，其中建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 植 省 级 示 范 点 2 个 、市 级 示 范 点 3 个 、
县 级 示 范 点 18 个 ，共 计 3.75 万 亩 ，全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达 到 42.14 万 亩 、粮 食 产
量达到 8.81 万吨。

为接续打造和美乡村，山阳县坚持以
“两改两转三促进”为抓手，以整流域乡村
振兴示范带和“三类村”为重点，全面推行

“首厕过关制”，全县完成户厕改造 12658
座，建成农村公厕改造 220 座。狠抓“干
净山阳”创建，累计整治农村道路 253 条
380 公里、清理河道沟渠 219 条、清理乱堆

乱放 387 处。
山阳县农业园区实现突破性发展，新

建续建丰阳雨露食用菌产业园等 10 个现
代农业园区和户家塬产业强镇等 14 个农
业重点项目。大力推动“5+x”特色富民
产业，全年发展食用菌 8510 万袋，新建改
造茶园 1.32 万亩，饲养畜禽 551.7 万头只、
肉蛋产量达到 6.43 万吨。累计开展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 54 场次 3995 人次，培育高
素质农民 265 人，致富带头人 812 人。完
成申报认证“两品”农产品 4 个、名特优新
农产品 1 个、申报认定市级以上示范经营
主体 16 个。加大招商引资，签订农业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等 项 目 5 个 ，合 同 引 资

8.75 亿元，到位资金 5.09 亿元。犇犇旺、
秦泰源等 4 个现代农业园区被认定为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

山阳县落实资金 2005 万元，实施村
集体经济扶持项目 47 个，发展培育年收
入 50 万 元 以 上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经 济 强
村 ”7 个 ，全 县 村 集 体 经 济 总 收 入 达 到
5165.8 万元，较去年增长 2.25%。持续落
实《经 营 主 体 联 农 带 农 奖 补 办 法》，抓 好
排 查 分 类 、利 益 联 结 、政 策 落 实 ，落 实 经
营 主 体 联 农 带 农 奖 补 资 金 300 万 元 ，带
动 237 个 经 营 主 体 联 农 带 农 1512 户 ，户
均增收 5000 元以上，经营主体联农带农
能力持续增强。

山阳狠抓农业重点工作筑牢“三农”根基

位于丹凤县商镇的东峰村，山林间群蜂飞
舞，上百个蜂箱整齐有序地摆放着，阵阵香甜气
味萦绕在鼻尖。

“虽然我们村离城远，但生态环境好，植物不
会受到污染，产出的蜂蜜保证天然又健康。”村民
李国林说。

东峰村距离镇政府有十几公里，因受地理环
境制约，特色产业难发展，企业落户率低。“以前
村里有不少养蜂的农民，但是没有形成规模和品
牌，也没有专业化的技术。我就想着引领大家一
起养蜂，走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2 月 10 日，笔
者采访东峰村党支部书记巩迎军时，他说道。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巩
迎军心里也有点没底，毕竟村民多年的养蜂习
惯已形成，要想让他们按专家说的做，并不容
易。他先是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收集村民们对
中蜂养殖的想法，形成初步的产业发展方案，再
与商镇农技推广中心联系，举办了一次中蜂养
殖技术培训班，邀请专家进行授课，从收蜂、分
蜂、饲喂、介王、并群、防病、育王几个方面出发，
对村民进行培训，并建立微信联络群，为养蜂人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这样下来，村民对养蜂
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一下子提高了。

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肥沃的土地，茂盛
的植物，造就了东峰村发展中蜂养殖的独特优
势。蜂蜜中富含丰富的果糖、葡萄糖和有机酸，
营养十分丰富。而东峰村产出的蜂蜜，是山里人
亲手酿出来的，天然优质，味道绝美。

现如今，中蜂养殖已成为东峰村的特色产业，年产蜂蜜 2500多公斤，
并且打造出“商山秦蜜”特色品牌，成为商镇的一张亮丽名片。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中蜂养殖规模，把蜂蜜产量再提一提，带
动更多村民就业，让大家的日子比蜜还甜。”巩迎军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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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园沁）春节前夕，来自江
苏的王先生一家在柞水县营盘镇被牛背梁孝义厅
文化体验园所吸引。参观时，王先生不禁感叹：“自
己的行程明明是一路北上，现在却仿佛置身于江南
山水间，在这里直观感受到了柞水独特的魅力，令
人流连忘返。”

柞水县委副书记、南京市高淳区对口帮扶柞
水县联络组组长魏巍介绍：“和其他地方相比较，
柞水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是青山绿水，所以我们因
地制宜，将南方的园林文化、江南文化与本地的秦
岭山水有机融入，让孝义文化体验园展现出了浓
浓的‘江南味’”。

近年来，在南京市高淳区对口帮扶柞水县联
络组的帮扶指导下，柞水县牛背梁孝义厅文化体
验园坚持绿色生态、高质高效、融合发展的思路，
大力实施文化产业建设，围绕文化兴产业，聚焦
文化促增收，多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全要素
助力乡村振兴。2022 年，苏陕对口协作支持该
项目资金 400 万元，2023 年支持资金 600 万元，
分别用于建设孝义展览馆和体验馆。其中包括
游客服务中心、孝义文化驿站、孝义文化体验馆
等内部装饰装修，孝义文化体验馆内飞翔影院和
孝义情剧场的机电等设备采购及安装。自 2023
年 8 月底试运营以来，已接待游客 3.6 万人次，实
现营业收入 400 万元，预计年营业收入达 2000
万元。2023 年，园区向营盘镇营镇社区发放固

定收益分红 18 万元，支持营镇社区壮大村集体
经济、开发公益性岗位，并且共吸纳 65 名周边群
众 务 工 ，其 中 脱 贫 户 12 名 ，人 均 月 工 资 不 低 于
4000 元，促进了群众和村集体双增收。

围绕柞水县拥有的秦岭自然风光，园区建设
坚持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在游客服务中心、孝
义文化驿站、孝义文化体验馆等项目建设过程
中，不破坏原有生态，并结合实际栽植绿化苗木
800 余株，大片绿植提升了绿化率和空气质量。
在园区建园过程中，通过产业项目实施，园区林
木覆盖率进一步提高，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而
且增强了项目区抗灾能力。

牛背梁孝义厅文化体验园推进“文化产业+旅
游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文化旅游项目三大板块
建设内容，积极传播优秀传统孝义文化、孝廉文化、
非遗文化，以场景演绎、剧目演出、孝义情沉浸剧
场、夜景灯光等为主要内容，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建设旅游综合体，让广大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孝义
历史、感受孝义底蕴，让地方特产、非遗项目等通过
创新重新焕发活力。

苏陕协作擦亮特色园区名片

本报讯 （通讯员 樊利仁）2023 年以来，丹凤县积
极实施十大城镇更新行动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坚持建
管并重，火车站广场改造、丹江公园提升、迎宾公园、丹
凤夜市等项目相继建成，全县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丹凤县实施十大城镇更新行动项目 51 个，完成城
区 道 路 柔 性 化 改 造 5.2 公 里 、线 缆 落 地 5.8 公 里 ，新 建
智 慧 公 交 站 亭 43 个 、充 电 桩 40 个 、标 准 化 公 厕 4 座 、
口 袋 公 园 4 个 ，县 城“1+N”水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加 快 推
进 。 完 成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9.2 万 平 方 米 ，东 街 片 区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被 评 为 全 省 示 范 项 目 。 天 然 气 接 通 入 户
2217 户 ，新 建 和 改 造 镇 级 污 水 处 理 厂 9 座 ，建 筑 垃 圾
填 埋 场 扩 容 项 目 建 成 竣 工 ，城 区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100%、污水处理率 95.8%。“干净丹凤”扎实开展，21 个
社区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明显，“五乱”顽疾有
效 革 除 。 丹 景 路 、蔡 庾 路 改 造 提 升 工 程 全 面 完 成 ，丹
宁 高 速（丹 凤 段）、万 湾 丹 江 大 桥 建 成 通 车 ，棣 月 公 路
被评为全省“十大最美农村路”。制定出台《镇区建设
管理指导意见》，创新推行“八大举措”建设和美镇区，
全 市 镇 区 建 设 现 场 会 在 丹 凤 县 观 摩 。 按 照“ 两 改 两 转
三促进”工作要求，改造农村厕所 8076 户、土坯房 750
户，实施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61 个。成立镇级新业
态公司 12 个，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清零。建成秦
岭山水乡村 36 个，丹景路整流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取
得 新 成 效 ，武 关 、花 瓶 子 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案 例 入
选 全 市 典 型 优 秀 案 例 ，蔡 川 镇 留 仙 坪 村 被 评 为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竹 林 关 镇 被 命 名 为 全 省 乡 村 治 理 示 范
镇 ，棣 花 镇 许 家 塬 村 被 命 名 为 全 省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村 ，
竹 林 关 镇 大 桑 园 村 、棣 花 镇 茶 房 社 区 被 命 名 为 全 省 美
丽宜居示范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丹凤城镇更新旧貌换新颜

苏陕一家亲苏陕一家亲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近日，笔者从商南县林业

局了解到，2023年以来，商南县大力发展核桃、板栗和中药
材等林特产业，实施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的有效转化，为全县林特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蓄积了强
劲动能。

商 南 县 把 特 色 经 济 林 产 业 与 林 业 工 程 建 设 、乡 村
振兴、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等深度融合，不断推动特色经
济 林 栽 植 由 零 星 分 散 向 规 模 集 中 的 转 变 ，努 力 实 现 经
济 林 增 效 、群 众 增 收 的 目 标 。 新 建 红 仁 核 桃 基 地 0.11
万亩，嫁接改造红仁核桃基地 0.23 万亩，改造提升核桃
低 产 园 2.2 万 亩 ，科 管 率 达 到 92%以 上 ；高 标 准 打 造 出
了 富 水 镇 黄 土 包 村 350 亩 、金 丝 峡 镇 白 玉 河 口 村 500
亩、城关街道曹营村 400 亩、金丝峡镇西湾村 220 亩“商
洛 紫 玉 ”红 仁 核 桃 示 范 基 地 。 全 方 位 开 展 板 栗 低 效 林
提 档 升 级 ，完 成 板 栗 嫁 接 改 造 0.42 万 亩 ，综 合 科 管 3.5
万亩，高标准打造了青山镇马蹄店村 200 亩、过风楼镇
小栗园村 210 亩、赵川镇店坊河村 300 亩等板栗嫁接改
造示范基地。以道地“商药”为重点，倡导规模化种植、
野 生 科 管 、林 下 套 种 等 模 式 ，新 建 中 药 材 基 地 4.45 万
亩 ，野 生 改 造 1.5 万 亩 ；培 育 千 亩 以 上 中 药 材 专 业 村 4
个，新发展专业合作组织 5 个，高标准打造了试马镇纸
房村、城关街道曹营村、十里坪镇宽坪村等千亩连翘，
赵川镇文化坪村、富水镇吉亭村千亩苍术、桔梗，赵川
镇 店 坊 河 村 千 亩 瓜 蒌 等 中 药 材 示 范 基 地 ，中 药 材 产 业
已 成 为 全 县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的 新 亮 点 。 同 时 ，充 分 挖 掘
林下经济资源，大力开展“林药、林菌、林油、林茶、林畜

（禽）、林 蜂 ”等 林 下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新 发 展 林 下 种 植
0.31 万亩、林下养殖 2.71 万只（头、箱）。

商南推动林特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