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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5[乡村振兴]
早春时节，丹凤县峦庄镇河道碧水荡漾，

白鹭翱翔；峦庄镇良种天麻产业园里机器轰
鸣，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在生产线上忙碌；广场
上、庭院里，群众正有说有笑地晒着太阳。近
年来，峦庄镇全力建设和美乡村，因地制宜发
展天麻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提升群
众生活品质，建设环境优美、乡风文明、产业兴
旺的秦岭天麻小镇。

特色产业强链条特色产业强链条

“我已经在天麻挂面生产线上工作 4 年了，
不用到外面去，在家门口就能工作，每天工资
100元，还能照顾家人。”49岁的汪秀霞说，她现
在已经是一位天麻挂面生产线的熟练工，像她
这样的人产业园里不在少数。

近日，良种天麻产业园的天麻挂面生产线
上，50 名当地群众正在天麻挂面、天麻片和天
麻超精粉生产线上积极地生产工作。2023 年
年底，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正式发文，将天麻等 9 种物质纳入《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良种天
麻产业园顺势而动，申办了食品生产许可证，之
前一直处于研发阶段的天麻食品产品，正式进
入了市场。

“我们通过收购群众天麻，采挖药源基地天
麻，在天麻粉加工生产线上生产天麻粉，再将天
麻粉加入面粉中制作挂面，我们的天麻挂面中天
麻含量有 3%，年前已经生产了 7 吨，并全部售
出。”3月 12日，良种天麻产业园厂长叶有喜说，

“年后又生产了一周，共有 3.5吨天麻挂面，明天
我们将组织30多名工人在街坊村的蟒岭药源基
地采挖天麻。”

今年，峦庄镇将依托“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镇”优势天麻产业，推广“天麻+”模式，完善
以天麻产业为主导，其他中药材为补充的产业
结构，加强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拓宽产业链条，
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争取 170 万元产业发
展资金启动建设街坊村蟒岭果园二期项目，不
断巩固发展成果，努力将天麻交易中心建成并
投入运营，持续围绕“天麻宴、养生谷”康养旅
游定位，做优做精“蟒岭生态两日游”路线，高
标准打造生态康养、农旅融合的“蟒岭明珠·秀
美峦庄”品牌。

拆旧建新美乡村拆旧建新美乡村

“以前路边全是烂猪圈、烂土坯厕所和快倒的
葡萄架，首先看着就不美观，其次不利于为群众营造一个健康卫生
的生活环境。”西楼村党支部书记查艳说，“当时拆除的时候，群众想
不通，以前不拆也好好的，拆了地方不是自己的了，村委会和组长就
一起给群众做工作，政府出资新建广场，既美观又实用，自己晒粮食
不用在路上晒，以免被压坏。”

现在，从西楼村钢厂组到小坪村长约 3公里的路边沿线已经
大变样。以前用枯木勉强支撑的葡萄架被换成了仿生水泥石柱，
下面还修建了水泥凳子，供群众夏天乘凉。以前破烂不堪的土坯

厕所和烂猪圈，摇身一变成了小广场。农忙时节，群众在
广场晾晒粮食，闲暇时，在广场上进行休闲活动。镇上还
新建了健身器材，修建了 2个停车位、2个小花园和 26个
新厕所，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路过的人都交口称赞。

近年来，峦庄镇积极推动镇域建设，统筹推进“厕所
革命”、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落实“三共
管治”体系，常态化组织“大清理”活动，拆除土坯旱厕，
新建卫生厕所，清理垃圾，建设口袋公园、休闲广场，安
装路灯，栽种绿化苗木，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群众幸福感
得到提升。

2023年以来，全镇改厕 260座，新建提升公共厕所 3
个，改造农房 106 户，更换门头牌匾 106 家，新增网络基
站 5 座，柔性化改造路面 4300 米，铺设雨污管网 1044
米，建设文化健身广场 6 个，新建口袋公园 3 个，安装维
修路灯 390 个，修建硬化产业路 5 条，清理农村垃圾
63.15 吨，绿化 6590 平方米，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日趋完
善，镇容镇貌日益提升。

文明乡风进万家文明乡风进万家

“镇子是我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把它打扫得干干净
净，群众和我们自己出来散步心情都会愉悦很多。”峦庄
镇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王正峰诚恳地说。3 月 5 日，正
值第 61 个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 25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
服务日，峦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服务队在全域范
围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红马甲”变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穿梭在良种天麻产业园、道路沿线及河
道，对镇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近年来，峦庄镇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措并举，打
造文化阵地，统筹推进志愿服务活动、文体活动和先进
典型评选活动，激活群众的内生动力，将文明新风吹遍
乡野。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组建了 13 支志
愿服务队，全年定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宣讲、生
态保护、敬老爱老和“讲文明树新风”等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共 300 场次，逐渐形成了“红马甲”志愿服务品牌。
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干干净净迎元宵 热热闹闹
过大年”、北片区职工运动会、“庆五一”文艺汇演等各
类文体活动 32 场次，开展“镇村文化能人培训”3 次，并
为街坊村、河口村配备大鼓、大擦、大锣各 1 个以及秧歌
服 20 套、音响 1 套，方便群众参与公共文化事业。镇上
连续三年来积极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五
美庭院”“道德模
范 ”“ 好 媳 妇 ”

“好婆婆”评选
活 动 ，全 镇
评选先进
典 型 共

689 人，其中汪
家沟村村民田金
娥和峡河村村民
郭建平分别被评为
陕西省级自强励志类
好人和陕西省级见义勇
为类好人，梁富斌被评为
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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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石海涛从西安赶回洛南县四皓街道连
河村上河组，查看春节前种下的荠菜。这些荠菜成
熟后，除了留下育种的荠菜，其余的都将进入蔬菜市
场进行销售。

石海涛是洛南县四皓街道连河村人，今年 38 岁，
常年经营蔬菜批发。有了良好的经销渠道后，石海
涛便开始尝试种植蔬菜，并带动周边村民一同种植
蔬菜增加收入。近几年，他带着周边村民种植的辣
椒销售一直不错，村民们也都有了一定的收入。石
海涛又将种植品类转向了小众品种的蔬菜，而荠菜
就是石海涛看准的品类。石海涛说：“荠菜在我们西
北一带的农家乐很受欢迎，在江浙沪一
带的蔬菜市场上销量也很高。我们这
边的荠菜不同于市场上售卖的大叶荠
菜，更受消费者喜爱。”

石海涛介绍，1月 28日前后，他还在
西安市场忙于蔬菜批发。父亲石占全就
与亲戚及周边村民一起，在连河村上河
组 近 20 亩 冬 季 闲 置 的 土 地 上 种 植 荠
菜。一亩地要撒下 1.5 至 2 公斤荠菜种
子，20 多公斤褐色的荠菜种子撒在土里
肉眼都无法分辨出来。因为天气寒冷，
还需要覆膜，才能保证荠菜的生长。

石占全告诉记者：“正常半公斤荠菜
种子能种 10 亩地，但今年种植的这些种
子多数都是连续三年收购来的陈年荠菜

种子，所以每亩地都撒了接近 2 公斤的种子。”村民楼
丙武也是代塬社区村民，距离连河村比较近，就在这里
帮忙种植荠菜。他表示，随后想跟着一起种植荠菜，让
自家的地充分利用起来增加收入。

石海涛说：“药食两用的蔬菜、野菜在市场还是有
很好的前景的，荠菜、蒲公英、灰条菜等现在都有市场，
就是种植不易。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种子，只能自己
育种。”今年种植的荠菜预计 3月底就能上市，会留下 2
亩地荠菜进行育种，方便明年种植。之后大量种植荠
菜还需要依靠周边村民，他会将荠菜种子发给村民种
植，与村民们签订收购协议。

小野菜成了香饽饽
本报记者 杨 鑫 王孝竹

“老乡啊，这个农膜这样盖起不到它的作用啊，覆
盖不标准的话到时候可达不到效果……”看到农户没
有按照技术指导要求作业，曹昌东心里就着急，当即拿
过农户的锄头现场示范了起来。

春风春雨春意浓，春耕春管正当时。2月 28日，记
者跟随山阳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干部一同来到山阳县
中村镇洛峪沟村、两岭镇刘庄村，随访春季地膜马铃薯
套种情况。眼下，正是开展春耕备种、田间管护等春季
农业生产的好时候，田间地头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劳
作景象。

“为全面做好寒潮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农业生
产安全，我们常常带领专业技术人员来各村的地里看看
大家的田间管理做得怎么样。”山阳县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副主任曹昌东说。据了解，近期马铃薯种子和农用地
膜已经由县农业农村局安排由县农技中心配发给了示
范推广种植马铃薯地膜种植的高坝店镇四个村、中村镇
两个村、两岭镇一个村，专用肥料也在陆续配发中。曹
昌东说：“新年刚过，单位就抽调专技人员下来到村培训
了‘马铃薯+春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要点，目的是规划
好土地全年的种植顺序，有效合理利用土地，发挥种植
效能，保证常规农作物种植的基础上多收一季大豆。”

走进中村镇洛峪沟村，看到农户正在自家地里为
马铃薯种子进行地膜覆盖。“搞好复合种植，实现一
地多收，应抓好选用良种、轮作整地等关键环节，根
据我县生产条件和作物生长发育规律，推广 2.5 米带
宽和 2.7 米带宽的种植模式。”曹昌东介绍，“因为玉
米、马铃薯、大豆三种作物非同期播种，所以一定要

掌握好播种时间。在土壤温度和气温适宜当前作物
播种的前提下，需要适当地早播马铃薯，一般选择在
2 月中下旬播种。”

在洛峪沟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储备仓库内，记者看
到种子、地膜等农资摆放整齐、货量充足，陆陆续续有
农户前来打听了解今年的农资行情。同一时间，两岭
镇刘庄村的农户们也在热火朝天地备耕。“趁着好时
节，赶紧把洋芋种下去，这样产量会高很多。”刘庄村村
民徐荣虎一边弯着腰，一边顺着笔直的沟垄回土，还一
边向记者说，“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现在一亩产
量比以前高得多。”刘庄村是两岭镇马铃薯主产区，这
个片区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马铃薯种植，是马铃薯种
植高产区，也是这里农户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近年来，当地马铃薯品质正逐年提高。正说着，农技人
员刘邦怀和薛博便走到地里拿出卷尺开始测量起了套
种间作的株距和行距。“我量了你种植的行距，一看你
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农，不用尺子都能把距离拿得这么
准。”刘邦怀边说边收起了卷尺。

薛博是农技中心去年刚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虽
然来这里时间不长，但他对刘庄村的气候、地理环境分
析得头头是道：“玉米需要适当晚播，为了减少玉米对
大豆苗期的遮光影响，在进行合理行间距配置的基础
上，在 6 月中上旬则要及时收获马铃薯后抢种大豆。”
料峭春风里，农技人员们现场给种植农户们提出播种
建议和后续套种田间管理措施，帮助农户们进一步做
好防寒防冻工作，减少低温雨雪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
利影响，保障春耕备耕有序推进。

奏响春耕“振兴曲”
本报见习记者 杨若阳

风光旖旎的旬河、沿路而建的别墅式庭院、
整齐漂亮的回马石蚕桑综合体、连片的魔芋种
植基地……在秦岭大山的深处，镇安县庙沟镇
中坪村依靠别样的青山绿水，蹚出了一条乡村
振兴路。

3 月 6 日，中坪村六组回马石公园里，村民
朱纯位带着小孩在悠闲地散步，长石条、鹅卵
石、旬河沙、桑树等这些就地取材的景物点缀
下，再配以绿意盎然的草坪，整个小公园显得大
气漂亮，接地气。公园对面，16 户二层小洋楼一
字排开，楼顶红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朱纯位
的庭院在第三家，他的妻子正在院前小菜园收
拾篱笆。

“我家总共有 5 口人，几年前通过生态移民
搬迁从中坪村一组沟垴上搬到这里来，现在我常
年在县城打工，媳妇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在村
上的小蚕共育工厂挣钱。村里路修好了，家门口
的旬河滩变成了小公园，来游玩的人也多了。”朱
纯位说，“现在农村的日子好过了，出门就是公
园，清澈的旬河穿村而过，以前我们羡慕城里，现
在城里人羡慕我们这青山绿水、悠闲舒适的生
活。”朱纯位说完，抱起两岁的孩子，脸上露出惬
意的笑容，在阳光下更显得灿烂。

说起村里发展的特色产业，同行的中坪村
党支部书记曹承举如数家珍：“沿旬河川道种桑
养蚕一年 200 万元，三胜沟、来望沟中药材和魔
芋基地一年 150 万元，核桃板栗一年 50 万元，
梅花鹿养殖一年 20 万元……”

记者顺着弯曲的山路，来到中坪村 7 组养
蚕大户张银莲的院子，老两口正在修补蚕具、打
扫蚕房，为即将到来的养蚕季忙碌前期工作。

“你看我家门前这些坎边桑和密植桑园，前不久
都进行了杀虫施肥，那是我们农户人家致富的
依靠，得细心照顾。”张银莲介绍，以前养蚕不懂
技术，有时温度控制不好蚕苗孵不出来，有时遇
上连阴雨天管理不善出现大面积僵蚕，自从村
上建了小蚕共育工厂，养蚕就省事多了，只需要
把三龄蚕带回家喂养就行了，平时有技术员上
门服务。这几年，张银莲两口靠勤劳从桑园里
蹚出了一条小康路，每年养三季蚕收入就是上
十万元，有了不小的积蓄后，老两口还帮助孩子
们在县城和西安买了房子。

近年来，中坪村坐拥青山绿水，因地制宜发
展自己的特色产业，蚕蛹、蚕沙、中草药、魔芋、
板栗、核桃、梅花鹿养殖等“土货”越来越多。如
何让中坪村这些好“土货”走出大山，打造成城
里人青睐的产品，真正鼓起群众的“钱袋子”？

“我们不仅通过线下销售，还注册不少商标，通
过村上的农产品直播带货中心把货卖出去。”面
对记者疑问，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驻中坪村第一书记薛联带着记者一行走进了村
里的直播间。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的梅花鹿基地
在山清水秀的庙沟镇中坪村六组，生产的鹿肉品
质好，还有自家产的鹿血酒……”走进直播间，中
坪村监委会主任袁正选正用当地方言展示村上的
系列“土货”。薛联说，这是他们驻村工作队在村
上培养出来的村里第一个直播网红。

“去年建成到现在我直播带货有 15 场了，有
时在直播间，有时在山沟的中草药基地里，或者
旬河边的桑园里，主要是帮助我们农户拓宽线上
销售渠道。虽然直播还不够老练，但好在大家非

常支持，去年我们村通过直播带货和 832 消费平
台销售土特产 100多万元。”袁正选说。

自 2019 年，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
公 司 进 驻 中 坪 村 开 展 帮 扶 以 来 ，协 助 村 上 开
展基层党建，促进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
持 续 稳 定 增 收 等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成 绩 。
去 年 ，面 对 中 坪 村 地 处 大 山 深 处 ，交 通 不 便 ，
销 售 渠 道 不 畅 的 实 际 ，驻 村 工 作 队 积 极 协 助
中 坪 村 经 营 管 理 农 产 品 直 播 带 货 中 心 ，安 排
年轻队员苏瑞对村干部和个别村民进行网络
直 播 带 货 培 训 ，以 网 络 直 播 形 式 把 群 众 种 植
的 核 桃 、板 栗 、鹿 肉 、土 蜜 蜂 等 农 产 品 销 售 出
去 。 村 上 电 商 平 台 的 建 成 后 ，村 副 党 支 部 书
记葛良环、村委会副主任卢金林、村文书党凡
等六人经常在村上网络直播带货平台上小试
牛 刀 ，中 坪 村 土 特 产 销 售 推 广 取 得 了 不 错 成
效，大家直播带货的信心更足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坪村山水资
源丰富，风景迷人，每年春夏秋三季来村上游玩
的人很多，村上正依托旬河两岸山水资源和农
特产优势，加快打造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度
假旅游为一体的特色乡村休闲游，去年已经建
成了秦岭山水乡村回马石示范片区、蚕桑综合
体、农产品直播带货中心，今年正在利用旬河优
质水资源建设黄颡鱼养殖基地。”庙沟镇党委书
记曹锋说，“如今的中坪村，村里主导产业已经
成型，村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村民就业和增收
机会越来越多，庙沟镇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加大力
度支持中坪村走农旅发展的新路子，带动村民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中 坪 村中 坪 村 蹚 出 乡 村 振 兴 路
本报记者 马泽平 见习记者 孙远飞 杨若阳

村民正在播种村民正在播种

△△小学生在蚕小学生在蚕
桑综合体体验养蚕桑综合体体验养蚕
生活生活

◁◁中坪村村干中坪村村干
部工作之余变身农部工作之余变身农
产品带货主播产品带货主播

33月月11日日，，良种天麻产业园良种天麻产业园
内内，，工人正在生产天麻挂面工人正在生产天麻挂面。。

美丽宜居的峦庄镇街坊村美丽宜居的峦庄镇街坊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