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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仲春的滔河畔，百花盛开，春芽吐翠，
生机盎然。3 月 14 日，走进商南县十里坪
镇中棚村的西洋菜产业园项目基地，只见
村民正聚拢在一起聆听村党支部书记陈西
峰讲解西洋菜的功效和作用，以及种植技
巧和销售途径等。

西洋菜俗称水芹菜，是今年十里坪镇
新谋划发展的蔬菜，全镇规划发展 100亩，
目前已在中棚村落实 100 亩。去年，全镇
发展蔬菜面积达到 5400 亩、总收入 5000
万元，菜农户均增收 1300 元。今年，全镇
计划发展 5800亩蔬菜，进一步丰富城乡居
民的“菜篮子”，鼓起群众的“钱袋子”。

“ 今 年 ，我 们 主 要 任 务 概 括 起 来 就
是—— 扎 实 推 进 全 镇 2024 年 度 谋 划 的
小 城 镇 提 升 、菌 类 产 业 园 、西 洋 菜 产 业
园 、槐 树 坪 钒 矿 、楼 房 沟 钒 矿 、供 港 菜 、
冷水鱼、赵白路及环境整治‘八大工程’
建 设 。”十 里 坪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斌 在 镇 党
委会上，给全镇干部下达了一个个决战
决胜的“军令状”。

底气来自自信，自信来自实力。近年
来，十里坪镇围绕“矿业大镇、生态美镇、高
山小镇、红色名镇”特色定位，立足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镇发展机遇，坚持产业为
先、项目为王、效益为本，把加快重大项目
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性举措，整合
资源、挖掘特色、发挥优势，着力推动十里
坪镇全面振兴。

打造蔬菜品牌

走进十里坪镇梁家坟村党群服务中
心，映入眼帘的是由一层层编织袋垒起来
的“小山”，这是今年供港蔬菜的土豆种子
和有机肥料等。“去年，村里有 35 户群众
种植供港蔬菜，户均增收 2000 元。在家
门口就有钱可赚，这对老百姓来说还是相
当不错的。”梁家坟村党支部书记孙俊说。

去年以来，十里坪镇建成商洛市首家
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在辖区 6 个村发展集
体经济，规模化种植土豆、包菜、白萝卜等

高山蔬菜。今年，全镇计划在发展 2700
亩蔬菜的基础上，建设高标准基地 1200
亩，继续实行春种土豆、夏种菜（包菜、白
萝卜）轮茬种植，同时完成基地周边相关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万亩以上规模。

十里坪镇坚持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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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通过政府补助和企业保底收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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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全镇将为粤港
澳大湾区供给主要蔬菜品类 4 万吨以上，
年产值超 1 亿元，带动 3000 多名群众就近
就业。”十里坪镇党委书记王斌说。

发展现代渔业

3 月 18 日，在十里坪社区阳坡组的养
鱼场，负责人朱格进正在组织工人对养鱼
池进行放水、蓄水清洗、消毒、晾晒，完成之
后再蓄水，放置一周后就能再次投放鱼苗。

该养鱼场是由商南县瑞诚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一期、二期累计投
入资金 1200万元，建成流水养鱼池和沉淀
池共计 29 个，投产鱼类有三文鱼和鲟鱼，
年产商品冷水鱼 10 万公斤。目前，三期工
程正在建设中，包含 10 个流水池和 10 个
孵化池，预计今年 10 月建成。项目通过提
供临时务工的方式，带动周边 60 多人就近
就业，人均月收入 2500元。

十里坪镇位于滔河流域上游，山间溪
流众多，特别适合冷水鱼养殖。目前，十
里坪镇冷水鱼养殖的主要品种包括鲑鳟
鱼、鲟鱼、三文鱼等，养殖企业有 6 家，养
殖水面近 3 万平方米，年产三文鱼、中华

鲟等冷水鱼 500 多吨，总产值 3000 多万
元。企业通过以销定产、以销促产、以销
稳产，形成了从产地到餐桌直销对接，提
供就业岗位 100 个。

“我们以优质冷水资源为招引焦点，吸
引商南县瑞城农业有限公司、十堰格瑞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商南县黑龙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商南县晓宇伊园生态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按照建设标准化、管
理规范化、技术前沿化、产品高端化、营销
多样化、产业品牌化的‘六化’理念，积极在
滔河流域发展渔业养殖，力争将滔河流域
建设成集水产养殖、产品深加工、休闲渔
业、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现代渔业综合示范
园区。”十里坪镇镇长吕琨说。

扩大茶叶规模

春季是一年中富硒茶生产的关键季
节，是茶园管理的黄金时期，是茶叶生产增
值、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时期。3月 14日，
在十里坪镇红岩村龙凤山茶叶合作社，负
责人杨兴林正在指导工人进行施肥、浅耕、
除草、剪枝等春季管护。

说起红岩村的富硒茶，就不得不提到
该村的包扶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
地质调查中心。2018 年起，包扶单位集中
在红岩村开展特色土地资源调查，采集各
类样品 120 件，根据技术标准文件圈定富
硒土地 5700 多亩。通过岩石地球化学调
查显示：红岩村富硒土地为“有根之土”。

“红岩村生产的茶叶含天然富硒，具有
抗衰老、防癌、抗辐射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等
保健价值。针对生态富硒这一独特的品质
和发展优势，红岩村在对原有 400 亩茶园
加强科学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高端
黄茶 200 亩，将为当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十里坪镇包抓红岩村的干
部谢鹏说。

目前，全镇发展茶园 1.7 万多亩，兴建
李家湾雨山茶叶基地、马王沟千亩生态茶
园、红岩富硒生态产业园区等规模茶叶基
地 3 个，打造秦岭老家、雨山泉茗、十里红

岩、时兴铭品农产品电商品牌 4 个，通过线
上线下实现年销售额 3000 万元，为带动
全镇百姓富裕注入了强劲动力。

做强工业经济

十里坪镇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有钒、
米黄玉、瓦板石、重晶石等，均以储量大、
品质优受到青睐。十里坪镇坚持绿色循
环发展理念，立足辖区丰富的钒矿资源，
全面吸纳以陕西秦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马越矿业有限公司等为主的实力企
业入驻，加快推进红岩村槐树坪、十里坪
社区楼房沟等地的钒矿项目建设，集中力
量建设矿点集中、链条完善、网格疏通的
矿产开发经济带，促使其成为全镇工业经
济新的增长极。

“为加快我镇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确保
重大项目早日开工投产，镇上及时成立陕
西山金矿业楼房沟钒矿项目推进专班，实
行周汇报、月评比、季观摩、年考核制度，全
力为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刚刚我
们才开了本周的碰头会，了解企业困难，帮
助解决问题。”3 月 15 日，十里坪镇楼房沟
钒矿项目专班副组长王汉蒙说。

楼房沟五氧化二钒生产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位于十里坪社区楼房沟，一期将
完成采矿、选矿、污水处理、尾矿库及生产、
生活辅助设施 5 个系统建设，采用氧化矿
与原生矿配矿制砖，进入隧道窑中通过原
生矿自身热值焙烧，建设年产 5000 吨五
氧化二钒生产线 4 条，日处理矿石 2000
吨，年产精钒 5000 吨；二期建设规模与一
期相同，可实现年处理原矿 132 万吨，年产
五氧化二钒 1 万吨，年产值约 10 亿元、年
利税 1亿多元。

楼房沟项目负责人李振川说：“目前，
项目已完成了土地、林地手续报批，启动了
工程勘察、生活区建设，正在进行矿山道
路、矿区外水源建设及探矿建设。未来项
目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13.6 亿元、利
税 1.58亿元，提供 939个就业岗位，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突 出 资 源 优 势 蹚 出 强 镇 新 路
本报通讯员 张 英

3月29日，走进位于洛南县柏峪寺镇茶房村的秦洲惠达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羊肚菌种植基地，只见一朵朵个大饱满的羊肚菌
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民们拿着小刀穿梭于菌垄间，小心翼翼地
将鲜嫩的羊肚菌收割下来，脸上难掩丰收的喜悦。

“羊肚菌是去年11月下种，目前发展了60多个大棚、共80亩，
现在已经开始采收，主要通过订单式销售。从长势来看，1亩地估
计可以采收500公斤。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亩产值大概四五万
元。”合作社负责人李卓说。

羊肚菌有“菌中之王”的美誉，种植时间一般是每年的11月下
旬至 12月上旬，在第二年 2月至 3月出菇。羊肚菌对海拔、气温、
土壤和水源要求很高，茶房村正好满足羊肚菌的生长条件。

“在家闲着，就到基地来干活，可以赚点钱补贴家用，一天有90
块钱收入。”村民李秋芳笑着说。

据悉，羊肚菌基地每年能够有效带动群众就业 15人左右，实
现人均年增收 1万元左右。

“人工种植的羊肚菌周期短、经济效益好、市场价值可观。我
们将带着更多农户一起干，让更多的村民走上致富路。”李卓表示。

羊肚菌迎丰收

群众采收忙
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

3月12日，镇安县木王镇长坪村蜜环菌
扶贫工厂热闹非凡，院内摆满了整齐的瓶子，
里面装的是群众栽培天麻、猪苓的必需品——
蜜环菌。

近年来，木王镇依托森林资源丰富的生
态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而蜜环菌是天
麻、猪苓等中药材栽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共
生菌，其依靠分解木材中的纤维素、木质素获
得营养，再作为“桥梁”将这些营养输送给天
麻，从而促进天麻生长，两者可谓是“天作之
合”。长坪村党支部书记李京朗抓住机遇，成
立蜜环菌扶贫工厂，为全镇中药材种植保驾
护航。作为蜜环菌扶贫工厂的技术指导人员，
李京朗每年自费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学习交流，充分掌握蜜环菌生
产、加工等核心技术后，指导村民制作蜜环菌。

2023年，蜜环菌扶贫工厂生产蜜环菌6
万多瓶，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3万元。“我每年
都在扶贫工厂干活，从年初开始干到5月初。
下半年从 9月上班到年底，能挣 1万多元。
在家门口打工，既能挣钱，也能照顾家，真的
很方便。”长坪村村民高昌春说。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深入推进，越来越
多的村民需要蜜环菌来发展天麻、猪苓。以
前每年需要3万瓶，去年需要6万瓶，农户需
求多了，我们也适时扩大生产规模。今年计划加工蜜环菌10万瓶。
随着规模的扩大，务工人员也从以前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20多人。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年能够增收 5000多元。我的效益也
逐年提高，今年预计增收 10万多元。”李京朗高兴地说。

随着蜜环菌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中药材。
长坪村现有 50户群众发展天麻 400亩、78户群众发展猪苓 6200
窝，户均年增收4000元，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都得益于蜜环菌的
生产、加工。

李京朗表示，长坪村将在特色农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着力生
产天麻片、天麻酒等，不断延长产业链、更新技术，让群众用最简单
的方法种植，实现稳产增收。

蜜
环
菌
成
富
民
新
产
业

本
报
通
讯
员

陈
乾
宝

陈
雲
霄

3月7日，丹凤县绿土地农林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抓住气温
回升、春季植树的有利时机，在商镇张村苗圃安排40多名村民
运送苗木。据了解，这些苗木被运往西安蓝田等地，将为秦岭
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和水土保持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通讯员 郑志财 摄）

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4年 4月 26日 10
时至 4 月 27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com/0914/02）公开拍卖位
于商洛市江滨北路北侧，商洛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
南侧 1020.2 平方米（折合 1.53 亩）商住综合用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地面积：382.65 平方米，住宅
用地面积：637.55 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商洛国用

（2013）第 040 号）。详情请在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查询。

法院咨询电话：18192552088 （敬法官）
法院联系地址：商洛市商州区向阳路

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
2024年3月26日

拍卖公告

春茶吐新绿，采摘正当时。连日来，
随着气温逐渐回暖，镇安县象园茶吐露
新芽，陆续迎来采摘期，茶农们抢抓时令
和晴好天气，抢采今年的“鲜”茶。

3 月 29 日，记者走进镇安县达仁镇
象园村，只见一畦畦郁郁葱葱的茶树紧
密相连，仿佛绿色的绸带铺满山间。茶
农穿梭在茶树间，忙着采摘刚刚冒出新
绿的明前茶。

“我们这里是商洛种茶历史最久远
的地方，自清朝早期刘氏家族从安徽迁
播第一棵茶树起，距今已有近 400 年历
史。”达仁镇党委书记马泽博说，在群众
接续努力下，达仁镇已建成茶园 8.2 万
亩，年产干茶 280吨、产值超 1.5亿元，茶
产业已成为全镇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
强、受益面最大的富民产业。

茶园里，七八名村民正在采摘新

鲜的芽叶。“今年的茶长势不错，品质
也好。我每天采五六斤鲜芽，一天能
挣 200 块钱左右。”象园村二组村民舒
玉芳一边采茶，一边高兴地说，“每年
到了采茶季，我都能在家门口挣些钱
补贴家用。”

只见舒玉芳灵巧的指尖在新芽丛
中上下飞舞，捏、提、放……不一会儿，
挎在身上的竹篓里就铺满了厚厚一层
嫩绿的茶芽。

达仁镇农光村二组村民王安芳笑着
说：“采茶是按斤计价，采得多赚得多，就
看谁手快呢。”

“我们的采茶工，除了本地村民，还
有从大坪镇、米粮镇过来的人，基本上
每人一天能采 4 斤左右，一斤鲜叶按 30
块钱计价。”正在查看茶园茶树长势的
镇安县绿晟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刘丹说。

在绿晟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象园村
一组村民黄显军正在安排工人将刚采回
来的鲜叶摊开晾晒。黄显军是公司加工
车间的一名管理人员，每年 3 月至 6 月，
是他最繁忙的时候。

“今年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十年，

我每年都在这儿干 3 个月，每个月平均
能挣 1 万多块钱。”黄显军高兴地说，他
家里也种了 15 亩的茶，这些年他家依
靠茶叶增加了不少收入，生活也过得越
来越好了。

“我们公司现有茶园面积 1360 亩，
带动群众 100 户，每年生产干茶 14 吨，
年产值 580 万元以上。”刘丹说，今后将
加强茶园科管，提高茶叶品质，带动更多
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我们坚持将茶产业作为富
民强镇的首位产业，着力在扩规模、强管
理、提品质、育龙头、创品牌、促融合上下
功夫，达仁镇、象园村分别被命名为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示范村，象园茶被评
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达仁镇也
于去年成功获批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马泽博说。

采访中，记者恰好遇上前来达仁镇
检查象园茶采摘情况的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洪亮。洪亮说：“镇安象园茶是典型
的生态高山茶，具有汤色绿亮、栗香味
浓、滋味鲜醇、回甘持久、口感好、耐冲泡
等特点，深受消费者欢迎，是商洛茶产业
的一张亮丽名片。”

达仁镇春达仁镇春茶抢茶抢““鲜鲜””开采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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