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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在镇安县木王镇坪胜村，一片繁忙
又充满喜悦的景象在希望的田野上呈现。为了让
产业振兴在坪胜村落地生根，规避单一作物种植
带来的风险，坪胜村实行分组种植不同的中药材，
坚持“一组一特色”，这样既能避免市场波动影响
群众产业发展积极性，也能让群众稳定增收。在
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村党支部、村委会的
精心指导下，坪胜村八组群众的猪苓喜获丰收。
2024 年，坪胜村八组 40 户种植猪苓，户均收猪苓
250公斤，户均增收 1万元。

坪胜村党支部书记马云明介绍说：“为了发展
猪苓种植，让群众真正尝到猪苓种植的‘甜头’，我
们邀请了县特产中心的专家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
和指导，并请镇上的科技特派员李京朗到田间地
头进行‘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帮助群众掌
握猪苓种植的技术要领。同时，我们还积极争取
资金，为村民提供化肥、种子等优质的生产资料。”

“2020 年，我购买了 500 公斤猪苓种子，今年
能挖猪苓 1 万多公斤，加之今年猪苓的收购价格
又特别好，一公斤能卖 46 元，保守估计能卖 40 多
万元。猪苓收成能有这么好，都是镇村干部的功
劳，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八组组长向宗全开心地说。

“看着群众脸上的笑容，我们镇村干部也十分喜悦。我们将继续
加大对坪胜村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的产业发展项目落地见效，让群
众看到发展的希望、感受发展的成效、享受发展的红利。我们也鼓励
村民继续努力，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木王镇党委副书记王飞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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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清早，柞水县下梁镇新合村党支部书记张
文点和两名村干部带着村民来到县人社局大厅，问工
作人员丁书记的办公室位置。工作人员正欲询问事
由，只见新合村村民刘承明双手捧着一面锦旗，金黄色
的大字“为民办事关怀备至 替民排忧情深似海”在晨
光中闪着光辉。

他们口中所说的丁书记是柞水县人社局干部丁韬，
2021 年 9 月被派驻到新合村担任第一书记，因工作调
整，2024 年 2 月底回到单位。据了解，丁韬在驻村工作
期间先后被评为 2022年度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先进个人、
全县优秀第一书记。

“新合村距县城 9 公里，总面积 30 平方公里，下辖 7
个村民小组，共有 412 户 1412 人。”对于新合村的基本情
况，丁韬了然于胸。到新合村后，他坚持吃在村、住在村、
干在村，看着村子近 3年的变化，丁韬感触颇深。

村庄新貌成风景

“现在的路宽了，自家的房子敞亮了，门前还有一块
小菜地，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都不敢想！”谈到村里环
境的变化，二组村民刘承明喜上眉梢。

2022 年，刘承明在新合村实施“五抓五改五提升”行
动中，率先将自己屋前破矮的旱厕和杂物间推倒重建，把
房子整体翻新，领了村集体“以奖代补”的补助金 6000
元，硬是把几间破土房变成小洋楼。

房屋升级、厕所改造只是新合村改善人居环境的一
个小实例。近年来，新合村借助县上建设秦岭山水乡村
重要契机，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累计争取各类资金 1300
多万元，安装路灯 350盏、安全护栏 1200 米，修建便民桥
11 座，建成小游园 3 个，硬化通组路 9.2 公里，提升民居
85 户，改建农村厕所 125 个，逐步实现从“全域整治”向

“全域美丽”的蜕变。新合村 2022 年被评为全市农村环
境整治示范村。

一条条宽阔的村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让夜行的群
众、留守老人安全感满满。随着乡村振兴项目有序推进，
村里的配套设施有了显著提升，干群共建共治共享的浓
厚氛围也在新合村悄然形成。

产业发展带民富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想带领群众发家致富，
基础设施是硬件，产业帮扶是重点。

“现在的药材种植既有技术指导，又不愁销路，在家
门口能妥妥赚到钱。”今年 56 岁的吴昌信指着自己的药
材种植基地说道。

吴昌信现在是村里的药材种植大户，种植玄参、猪苓等
药材15亩，亩产效益3000多元，一年下来能挣5万多元。

说到药材种植，新合村以前都是散种户，各忙各
的。没有技术指导，再加上销路不通，一年挣不到几个
钱。为了改变现状，丁韬和村“两委”商议决定，由村集
体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动与柞水世纪生态有限公
司合作，公司免费提供药材种子、技术指导和药材销

路，农户可以安心种植。如今，村上有药材种植户 110
户，实现年收入 150 万元。

木耳作为柞水县的首位产业，新合村在这方面也不
甘落后。面对新合村土地稀少、群众种植木耳积极性不
高的问题，丁韬探索出村民自己出一点、村集体垫一点、
包村干部捐一点、包扶单位补一点、政府奖励一点的“五
个一点”木耳种植模式，使木耳种植由起初 30 万袋增长
到 2023年的 62万袋。

与此同时，村集体扶持壮大利众、百耀、秦珍等 6 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出高垣红粮食酒、康玉葛根粉、星
汉蜜源蜂蜜等品牌，建成全市最大的木耳特色农产品大
卖场、一座 100 千瓦光伏电站、一个占地 8 亩的淡水鱼养
殖基地，形成了互补的小型产业链，让产业发展真正成为
当地群众的“摇钱树”。

幸福生活有盼头

“现在终于有手机信号了，能和家里老人随时通话
了，真是方便了很多，这要多亏丁书记和村干部。”新合村
六组村民李道应高兴地说。

当初丁韬在入户走访时，很多村民反映该村的五、
六、七组移动端“三网”都不通，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和家里
老人联系很不方便。村上也找过电信、移动、联动 3家公
司，都由于这里住户分散、用户少、维护成本高等原因，最
终还是落空了。

在了解现实难题后，丁韬和村“两委”商议后，向镇
上、县上汇报了情况。经多方努力，2023年 10月，这 3个
村民小组通了联通手机信号，实现了全村网络全覆盖。

“这一件件看似小事，其实是一桩桩关乎民生和民心
的大事。这些年，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振兴工作谋划和资
金争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丁书记驻村这几年，
赶上了国家好政策，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村里变化太
大了！”张文点说起村里的变化，感慨万千。

时下正值暮春时节，走进新合村，干净的马路、别致
的房舍、绿油油的菜园，休闲广场、小公园、健身器材等设
施也一应俱全……村容美了，设施全了，生活好了，这一
点一滴老百姓看在眼里，也烙在了丁韬的心里。

村 美 业 兴 群 众 乐
本报通讯员 詹诗涛

连翘花是我市的市花，连翘更是一种颜值与价值并存的
农业产业。“连翘花好看，一年还让我多挣 1 万多元钱，这四
五年里，我家种了 10 多亩连翘了。”韩峪川村种植户苏小云
高兴地说。

4月 8日，商州区牧护关镇首届连翘花观赏节在韩峪川村开
幕。活动现场，省科技厅授予林联公司“陕西省商州连翘科技示
范基地”，陕西中医药大学向韩峪川村委会和林联公司授予“生
态种植连翘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为促进连翘中药材产业提
质增效，陕西中医药大学与韩峪川村签订了打造连翘生态种植
示范基地协议，医药企业与种植户签订购销协议，相关专家现场
还为种植户指导连翘种植技术要点。

牧护关镇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为连翘等中药材的生长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加大对连翘产业的扶持力度，

实现了从种植、采收、销售到加工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延长了中
药材的产业链。

牧护关镇党委书记郭利军告诉记者：“近年来，牧护关镇大
力发展以连翘为主的中药材产业，共发展连翘 2万多亩，产值上
亿元。我们将持续扩大连翘种植规模，招引优质企业延伸连翘
产业链，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有 颜 值 更 有 价 值有 颜 值 更 有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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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花海连翘花海

专家现场指导专家现场指导

丁韬丁韬（（中中））入户察看新合入户察看新合
村重点监测户日常生活情况村重点监测户日常生活情况

汉服美女与连翘花成了焦点汉服美女与连翘花成了焦点

精彩的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演出

药材展览吸引了众多种植户和当地村民药材展览吸引了众多种植户和当地村民

村民在自家小院晾晒猪苓村民在自家小院晾晒猪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