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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5 月 10 日，在山阳县延坪镇西河村连翘
茶加工厂，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紧张
地进行着摇青、杀青、揉捻、成型、烘干……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片片不起眼的连翘叶
瞬间变成一筐筐新型茶叶，散发着阵阵茶香。

“炒茶可不简单啊！将新鲜的连翘叶制
成绿茶，需要 6 道工序。”一位炒茶师傅介
绍，“新鲜的连翘叶放入杀青机器去除部分
水分，然后放到风选机进行筛选，再经过揉
捻、炒干、压缩成型。烘焙后，连翘绿茶才算
炒制完成。7 斤鲜叶能出 1 斤干茶，一次能

出 15 斤 连 翘 茶 叶 。 目
前 ，第 一 批 连 翘 茶 已 上
市，销量不错。”

据介绍，西河村连翘
加工厂于今年年初建成
投用，全名为山阳县泉兴
茶叶有限公司，是当地首
家连翘茶叶加工厂，在茶
厂干活的工人大多是周
边村民。

去 年 ，山 阳 县 延 坪
镇 瞄 准 连 翘 产 业 ，在 培
育 专 业 合 作 社 、逐 步 扩
大 规 模 的 同 时 ，积 极 引
进 客 商 在 境 内 开 办 茶
厂，开发新型茶叶，进一
步壮大连翘种植加工产
业 ，走 出 了 一 条 连 翘 产
业提档升级的新路子。

“自从连翘茶厂建起来，我就在这里打
工，每天能收入 100 多块钱。”55 岁的村民刘
仁春原先一直在家务农，年初经人介绍到茶
厂上班，每个月有了固定收入。

茶厂的落地，让部分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
务工增收。目前，公司有长期工人7人、短期工
人3人，主要从事茶叶制作、基地管护等工作。

西河村大规模发展连翘产业还得从 6 年
前说起。当时，为了扩大种植规模，村上种植
的连翘苗都引用外地种苗，后来发现外地种
苗到本地后“水土不服”，只成活不结果。吸

取教训后，西河村开始尝试移栽本地野生连
翘，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经过几年的发展，村
上连翘种植面积达到 4000 多亩，给当地群
众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连翘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
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传统中药
材，连翘价值还有没有可深入挖掘的空间？
延坪镇一直在探索。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2023 年，延坪镇敲
定了发展连翘茶产业，决定让连翘叶变废为
宝。很快，在苏陕协作资金项目的支持下，投
资 1000 万元的山阳县泉兴茶叶有限公司于
今年年初建成，公司采用“支部+基地+农户”
的方式运营。茶厂的顺利落地，让当地的连
翘产业也迎来了转型升级、链式发展的机
遇。原本无人问津的连翘叶，如今成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连翘浑身是宝，以前老百姓只采收连翘
果，叶子基本成了废弃物。”西河村党支部书
记杨善民说，“连翘青叶可以做药茶，连翘茶
在民间也有‘长寿茶’‘延年翘’的美誉，市场
前景十分可观。”

杨善民介绍，去年春天，他和西河村其他
“两委”成员曾到种植经验丰富的河南省卢氏
县连翘加工厂参观学习，品尝了那里的连翘
茶，觉得口感清甜，这让他对村上发展连翘茶
产业充满了信心。目前，西河村正在申请连
翘茶商标，着力打造地域特色品牌，进一步提
升市场竞争力。

随着连翘茶走俏，连翘叶成为拓宽群众

增收的新渠道。“白天，我上山采叶子，晚上在
家门口就能卖钱。”西河村村民朱仁霞说，“按
照连翘叶收购价 1斤 15元钱计算，1个月下来
我能采400多斤，收入在6000元左右。”

“按照以往的行情，到了七八月份，连翘
果成熟后，果实收购能带动本村 60 多户农户
增收，实现户均增收 1.5 万元。从目前发展
势头看，连翘茶产业将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
11.5 万元。”谈起加工厂的收益，杨善民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连翘产业是兼具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
绿色产业，果、叶、根均可入药。“连翘产业发
展潜力大，这几年市场价格不错，如今叶子又
可以加工成连翘茶，发展好了，会带来很好的
经济效益。”说起连翘产业发展，延坪镇镇长
邢建锋说，规模化种植的西河基地，三四月份
连翘花竞相开放，整个山谷泛着金黄，美不胜
收；八九月份果实收获，整个山谷一片繁忙，
实现了“春赏花、夏品茶、秋摘果”生态价值与
经济价值双提升的目标。

“延坪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未来将在发展
中药材产业上寻找新的突破口，积极打造示
范基地，培育壮大合作社规模，把更多的农户
绑在产业链上，实现带动农民、连接市场、引
领发展的格局。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会持
续扩大连翘、猪苓、五味子种植规模，通过中
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及农旅研学，不断延伸
药材经济产业链，让医药健康和产业发展、文
化旅游相结合，有效带动全镇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邢建锋说。

延坪镇：延伸产业链 致富路更宽
本报记者 张 英 通讯员 张玉玲

营房村是洛南的西南门户，
商州入洛南的第一村，邻近城区、
交通便捷，红色底蕴深厚。去年
以来，营房村充分学习借鉴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厚植红色底蕴，
提升山水价值，培育新兴业态，树
立文明新风，不断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热 土 现 活 力 。 营 房 村 因
1946 年蓝洛支队在当地阎山战
斗中驻扎而得名，被誉为“红色营
房”，村内至今仍保留着闫山战斗
旧址，流传着红色经典故事。近
年来，村上抓住“千万工程”示范
村建设契机，立足山水生态禀赋，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红色家底
保护、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弘
扬”上开展变革型实践，精心规划

“十里长廊第一站”5 大板块，让
营房重新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活
力，吹响了“千万工程”示范建设
的嘹亮号角。

山水增颜色。营房村聚焦
环 境 卫 生 提 升 ，全 村 改 厕 245
个，实现户户全覆盖；沿胡河两
岸 3.5 公里栽植苗木 2200 株，在
242 国道沿线迎坡面栽植连翘 7
万 多 株 ，成 为 沿 线 一 道 亮 丽 风
景。建立生态环境整治常态化
机制，围绕扫干净、摆整齐、树形
象要求，坚持每周一、三、五全民
清扫和二、四、六环卫员保洁，实
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落实河
长制、林长制，让村后山更青、门前水更绿，彰显山水
灵动之美，进一步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化为金山
银山“好价值”。

新业态促增收。营房村以十里长廊休闲度假区建
设为抓手，采用“村集体经济领办+招资企业投资+村
民自愿参与”模式，投资 650 万元，建成“亲水长廊、白
杨乐园、飘香田园、农家客栈、红色足迹”游、娱、吃、住、
学 5 大休闲板块，积极培育农旅融合业态。在沿河两
岸，村民新建农家乐 3 家、民宿 3 家，修建凉亭摊点 47
个，“五一”假期游客火爆，5 天接待游客 8000 多人次，
综合旅游收入 30 万元，全年日平均接待游客 800 多人
次，带动全村 35户群众户均增收 1.2万元，村集体经济
年增收 15万元。

机制育新风。营房村建立红白喜事报备机制，群
众过事必须向村“两委”会提前报备。建立过事提前介
入机制，群众过事村“两委”会提前介入，村红白理事会
全程指导监督。建立设宴请客定标机制，过事宴请不
超过 10 桌，每桌宴席不超过 160 元，亲戚朋友随礼原
则上不超过 60 元。建立“五美家庭”评选机制，秉承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原则，村党支部每季度开展
“五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坚持实行
“一约四会”“四议两公开”等制度，设立“道德银行”“红
黑榜”等，破除厚葬薄养、天价彩礼、随礼泛滥、建房攀
比 4 种陋习，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倡树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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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和屋后，干净又整洁。垃圾要分类，
环境更美丽……”5月 13日，笔者走进丹凤县
商镇，发现在每个村的宣传栏、公示墙上，随处
可见这样朗朗上口又接地气的村规民约。

“把村规民约写在墙上，就等于给村民心
中树起了一把尺子，村民的言行举止就有了
依据，会时刻以村规民约要求自己。”东峰村
党支部书记巩迎军说。

为制定出一份村民打心里认同的村规民
约，商镇通过召开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入户走
访、线上调查等多种方式，收集村民的意见建
议，将环境治理、邻里关系、移风易俗等与村
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在执行过
程中，请村民畅谈感想，结合村情民意不断进
行完善，同时设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最终形成一整套好用、愿用、
管用的制度体系。

“刚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觉得管得太宽
了，连人扔垃圾也要管。”说起村规民约刚刚
推行时自己的态度，村民张姣逢有些不好意
思，“后来，村干部经常到我家一边帮我干活，
一边给我讲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我的想
法就变了。现在，我不仅能把自己家的院子

收拾干净，不乱扔垃圾，看到别人乱扔垃圾，
我还会上前劝阻。”

在村规民约推行过程中，为发挥好其在
乡村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让文明成果惠及广
大群众，商镇发动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
党员、退休老干部，通过入户走访、乡音党课、
民情议事会等方式，面对面帮助群众读懂并
理解村规民约，教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观念，

自觉培育文明乡风。
商镇还定期对积极参与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维护邻里关系、主动践行移风易俗等方面
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利用身边人、身边事的影
响力，大力开展厚葬薄养、高价彩礼、人情攀比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不断激发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文明建设的
热情，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商 镇 ：文 明 乡 风 润 民 心
本报通讯员 辛 妍 李星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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