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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整洁的水泥道路、干
净美观的临河步道、精致美丽
的口袋公园，一个个民族特色
鲜明的雕塑矗立在街边，树木
绿荫如盖，广场、商超点缀其
间，走在镇安县茅坪回族镇镇
区，眼前所见所闻让人耳目一
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路通
景美，产业兴旺，美好变化处处
可感可及。

“集镇现在建设的是越来
越好了，虽然说是住在乡镇，但
是跟城里区别不大，商场、饭
店、公园等设施样样俱全，我们
生活在这里感觉越来越舒心，
这要感谢茅坪回族镇党委、政
府替我们老百姓着想，为咱群
众办好事！”徐赐芳开心地说，
作为集镇上的一名老住户，对
于镇区的每一丝变化，她是看
在眼里、乐在心里。

徐赐芳的一番话，道出了
茅 坪 回 族 镇 群 众 的 共 同 心
声。近年来，茅坪回族镇把完
善集镇功能作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先手棋”，围绕建设“秦
岭回族首镇”目标，分别从集
镇道路改造提升、街道绿化亮
化美化提升、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 等 方 面 入 手 ，创 新 管 理 机
制，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综合
治理，不断提升小城镇建设品
位，让镇容镇貌更加亮丽、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茅坪回族镇针对集镇存在的配套设施不健全、环
境 卫 生 脏 乱 差 、日 常 管 理 不 到 位 等 问 题 ，按 照“ 清 理
死角、微型改造、补齐短板、规范干净”的理念，依托
北阳山、湖北关、茅坪水库等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优
势 ，因 地 制 宜 规 划 建 设 以 茅 坪 集 镇 为 核 心 ，以 湖 北
关、茅坪水库、集镇门户区 3 个片区为支撑，集旅游、
康 养 、商 贸 为 一 体 的“ 一 核 心 三 片 区 ”民 族 特 色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集 镇 ，为 加 快 集 镇 建 设 步 伐 绘 就 蓝 图 。 同
时 ，坚 持 把 完 善 集 镇 功 能 配 套 放 在 优 化 提 升 集 镇 建
设的突出位置，改造提升群众休闲广场 1 个，改造公
厕 1 个，治理油返沙街面 300 平方米，配备群众活动
设 施 2 处 ，修 建 人 行 步 道 600 米 ，安 装 塑 木 护 栏 300
米，就地改造微型小景观、小口袋公园 3 个，通过逐步
完 善 集 镇 功 能 配 套 设 施 ，有 效 提 升 了 集 镇 承 载 能 力
和服务水平。

基础设施的配套不仅为老百姓提供了宜居美好的生
活环境，也将带来更多的人流、物流，从而助推乡村振兴
全面发展。

在逐步完善集镇功能设施的基础上，茅坪回族镇
针对集镇长期存在的脏、乱、差、堵等问题，下大力气
进行集中整治，由全体干部分片包干，带动群众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80 余次，共参与人数累计达 1000
余人，清理生活垃圾 50 余吨，清理村内河道沟渠 23.3
公里，拆除废弃厕所、杂物棚、危旧房屋 30 余间，开展
群众会、院落会 35 次，形成干群一心齐抓共建的良好
氛围。在商户管理方面，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工作责
任制，规范摊位经营，开展“最美商铺”评选活动，对履
行较好的商铺店家，颁发流动红旗，激发广大商铺的
文明意识、卫生意识，有效提高全体居民参与镇区管
理的主人翁意识；在集镇秩序方面，成立志愿监督队，
义务开展环境卫生督导，引导商贩有序摆摊经营，推
动集镇市场干净、整洁、有序。

“集镇建设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重要性
不可忽略。”茅坪回族镇副镇长刘博说，“今年，我们
又争取资金 200 万元，用来修复集镇破损路面、硬化
整治巷道、新建垃圾转运站及补栽绿化树木，通过实
施集镇硬化、净化、亮化、美化、绿化工程，进一步优
化 集 镇 布 局 、完 善 集 镇 功 能 ，推 动 从 一 片 美 向 整 体
美 、从 外 在 美 向 内 在 美 、从 环 境 美 向 发 展 美 、从 一 时
美 向 持 久 美 的 升 级 ，最 终 实 现 以 镇 带 村 、镇 村 联 动 ，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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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六月天,满载希望丰收季。6
月 7 日，洛南县古城镇第三届西瓜节暨农特
产品展销活动在古城镇宁农瓜果产业园拉
开帷幕，喜获丰收的瓜农们迎来了属于自己
的狂欢季。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瓜香四溢，各个品
种的西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购买西
瓜。热情好客的瓜农将西瓜切块，供大家品
尝，甜甜的西瓜不仅吃进游客嘴里，更是暖
在瓜农的心坎上。

除了免费品尝西瓜活动，在现场，蒙眼
吃瓜、西瓜猜重、运西瓜、西瓜套圈……一个
个以西瓜为“主角”的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瓜农张亚峰、李江洪、王军因种植的西瓜品
质好，在西瓜节上荣获“最美瓜农”称号，他
们的西瓜摊位也备受游客关注。

在张亚峰的温室大棚内，他种植的西瓜
浑圆饱满，挂满瓜藤，让人垂涎欲滴。张亚
峰指着架子上的西瓜介绍，他种植的 200 亩

西瓜，全部使用温室大棚，这样的西瓜不仅
产量高，瓜皮薄，肉质甜脆，而且能提前上
市，错开西瓜收获集中期，提升产值。

“我们种植的横溪西瓜知名度和影
响力大增，短短半天时间就卖出了数
千 斤 。”看 着 一 车 车 圆 滚 滚 的 西 瓜 瞬
间 被 一 抢 而 空 ，洛 南 县 宁 农 瓜 果 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江洪擦着汗水激
动地说。

洛南县宁农瓜果产业园是苏陕协
作项目之一，2020 年，为了帮助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对口
帮扶洛南县联络组立足两地资源优势，

在洛南县古城镇试种横溪小西瓜，李江洪
成为第一批“尝鲜”的农户。

“以前我们这里以种植本地大西瓜为
主，产值低、口感也不太好，现在引进了横溪
小西瓜，皮薄糖度高，产值翻了好几倍！”李
江洪说，除了引进优质西瓜品种，江宁区对
口帮扶洛南县联络组还帮助他们解决了西
瓜“水土不服”和产品销路问题。

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如今出产的横溪
小西瓜已经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宁
农瓜果产业园内的西瓜种植面积有 600 亩，
不仅带动了古城镇村民就业，还吸引了很多
外镇村民加入其中。

“一个棚能收益 6000 多元，西瓜真正让
我的生活变得和蜜一样甜。”瓜农胡平边搬
运西瓜边说，他在宁农瓜果产业园种植西瓜
已经三个年头了。

“每年西瓜都供不应求，一到成熟季，本
地的超市和水果店就过来抢购。”胡平说。

除了洛南瓜农在这里实现了致富，古城
镇周围的村民也通过在产业园务工过上了
好日子。

今年 63 岁的严康焕家住寺坡街道，今
年是她在宁农瓜果产业园上班的第三年。

“ 一 小 时 8 元 ，一 个 月 随 随 便 便 收 入

2000 元。”严康焕笑着说，手上却不闲着，麻
利地包装着一个个精挑细选的小西瓜。“在
大棚里面给瓜打芽子、授粉、吊蔓、包装，不
耽误家里的农活，还能额外挣些钱。”

“自从这项目落地中联村以后，带动村
上就业 1000 余人，每人月增加收入 2000 余
元 ，村 集 体 经 济 一 年 收 入 增 加 了 10 余 万
元。”中联村党支部书记吴向前说。

“宁农瓜果产业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让当地村民看到效益后能自发种植，靠
自己的力量致富增收。”古城镇党委副书记
杨荣介绍，目前，该产业示范园的示范引领
效应已初步显现，产业园村民自发种植西瓜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据了解，近年来，古城镇立足
镇域土地、气候、农业等资
源优势，围绕打造特色
农业强镇、商贸重
镇和农旅融合

小镇目标，不断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步伐，
宁农瓜果蔬菜产业示范园已建设设施大棚
400 余个，规模位居全县前列，横溪小西瓜、
小白黄瓜、五彩圣女果、贝贝南瓜等蔬果产
品持续热销，年产值约 3000 万元，直接带动
农户 1000 余人实现增收，“菜篮子”正成为
群众增收的“钱袋子”。

“今后，古城镇党委、政府将坚持发展节
会经济，以拓展产业增值空间和农民增收渠
道为核心，做优品质、做大规模、做响品牌，
让横溪西瓜‘田’满洛南、甜遍西部，将‘小西
瓜’做成助农增收、产业振兴的‘大产业’。”
古城镇镇长郭少峰说。

西瓜节里庆丰收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杨 萌

5 月 初 ，走
进 山 阳 县 高 坝
店 镇 君 子 涧 村
种植大棚内，密
密 麻 麻 的 羊 肚
菌破土而出，长
势喜人，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

说 起 君 子
涧村的羊肚菌，就不得不提村上的致富能
人孙俊富。他 16 岁初中毕业就外出务
工，先后在西安、内蒙古、新疆等地打拼。
2017 年，孙俊富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凭借
他在新疆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回乡投资
发展产业。

2018 年，回村后孙俊富担任村委会
副主任，期间不断走访群众，根据君子涧
村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土壤性质以及年
轻人外出务工、村里老年人居多的现状，
反复商讨，考察了镇安、宁陕和西峡的产
业发展经验，最后决定在村上发展反季节
香菇。说干就干，孙俊富自筹资金流转土

地 83 亩，建设大棚 120 个，盖厂房、进设
备、购材料，很快，香菇种植基地在君子涧
村建成并开工投产。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孙俊富发现香
菇市场趋近饱和，种植效益有所下降，于
是，2023 年，孙俊富选择从香菇转为羊肚
菌种植。“羊肚菌工人需求少、销售价钱
高，市场前景好。”孙俊富介绍，烘干后的
羊肚菌一公斤 700 元，刚采摘新鲜羊肚菌
120 元一公斤。羊肚菌种植三年必须要
更换一茬，而在这三年期间正好度过香菇
的低迷期，到时他再转回去继续种植香
菇。“利用建好的香菇棚，实行香菇和羊肚
菌轮茬种植，可以实现最大化的收益。”

“其实菌类种植大体相同，差别是在菌
种的养殖上，为此我专门到河南西峡的公司
签订协议，借用他们的技术，搞好菌类种
植。”孙俊富说，当前羊肚菌的销售不愁，种
子和技术都是从西峡免费引进回来的，也与
西峡三农菌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公司有
保底收购价，承担风险小，可操作性强。

孙俊富说，在发展菌类产业之初，他

就在思考冬春时节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才
能使村上一年四季都有产业，可以留得住
人。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论证，他发现君子
涧村周边山林遍布，适合种植天麻。天麻
是春季和冬季栽种的名贵药材，种植天麻
既利用了当地高海拔的自然资源，又解决
了贫困劳动力务工的难题。就这样，2019
年 3 月，孙俊富流转土地 50 亩，在君子涧
村二组建起天麻种植示范基地，亩产优质
天麻 2500 公斤，年收入约 6 万元，带动 76
户贫困户就近务工，人均月收入 800元。

“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天麻的有性繁殖
种植技术，主要是通过上下两个蜜环菌加中
间的萌发菌和花粉果子来种植天麻，这样成
活率高，也不需要去山林里种植，70多岁的
老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孙俊富介绍。

光在本村发展还不够，孙俊富还将发
展产业的注意力聚焦在提升全镇产业链
上。2022 年，他又成立了君子涧富君诚
家庭农场，投入资金 70 万元，在牛家坪村
流转土地 110 亩，建起了百亩苍术中药材
种植基地，带动了当地村民 50多人就业。

从 2018 年开始发展香菇，2019 年种
植中药材天麻，2022 年流转土地种植中
药材苍术，到去年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发展
羊肚菌，孙俊富逐渐成长为一个懂技术、
善管理的新农人，他在自己发展产业致富
的同时，依托党的扶贫政策，采取“党支
部+能人大户+贫困户”的扶贫经营模式，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孙主任回来后不但
在我们村上发展产业，还在牛家坪村种植
中药材，我们跟着他干，心里踏实也有盼
头。”村民王东莲告诉记者。

“我现在还在不停探索尝试，一直在探
索更适合我们村发展的道路。”孙俊富坦
言，这些年正是在山阳县农业农村局的技
术支持和帮助下，他才更有信心坚持下去。

“当前，县上对于种植户采用‘科研团
队+农技服务部门+经营主体’的协作模
式，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支持、项目扶持，通
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和产业化发
展，促进村上产业多面开花，为村民增收
致富夯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山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立林说。

多 业 并 举 助 振 兴
本报记者 南 玺 见习记者 杨若阳

“梅花鹿性情温顺，喜欢安静，比较好养
殖，养鹿这几年，我们一家人越来越喜欢梅
花鹿，它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6月
4日，在丹凤县棣花镇棣花社区的梅花鹿养
殖场，负责人贾俊华给记者讲起了他养梅花
鹿的经历。

贾俊华生于 1967年，棣花社区十一组
人。前些年，为了生计，他常年在西安、河
南的建筑工地和煤矿上干活，虽然吃苦受
累，但他靠着勤快和踏实使一家人生活有
了保障，供养两个孩子完成了学业并帮助
其成家立业。

2011年，他决定自己创业，为自己干事
业。贾俊华在考察了市场、做了调研后，投资
52万元在棣花社区南沟二组的一片荒地上
建起了养殖场。“感觉给别人打工太被动了，
工资高低都是别人说了算，自己干事虽然操
心更大，但人心里有奔头。”贾俊华说，养殖场
建了3个大棚和两间饲料加工房，配套还有
库房和生活区等，当年养猪200多头。就在

他信心满满时，起步之初便遇到了猪价下跌，
他硬着头皮坚持到2014年，发现养猪还是赔
钱，他便改变思路，改养果子狸。2015年，他
养的果子狸开始繁殖，到年底有了收入。

2020年，贾俊华又看中了梅花鹿的市
场前景，他先后到甘肃、云南等地考察，经过
反复研判，后到吉林购买了40只梅花鹿，第
二年又繁殖了 38只幼鹿。“去年，养殖场出
栏小鹿 51只，一只幼鹿可卖到 5500元，市
场效益很不错。”贾俊华介绍，截至目前，养
殖场存栏梅花鹿 92只，预计今年出栏幼鹿
30只，收入 16.5万元。

贾俊华说，梅花鹿吃的主要是草料和苞
谷糁，以前，他从外地供应商那里订购梅花
鹿草料，后来他发现购买草料质量不稳定，
同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节约养殖成
本，他购买了粉碎机、拌料机等机械设备，自
己加工草料和玉米糁料，从根本上解决了养
鹿的饲料问题。

现在，贾俊华的养殖场用工两三个人，

日常管理规范有序。他最忙的时候就是母
鹿繁育的季节，那时他就吃住在养殖场，随
时处理母鹿繁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母
鹿和幼崽繁育安全。“定期对养殖场进行打
扫消毒，幼鹿出生了要抱着喂食牛奶，平时

还要注意疫病的防治，养梅花鹿虽然很辛苦
很琐碎，但也有很多的快乐，梅花鹿给了我
致富的信心，我也相信我能把它养好，我还
想带领更多人一起依靠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贾俊华笑着说。

特 色 养 殖 奔 富 路特 色 养 殖 奔 富 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书章贾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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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镇中心小学学生在产业园研学古城镇中心小学学生在产业园研学

“我和我儿媳妇一起卖凉皮，她熬料，我在这调凉
皮。‘五一’的时候，一天最多卖七八百块钱，平常就是
100 来块钱，周末人还更多。”5 月 7 日，洛南县四皓街道
营房村村民闫月玲高兴地说。

营房村是商州进入洛南的第一个村子。该村立足区
位、人文、自然优势，通过村集体经济领办、招商引资企业
投资、村民自愿参与的模式，做活山水文章，建设“风和营
房、水美乡村”项目，引进专业公司管理运营，有效推动了
农文旅融合发展。

营房村的成功是四皓街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以做强特色产业为重点，促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整治是突破口。地
处城乡接合部的白川社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改善社区
人居环境，积极发展庭院经济。

白川社区周围是河滩地，原先环境杂乱，通过村居
环境治理，改造房屋和庭院，群众房前屋后变得干净整
洁，家家户户有了小菜园、小果园，房屋的经济价值得
到有效提升。为布局新发展业态、群众增收拓宽了渠
道，在四皓街办的引导下，刘芳等 6 户群众利用自家房
屋办起了农家乐。

“我开了一家农家乐，主要经营油泼面、臊子面和炒
菜、米饭、凉皮等家常饭，在家照看孩子的同时，还能有一
份稳定的收入。”白川社区居民刘芳说。

陕西鹏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王斌庆介
绍，公司利用白川社区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增加水上娱乐
项目，每周举行一次摸鱼节、泼水节，吸引更多游客，增加
人流量。

四皓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强说：“我们把农旅融合、
康养新城作为工作目标，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实施
胡河小流域治理、道路建设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高起点规划，积极打造红色营房、美丽白川农
旅融合示范点，建设宜居宜业平安社区，不断增强群众
幸福感和满意度。”

因地制宜蹚出新路
本报通讯员 吕效骞 李敏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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