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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河畔，碧波荡漾；黄花岭上，满眼青翠。
弯弯曲曲的一条公路，宛如一条玉带，在深山密林来回

盘绕。这里没有高速，更不通铁路，导致绿色农产品弃之可
惜、变卖无价，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劳碌一年，付出与收益不
成正比。“现在不一样了，吃不完的东西就地能变现，还能卖
上好价钱。”6 月 7 日，山阳县南宽坪镇宽坪街社区茹远刚深
刻体会到，村办工厂带富了一方群众。

近年来，山阳县南宽坪镇依托资源禀赋优势，探索“党
支部+”联农带农新模式，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持续调动群
众积极性，精心培育出黄花岭茶叶、黑龙谷山泉加工厂、洞
沟村香椿、甘沟村手工芝麻糖等一批特色产业，广大群众依
靠青山绿水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产业饭”。

山泉变身山泉变身““致富水致富水””

“县城需要多少桶水？今天安排几个人上班？要保证
当天生产当天送水……”清晨，山阳县南宽坪镇黑龙谷村
党支部书记阮国祥早早地来到纯净水厂，一个接一个拨打
着电话。

听到流水线机器的启动声，阮国祥脸上流露出欣慰的
笑容。他告诉记者：“这条路子走对了，大山里的天然泉水
现在能卖钱了，变成了群众增收的‘致富水’。”

据了解，黑龙谷山泉距离村办水厂 5.3 公里，山谷森林
覆盖率达 90%以上，负氧离子浓度超过世界标准 10 倍，泉
眼四季流水，被村民誉为“神泉”。

“城市人花钱买纯净水，我们的山泉却白白浪费，如果
开发建厂加工纯净水，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还能给群众带
来效益。”在荒无人烟的山谷里，南宽坪镇党委书记邓秀峰、
镇长杨亮踏遍了每一块石头，跳过了一条条小溪。

不能让水白流，引回村子加工！勤劳憨厚的黑龙谷人
说干就干。2023 年 9 月，该村党支部整合资金 200 万元，注

册了陕西丰阳黑龙谷饮品有限公司，采取“支部＋公司＋农
户”的模式，由党支部牵头，公司负责生产运行和市场销售，
农户参与加工、运输和配送。至此，“神泉”在一道道严格工
序下，被贴上了“黑龙谷山泉”商标。

“我们的水源从秦岭山脉岩缝自然涌出，纯净无污染，
常年水温 16.3℃±0.1℃，pH 值为 7.2±0.3，岩石中的锶元
素进入水中，从而形成了富含锶的天然矿泉水水源，经过检
测，其水质稳定、水量丰富、清澈甘洌，口感细腻。”阮国祥指
着正在灌装的生产线介绍，水厂采用世界领先的纳滤超滤、
全封闭无菌灌装技术，现有桶装水灌装车间，同时配备空气
过滤器、风淋室、化验检测等附属设施。

培育一个产业，相当于为群众开辟了一条增收道路。
“神泉”的涅槃重生，点燃了脱贫致富的梦想火炬，也让大山
深处的村民看到了幸福生活的希望。

黑龙谷村杨家槽组汪功平一家六口人，妻子患先天性
心脏病，4 个孩子均在上学，是村上负担最重的脱贫户。村
办水厂运营后，他就在县城送水，每桶挣 3 元劳务费。“我们
的山泉水，用户喝了都说水质好，目前正在打开销路，要不
了多长时间，‘黑龙谷山泉’肯定能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到
那时，我每月送水挣三四千元没有问题。”汪功平说。

农特产品农特产品““走出山走出山””

银厂村与下锅厂村同在南宽坪的一条深山沟，沟内林
多田少，土地贫瘠，群众有种植红薯、洋芋的传统。

红薯和洋芋卖给谁？运到外地岂不豆腐搅成肉价钱？
邓秀峰就在思考，何不就地加工，把原产品变成商品。今年
年初，镇上盘活村集体闲置用房，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3
月份银厂粉条厂正式投产。

“粉条厂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淀粉，每小时可生
产淀粉 450 公斤。另一条生产线加工粉条，每天可加工

粉条 1500 公斤。厂子可带动全镇农户增收，解决周边乡
镇农产品售卖难问题。”山阳县城投公司驻银厂村第一书
记徐益文说。

车间机器在转，省内外订单接二连三，群众也在掰指头
算起了账：1 公斤红薯洋芋卖不到 2 块钱，5 公斤可加工 1 公
斤淀粉，淀粉价值 16 元，再加工成粉条就变成 26 元。从不
足 10 块钱成本到 26 元收入，而且取粉残渣还能烧制白酒，
群众对政府的决策赞不绝口。

同样，洞沟村依托当地香椿资源建起加工厂，今年通过
代收香椿村集体经济收入 2 万元。“我家房前屋后全是香
椿，今年打了 1000 多公斤，每公斤均价 9 元，收入近万元。”
洞沟村街道组柯贤红提起村办工厂，高兴得合不拢嘴。

“方便于群众，让利于群众，是我们村集体经济联农带
农的宗旨。”邓秀峰介绍，全镇所有的村办企业都略高于市
场价收购农产品，对有加工需求的群众，工厂一律免费，保
证农民群众利益最大化。

农特产品走出山，在南宽坪镇屡见不鲜。不只是银厂
粉条厂开创村集体经济先河，宽坪街社区“源味油坊”更是
把群众牢牢地镶嵌在产业链上。

“‘源味油坊’以党员带头入股的方式，共筹措资金 100
万元，利用社区闲置空房兴办加工厂，全部引进现代化先进
设备，建成芝麻香油、菜籽油、核桃油等多条生产线。预计
每年村集体增收 15 万元，带动群众户均增收 500 元。”宽坪
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施定宝说。

宽坪街社区地处镇政府所在地，是通往漫川关古镇、月
亮洞、天蓬山寨等景区的必经之路。种植结构的调整，可谓
一石二鸟。社区免费发放种子，油菜花海可吸引游客，因景
聚人带动旅游；画在田间，人在画中，群众可实现农旅融合
综合收益。

“种油菜省工省时，我家半亩地收了 79 公斤菜籽，压了
26 公斤油。油菜收割后再种芝麻，每亩地两茬原料能卖
3000 元，加工成食用油后能收入 4000 元。”今年 60 岁的茹
远刚，逢人就夸党支部给老
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出实招出实招””

每年清明节前后，南宽
坪境内的黄花岭格外热闹，
除了当地群众上山采茶外，
游客、网红纷至沓来。品茶、
赏景、拍照……诗意中的春
天，也是南宽坪的高光时刻。

很难想象，过去人迹罕
至的荒山野岭，如今变成了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金 山 银
山”。茶叶加工厂、游客服务
中心、空中民宿、观景台等配
套设施应有尽有，让天南海
北的游客流连忘返。

李业宏是土生土长的南
宽坪人，在他的印象中，多年
前黄花岭还是另一番模样。

“山高路险，把东坡日头背到
西坡，也只能解决温饱，祖辈
深居大山，人们只好听天由
命。”李业宏长叹一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山上披了一层绿毯，健壮
的茶树四季常青，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近年来，南宽坪镇将茶叶作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来抓，围绕茶产业提质增效的目标，着力在品质提升、市
场营销、主体培育、融合发展 4 个方面下功夫，推动茶叶产
业由面积产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由企业主导生产
向市场引导供给转型，由分散粗放经营向集约专业发展转
型，由传统农业种植向关联产业融合转型。

山阳县金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红飞说：“政府免费
供种，企业免费培训，实行订单收购，农户不用任何投资，在
零风险中流转茶园得租金、园区务工挣薪金、茶叶出售获现
金，户均实现增收 1 万元以上。”

南宽坪之美，美在自然，蓝天白云触手可及，清新空气
扑面而来；南宽坪之富，富在产业，党支部领办企业，群众参
与经营，户户都能分享红利。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作为甘沟村“领头雁”的李
业宏，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时刻想着全村群众的增
收问题。2022 年牵头建起了茶叶加工厂，茶农的收益普遍
提高，茶叶的附加值得以实现。“原来没有条件加工只卖鲜
叶，茶叶加工厂建成后，每年可为 130 户茶农代加工茶叶
1000 多公斤。加工厂以微利经营，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增
加收益。”李业宏说。

据甘沟村包村领导、南宽坪镇人大主席屈保卫介绍，李
业宏流转荒山种植茶叶 100 亩，目前丰产茶园 70 亩、幼林
茶园 30 亩，每亩茶园产值 3000 元，纯收入 1500 元以上。
他还组织群众挖条田、栽茶苗，发展村集体茶园 500 亩。

置身黄花岭，群山起伏，放眼皆绿。俯视公路边的观景
台，不时有游客拿出手机，拍摄大自然的美景。“这几年，经
常有人来茶山休闲度假，我们正在加紧建设民宿和配套设
施，努力把茶山打造成景区，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
务，让茶山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
的文旅融合茶创小镇。”邓秀峰说。

支 部 引 领 产 业 兴 旺
——山阳县南宽坪镇探索“党支部+”联农带农新模式调查

本报记者 汪 瑛 通讯员 张宏 武强

本报讯 （通讯员 董旦旦）“我们村
今年种植了 200 多亩马铃薯，采收的马铃
薯将由指定的公司进行收购，销往香港、澳
门。”6 月 12 日，商州区牧护关镇大商塬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永红说。今年
以来，商州区持续加大对供港澳蔬菜项目
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技术服务力度，对
标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相关标准，提前谋
划推进，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推动全区
供港澳蔬菜项目有序发展。

当天，在牧护关镇大商塬村的地膜马
铃薯示范田里，商州区特色产业发展中心

工作人员和镇村干部一边查看马铃薯采挖
情况，一边向群众讲授供港澳蔬菜的等级
要求和注意事项。据介绍，牧护关镇供港
澳蔬菜——马铃薯获得海关备案种植面积
4800 多亩，涉及 6 个片区，涵盖大商塬、秦
岭铺、竹园等 12 个村。“目前，群众陆续开
始采挖，亩产量 1500 至 2000 公斤，辐射带
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牧护关镇农业综合
服务站站长任俊强说。

连日来，在商州区的田间地头，到处都
是农户们挖、挑、捡、装的忙碌身影。在黑
山镇供港澳蔬菜基地，马铃薯也迎来收获

季。“黑山镇供港澳蔬菜基地涉及西川、东
川等 4 个村共 2400 多亩，实现了集中连片
规模化种植。除此之外，我们配套建设了
粉条加工厂，把符合等级的马铃薯供给香
港、澳门，剩余的马铃薯自销或者进一步加
工成粉条，不断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黑山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
长王生国说。

据悉，商州区供港澳蔬菜项目自2023年
启动以来，累计向海关备案 1.11万亩，其中
牧护关镇 4800 亩、黑山镇 2400 亩、杨斜镇
3900亩，建设百亩以上供港澳蔬菜示范点8

个。眼下，马铃薯陆续进入丰收期，相关镇村
和部门在引导群众抓好马铃薯“收、检、装、
存”等关键环节的同时，持续加强与陕西好璟
佳原、陕西商於田园等企业合作，让更多绿
色、有机、高品质的商州特色农产品走进港澳
市场，在双向奔赴中更好实现共赢。

“预计今年马铃薯总产量可达 2 万吨，
总产值 3000 万元。我们将以供港澳蔬菜
为契机，在推进全区规模化种植、拓宽群众
销售渠道的同时，进一步打造供港澳蔬菜
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商州区特
色产业发展中心蔬菜股股长赵宇说。

商州马铃薯将装进港澳“菜篮子”

6 月 11 日，在镇安县达仁镇丽光村的
蚕茧收购现场，前来交售蚕茧的蚕农络绎
不绝，蚕农们将一袋袋雪白的蚕茧运抵此
处，期待能卖个好价钱。收购商们有条不

紊地对蚕茧进行品质
评定、称重、计价，并
现场结算。工作人员
将收购的蚕茧进行挑
选、分装，准备运往加
工 厂 烘 干 ，随 后 将 销
往全国各地。

“达仁镇今年的蚕
茧 色 泽 白 皙 、含 水 率
低 ，茧 质 整 体 优 于 往
年，单价较去年也有所
增长。截至目前，我们
百盛茧丝绸公司在丽
光村收购蚕茧已经 3

天了，每天收购 1万公斤左右，共计收购 2.5
万公斤，每公斤价格 60元，共计支付收购资
金约 150 万元，收购完成后，我们当天将蚕
茧运输回工业园区进行烘干加工。”镇安百

盛茧丝绸有限公司收购点负责人赵昌喜说。
蚕桑产业是达仁镇特色产业之一，近

年来，达仁镇积极探索养蚕新技术，通过
建设标准化小蚕共育室、推广方格蔟具等
多种手段，进一步缩短养蚕周期、提高单
产及蚕茧品质，同时，不断延伸蚕桑产业
链，提升蚕桑产业市场化、集约化、专业
化、规模化水平，让养殖周期短、见效快、
效益好的蚕桑成为推动镇域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玉泉村今年第一次尝到了集体经济带来
的甜头。“以前村上是农户单独发展蚕桑产
业，今年村里将一座 400平方米的闲置房改
造为村集体养蚕工厂，并聘请专业人员指导
养殖，没想到这次尝试非常成功，仅仅18天，
村集体经济通过养蚕就收入了9万多元。”玉
泉村党支部书记王峰说。

“我主要养殖的是种蚕，5 月份我在共

育室领了 8张小蚕，喂了 22天，昨天蚕开始
上架，进入上蔟结茧期。”张正位是枫坪村
的养蚕能手，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只只身体
发亮的熟蚕撒到风格蔟上，蚕宝宝们在风
格蔟里不停地扭动脑袋发出丝丝声响，努
力地吐丝结茧。“由于今年天气良好，技术
指导也很到位，蚕茧产量也比较高，我家预
计能够产蚕茧 400公斤，收入 3万多元。”张
正位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达仁镇目前共养殖春蚕 2207
张 ，产 值 超 过 500 万 元 。 全 年 计 划 养 蚕
3800 张，预计产值超过 900 万元。今年，
得益于专业的技术指导和良好的气候条
件，蚕茧质量明显提升，每公斤蚕茧价格较
去年上涨了 6—10 元。随着蚕桑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蚕桑让达仁镇群众的钱袋子鼓
了起来，也为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和乡村
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蚕 茧 织 出 新 生 活
本报通讯员 夏泽梅 童和平

6 月 10 日清晨，初升的太阳笼
罩着洛南县三要镇北司村，烤烟地
里随处可见村民揭地膜、除草的忙
碌身影。皮肤黝黑、敦厚壮实的丁
锁子一边揭地膜，一边对身边几位
烟农传授经验：“现在烟叶移栽大
田一个月了，温度升高，揭地膜是
为了提高土壤通透性，增加根系活
力，促进养分吸收转化和烟株根系
生长，从而有效促进大田烟株的早
发快长。”

丁锁子既是北司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又是大伙眼里的“种
烟专家”。作为一名有着 24 年党龄
的老党员，丁锁子始终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实际行动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带领村民
共同走上致富路。

早 年 ，因 北 司 村 地 形 条 件 较
差，通组路未硬化，丁锁子想发展
产业力不从心。随着村组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懂技术、善管理的
丁 锁 子 靠 种 植 烤 烟 实 现“ 产 业
梦”。如今，他已发展烤烟 70 亩，
按亩产 175 公斤每公斤 35 元计算，
年收入约 43 万元，成为当地勤劳
致富的好榜样。

北司村潘沟组有一处坡地，因长期无人耕种，杂草丛生，
逐渐变成了无人看管的荒地。“我们村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
种植烟叶，而我们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起
来呢？”看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丁锁子陷入沉思，萌生了带
领村民共同发展产业的念头。

起初，丁锁子心里也没底，但在征求村民意见时，大伙儿
都非常支持。从 3 月开始，他们利用 20 多天整理撂荒地 150
多亩，协助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 850 多亩，开始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烤烟。

“以前，村民们都是各干各的，现在有了集体产业，大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起活来也越发带劲了。”丁锁子深有
感触地说。

村民郝刚勤最初种植烤烟时，由于缺乏经验，收入不太理
想。后来，他时不时到丁锁子的烟田里当帮工、学经验。久而
久之，他明白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种植的重要性，靠着扩增的
60亩烤烟，家庭年收入超过 30万元。

漫山遍野“黄金叶”，乡村振兴书画卷。如今，北司村的山
间地头，荒地变“宝地”，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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