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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瓜果香。7 月 23 日，洛
南县古城镇红旗村贝贝南瓜喜获丰
收。在郁郁葱葱的瓜田里，藏在瓜蔓
下的小南瓜犹如一个个圆润的小皮
球，种植户们在地里忙着采摘、分拣、
装运……处处透着丰收的喜悦。

贝贝南瓜果形小巧玲珑，甜度高
于普通南瓜，带着近似板栗的香气和
细腻粉糯的口感，同时还是一种富硒
农产品，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物
质，老少皆宜。

红旗村党支部书记何月桂一边
搬运刚刚采收的贝贝南瓜，一边说：

“两个月前经南京市江宁区来的专
家介绍指导，我们发现贝贝南瓜有
很好的市场前景，不仅易于种植、生
产周期短、田间管理工序简单，而且
产量颇高。在苏陕协作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成功引进了贝贝南瓜苗，并
有序组织村民进行免费领取栽植。”
谈及种植贝贝南瓜始末，何月桂满
脸喜悦。

贝贝南瓜的种植不仅盘活了红
旗村的“闲置地”，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还吸纳了周边 20 名村民务工，实
现了农村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

何 月 桂 介 绍 ，今 年 红 旗 村 利 用
庭院、房前屋后零星土地共种植了
50 亩贝贝南瓜，一亩能种植 400 株
南瓜苗，平均每株能结 8 个果，预计
头茬可以收获约 2.5 万公斤，按照当
前市价，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9 万元
以上，带动 20 多户种植户平均增收
6000 元。

今 年 ，洛 南 县 古 城 镇 通 过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不 断 盘 活 闲 置 土 地 、夯
实 农 业 产 业 基 础 ，发 展 横 溪 小 西
瓜 、贝 贝 南 瓜 、饲 草 种 植 等 特 色 产
业 ，打 造 具 有 地 域 特 色 的 农 特 产
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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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早晨，太阳刚刚爬上地平线，丹凤县商镇王塬村已
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成排的葡萄藤郁郁葱葱，遮挡了炙热的阳光，一串串晶莹剔
透、饱满多汁的葡萄缀满藤架。果农们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手法
娴熟地开展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修枝、疏果、套袋等夏季管护
措施，为即将到来的葡萄采摘季作准备。

“我们村出产的葡萄，品质堪称一流。”村民刘娜自豪地说。
葡萄种植是王塬村的传统产业。怎样使这一产业焕发新活

力，为村民带来更高的收入，王塬村“两委”和市政府办驻王塬村
工作队一直在探索。

这几年，王塬村用乡村振兴示范村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发展集体产业，建起了葡萄种植基地，引进发展阳光玫瑰、中国
红、蓝宝石、夏黑、美人指等品种葡萄 50 多亩，建设大棚 13 个，
由王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管理，鲜食葡萄的商品率和品质
进一步提升。

市政府办派驻王塬村第一书记米楠说：“自从 2021 年市政
府办帮扶王塬村以来，把葡萄种植作为首位产业，不断加强品牌
管理、品种培优、品质提升，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带动周边群
众 40户 142人增收。”

“要想把产业发展好，就得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王塬村党支部书记屈伟说。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王塬村定期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技术专家为葡萄基地提供技术支撑，包括扦插育苗、绿枝嫁接改
良等技术，为村里培育了多名技术员。今年 5月，村上更是争取
到了国家选派科技特派员到村指导的机会，葡萄种植的科技化
水平得到提升。

为进一步打开葡萄销路、发挥葡萄产业优势，王塬村鼓励
并引导村民利用葡萄这一特色资源，探索民宿、农家乐、生态
采摘、乡村休闲游、农业研学体验等新型经营模式，推动三产
融合发展。举办葡萄丰收采摘节，帮助拓宽销售渠道。在去
年采摘节当日，销售葡萄 260 多箱，签订了康养民宿和葡萄种
植项目协议。

今年，王塬村还有一件喜事。依托原有的自然景观，王塬村
正在打造集观光、采摘、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开放式景区。包括
商山松涛、果香田园、油菜花海、百亩油葵等特色景观，以及乡村
治理示范区、生态旅游观光区、高山水果种植区、休闲农业示范
区、中药康养度假区五大片区，非常适合康养旅游。

村民李建文说：“村里的旅游资源越来越丰富，来我们村的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要把葡萄园再好好打理打理，用最好的
面貌迎接前来采摘的游客。”

小小的葡萄，承载着增收致富的希望，串起了村民甜甜的日
子。葡萄产业的现代化、规模化发展，一步步铺就了王塬村的致
富之路。勤劳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产业和风景，一幅乡
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葡萄藤下日子甜
本报通讯员 辛 妍

近年来，商州区陈塬街道上河村以打造环境优美、产
业兴旺、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点为目标，不断进行产
业优化升级，积极探索林下种植和休闲体验等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立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7 月 21 日，记者再次走进上河驿农耕体验园，随处可
见一个个干净的庭院、一条条整洁的街道、一座座崭新的

设施、一排排挺拔的
核桃树，极大地提升
了当地群众和游客的
幸福感。

上河驿农耕体验
园占地 50 多亩，是在
新改建的红仁核桃示
范 园 里 划 分 若 干 地
块，以租赁形式对社
会开放认购。目前，
346 块小菜园已经全
部被认领。体验园的
每块菜园都有自己的
编号，并在中邮信息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的支持下开发了上河
驿农耕体验园认领小
程序，人们可通过小
程序认领地块。

上河村党支部书
记王永锋说：“体验园
为每块菜园提供水、

肥、农具、十余种种子（菜苗）等必需品，专业技术人员会指导
如何耕作，管理员会实时提醒农场主施肥、浇水等耕作细节，
也可以替农场主打理菜园。”

谈到建立农耕文化实践体验园的初衷，王永锋表示，
目前很多的城市孩子对农作物缺乏辨识度，在这里，可以
和父母共同体验农作物具体怎样播种、怎样收获、怎样被

端上餐桌，一起享受亲子欢乐时光，一起享受农作物收获
的乐趣。

市民王女士说：“听说上河村有菜园出租，价格也不贵，
我就租了一块，节假日带着家人来种种菜，放松放松身心，到
了收获的季节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挺好。”

作为商洛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营地），近期以
来，商州区部分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到农耕体验园进行劳作
体验和采摘，少先队员们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关注着这个
充满泥土芬芳、处处生机盎然的“新奇世界”，学着在这里
挖土豆，观看如何育苗种植，认识各种蔬菜瓜苗……在老
师的带领下，他们手拿锄头、耙子，热情高涨，俨然一副“小
菜农”的模样，通过自己动手给中队的“一亩三分地”责任
田进行拔草、浇水、施肥，让农耕文化在实践中根植心田，
在成熟的瓜果区，孩子们通过采摘亲身感受劳动带来收获
的喜悦。

“有的孩子分不清菜苗和杂草，这片种植园地给了孩
子们观察与发现的自由空间。”随行的老师表示，通过实地
开展这类农事活动，少先队员们切实体验到了土地翻耕、
育苗、栽苗、采摘、制作成熟的全过程，农事知识不再是书
本上空洞的理论，而是队员们的亲身实践，少先队员们在
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在探究中感受到了快乐、在体验中丰
富了人生。

在中国邮政的帮扶下，上河驿农耕体验园通过持续吸
引客流，逐步发展电商、烧烤园、民宿等农旅融合产业，目
前上河村乡村振兴直播间已建成投入使用，核桃科技主题
馆已经建成布置完工，为下一步三产融合发展夯实了基
础，上河村在“两改两转三促进”中被选为商洛市产业转
型、业态转型的观摩点。

上河村精心打造农耕体验园——

解锁立体化农旅融合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 矛

雨后初晴，碧空如洗，盛夏的商南县万亩茶海公
园群山环翠、茶香氤氲。在这里，由商南县茶叶联营
公司投资兴建的双山茶叶综合体引人注目：生产线
上，先进的生产设备运转有序；茶博馆里，商南茶文
化、茶历史的讲解引得游人思索回味……

7 月 17 日，双山茶叶综合体作为商南县重点项目
之一，接受了全市重点项目观摩团的观摩、检阅，获得
了好评。而这些，离不开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经理刘
保柱的辛苦与付出。

1984 年，21 岁的刘保柱从陕西省安康农业学校
茶叶专业毕业，一头扎进了茶产业发展并不成熟的商
南县，从茶叶种植、管理、加工、销售等每一个环节干
起。入行 40 年来，刘保柱始终致力于茶叶栽培种植
和产业化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多次获得省市科技
成果奖。

2016 年，53 岁的刘保柱从“茶奶奶”张淑珍手里
接过接力棒，出任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经理。这个搞
了一辈子研究的技术员心里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可以让他实现在心中规划多年的兴茶“良方”：一
是建设一座规模不小的茶叶基地，二是打造一条行业
领先的标准化生产线，三是开发茶旅融合等新业态。

“建基地，我一刻都没等”

方向明确的刘保柱，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选址
征地，建一座面积更大、标准更高的茶园。他用两个
多月时间，带领研究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走遍了城关、
富水、试马等镇（街道）的大部分山坡沟谷，深入考察
气候、土质、日照、水源等自然条件，最终在富水镇油
坊岭村建成无性系良种生态茶园 3000 亩。

“陆羽《茶经》里讲‘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
者生黄土’。经过不断地研究、比对和分析，我们发现
油坊岭及其周边山坡上的沙土壤是由片麻岩风化形
成，富含锌、硒等茶树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刘保
柱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带动了县内 12 家重点茶
企在油坊岭、茶坊、王家庄等村域集中连片建设生态
茶园 2.8 万多亩，打造成吸引无数游客休闲打卡的万
亩茶海公园。

“建基地这件事，我一刻也没有等，因为茶叶在我

们这里的带富效益非常好。”在建设双山茶叶基地时，
刘保柱并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国企负责人肩负的责任
和使命。

当时是 2016 年，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商南
县委、县政府将茶产业确定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刘保柱希望通过公司的技术优势，建设一座高标准的
生态茶园，示范带动全县茶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土
地流转、基地务工、配股分红、技术培训等多项举措帮
助周边群众脱贫增收。

在发展过程中，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积极探索“三
变”改革，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
模式，将农民捆绑在产业链上，走出了一条山上建基
地、山下深加工、山外拓市场，集工贸、产供销一体化的
发展新路子。时至今日，油坊岭及周边村域家家户户
种茶树，小茶叶成了群众小康路上的“黄金叶”。

“建生产线，没想到越做越大”

“最初只是想建一条标准化的茶叶生产线，既能
自己加工，也可以为周边茶企、茶农代加工，但是随着
这几年不断发展，我们不仅建成了全省规模最大、设
备最先进、工艺最合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茶叶生产线，
同时还有空余精力，于是我们决定干脆建一座集加
工 、仓 储 、培 训 、检 验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茶 叶 综 合
体。”刘保柱说。

这座矗立于双山茶叶品鉴中心东南侧、占
地 10 多亩的两栋三层建筑就是刘保柱口中
的双山茶叶综合体，该综合体于 2023 年开
始建设，当前，茶叶清洁化加工厂和茶叶
仓储包装楼工程主体已完工，生产线设
备安装调试全部完成，同时还建有仓
储库房、教研培训中心、审评室、检验
室和茶叶营销展示平台等，引领示范
带动区域茶叶产业化发展。

“我们按照‘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统筹发展’的思路，精心规划建
设，6 月份，茶叶清洁化加工厂投入
使用，每天可加工绿茶鲜叶 3000 公
斤、炒青鲜叶 5000 公斤，茶叶博览馆

同步对外开放。”望着已经投入使用的加工厂，刘保柱
喜悦的眼神中伴有一丝难掩的疲惫，回望这两年，这
位年过花甲的公司“掌舵人”无疑十分辛苦。

从主体规划到建设再到装修，刘保柱全程跟进，
每天天刚亮，他便从家里出发来到双山茶叶基地，若
无其他紧急工作，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出现在茶叶综合
体项目建设现场，大量的决策、改进意见需要他拍板
决定，而当工人们午休或者傍晚放工时，他还要继续
处理手头上的其他工作。

刘保柱说：“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把双山茶叶综合
体打造成为商南县乃至陕西省的标准化茶叶研学基
地、教育培训基地，实现商南茶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新业态，谁说是不务正业”

商南县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高海拔、低纬度、昼
夜温差大，气候温和湿润，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独特气
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上土地富含锌硒等
微量元素，形成了商南茶“香气浓郁、滋味鲜醇、内含丰
富、经久耐泡”的显著特点。

随着商南茶规模和品质的不断提升，如何让商南
茶品牌更加响亮，让更多人认识商南茶、了解商南茶、
喝上商南茶，刘保柱下了一番“苦功夫”。

“产业兴得益于业态新，我们按照茶旅融合的思
路，完善茶园现代农业设施，增添旅游、茶文化元素，
增强乡村旅游的体验感，推动产业链条延伸，吸引更
多人来旅游的同时，了解商南茶历史、茶文化。”据刘
保柱介绍，除了今年 6 月份投入使用的双山茶叶综合
体外，公司近年来还在附近配套建成现代化茶楼 1 座、
静雅自助品茶室 4 间，配合产业路、步行道建设，做好
绿化亮化，让茶园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两季有果，成
为游客旅游研学、休闲康养和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的
最佳目的地。

作为商南县茶业界的领航企业，时常会有茶业
专家、同行前来观摩、调研、学习，大部分时间，刘保
柱都会亲自接待、讲解，力争让所有想要了解商南
茶、学习商南茶的来客听清楚、弄明白，全面了解商
南茶的优势。

“我把接待当成了一种机会，虽然每天的接待工
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

‘不务正业’。媒体、同行、游客听了我们的介绍，就对
商南茶有了了解，才会支持我们，扩大品牌宣传。”看
着郁郁葱葱、美如画卷的茶园，刘保柱对未来的发展
充满信心！

接过接过““茶奶奶茶奶奶””手中接力棒手中接力棒
本报通讯员 李 行

市民在打理自己的小菜园市民在打理自己的小菜园

村民忙着采摘成熟的贝贝南瓜村民忙着采摘成熟的贝贝南瓜

双山茶叶品鉴中心双山茶叶品鉴中心（（右右））和建设完成的双山茶叶综合体和建设完成的双山茶叶综合体（（左左））

刘保柱在进行手工泉茗茶制作刘保柱在进行手工泉茗茶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