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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广告]

乡村振兴，产业是核心。近
年来，洛南县石坡镇充分发挥自
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优势瞄准肉
牛养殖产业，多措并举，全力以赴
推进肉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推
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更
多群众增收致富。

石坡镇紧抓产业发展的“牛
鼻子”，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线上利用公众号、微信群
转发相关信息，线下在公共区域
张贴宣传标语，并组织镇村干部
走村入户全方位、多渠道宣传肉
牛养殖各项利好政策，不断推动
肉牛养殖政策深入人心。今年以
来，全镇组织肉牛养殖宣传培训
4 期 200 多人次，入户宣传 300
多次，切实提高群众对肉牛养殖
的认识。

为打造肉牛产业集群和养殖
强镇，石坡镇创新实施“镇党委引
领+村党支部负责+产业大户带
头+个体农户参与”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目前，已有 60 多户养殖
大户积极参与，全镇肉牛养殖共
计 278户 4400 头。这一模式的实施，不仅促进了肉牛产
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镇上采取内培外引的发展模式，逐步增强加工能力，
提升精深加工水平。目前，石坡镇已建成规模化肉牛养
殖基地 16个，并计划进一步扩建提质。规划建设肉牛屠
宰厂、加工厂等，逐步构建起集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制作牛排、牛肉干、牛肉酱等产品，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积极探索生态循环、绿色养殖的
新路径。过去被废弃的秸秆、杂草，经过加工处理，成为
肉牛的“营养餐”，不仅有效减轻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
压力，还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同时，纸房村率先
建设有机菜园、生态稻田，将牛粪用于菜园有机肥料，生
态稻田除了种植稻子之外，还养殖螃蟹、小龙虾、鱼等，达
到循环共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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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选，快来看，我们养的梅花鹿下了
26 个崽，这些小鹿既温顺又可爱。”7 月 25
日，商州区夜村镇乐园村梅花鹿养殖场李
想向前来“取经”的李天选打着招呼。

李想是乐园村一组返乡创业青年。
2023 年，李想与邻村孙聪共同出资，创办
了商洛益源昌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启
了养殖梅花鹿的新征程。

“今天来向你学习经验，回去后我还
想在家里养殖梅花鹿。”夜村镇将军腿村
李天选投来羡慕的眼神。蹲在圈舍里，
抚摸着可爱的小鹿，李想心中升腾着希
望和梦想。

今年 34 岁的李想和许多农村青年一
样，怀揣着闯一闯的远大抱负，2010 年毅
然远赴浙江创业。在创业的生涯中，李想
偶然发现人工可以养殖梅花鹿，他就日夜
思考能否以后回乡发展养殖。于是，李想
虚心地向养殖场负责人请教养殖技术，细
心地观察梅花鹿的生活习性。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商洛生态良好，
空气清新，植被丰厚，是养殖各种动物的

适生区。”李想说，“在浙江时，我就琢磨回
来建个养殖场，可是回来后，因为筹措不
到资金，养殖梅花鹿的事情就放下了。”

2022 年，返乡后的李想东闯西拼，在
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他来到商州城区跑
出租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邻村同行
孙聪聊天中，提到了养殖话题，经过相互
交流得知，孙聪之前养过猪。李想就把自
己养殖梅花鹿的想法告诉孙聪，两人思想
火花碰撞，一拍即合。

心中宏伟蓝图已经绘就，钱从哪儿
来？一时间，李想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

恰在此时，农行商洛商州支行营业部
主任张成波下乡宣传“惠农 e 贷”时，了解
到李想遭遇养殖的困境，在充分调研后，

本着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振兴的原
则，为李想发放贷款 50 万元，才解决了李
想的燃眉之急。

有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得到了农
行信贷的扶持，李想心中致富的火炬再次
点燃。他与孙聪赴商南、丹凤、洛南、铜川
等地考察后，最终确定盘活乐园村闲置场
地建设梅花鹿养殖场。

“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成。”李想告诉
记者，“在完成设计规划后，我们利用两个
月时间就建起了梅花鹿养殖场。”

2023 年 5 月，15 头梅花鹿种鹿从铜
川引进入圈；当年 6 月，45 头母鹿从吉林
千里迢迢运输回村。“我们投资 120 万元，
总共引进了 60 头成年梅花鹿，目前已产

鹿崽 26头，待生产约 10头。”李想说。
据介绍，梅花鹿全身是宝，其产品主

要为鹿茸、鹿崽和鹿肉。一头雄性梅花
鹿 鹿 茸 每 年 可 产 生 效 益 1.2 万 元 ，除 去
养殖成本，年利润在 8000 元以上。雌性
梅 花 鹿 每 年 产 一 个 鹿 崽 ，断 奶 后 可 卖
5000 多元。

返乡创业，致富有“鹿”。“我们在养殖
场建设中，乐园村村“两委”会帮助我们公
司修路、除草、整理园子，还为公司介绍了
群众务工。”手扶着圈舍护网，李想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我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养殖梅花鹿 200 头，年
利润达到 100 万元，带动全村群众每户养
殖梅花鹿 1头以上。”

返 乡 创 业 致 富 有“ 鹿 ”
本报通讯员 张宏 李奎

眼下，大棚灵芝种植开始进入铺膜加
封管护期。7 月 22 日，在商南县青山镇马
蹄店村大棚灵芝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排
列整齐，棚内一朵朵金黄色的灵芝撑起褐

色小伞、长势喜人。20多名务工人员正在
紧张有序地铺膜、压膜、封膜，为 10 月份
采收灵芝孢子粉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眼睛看准，动作要轻，不要弄坏菌

体，有积水的地方要及时擦拭干净……”
灵芝基地技术员一边指导工人操作一边
介绍，“灵芝即将进入产粉期，我们正在抓
紧铺地膜、封棚是为产粉做好准备工作。
灵芝孢子粉最易挥发，产粉前的封闭环节
很重要，地膜按每棵灵芝位置割口，轻轻
铺下后还要用胶带封口，这样不仅可以促
进孢子粉的喷发，也有利于收集孢子粉，
待收取孢子粉时才不会泄漏。”

“家里的老人 70 多岁了，需要人照
顾，我出不了远门，有空就在家门口做做
临时工，时间比较自由，既能照顾家里也
能赚点零花钱，一个小时 10 元，一天能
挣个 100 元左右。”47 岁的湘河镇三官庙
村江家台组村民江建存一边铺地膜，一
边笑着告诉记者，“今天在这干活的有本
地的，也有附近镇村的，每天上下工有车
接送，中午还管一顿午饭，手上活不累，
人多也热闹，虽然天气有点热，但老板给
大家备了茶水和一些防暑用品，大家也
都干得很高兴。”

据基地负责人魏东介绍，灵芝生长对
土壤的湿度、空气温度要求非常高，青山
镇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较大，水资源
丰富，适合灵芝种植，而且非常有利于生

产高品质的灵芝孢子粉。灵芝不仅是一
种名贵药材，也是保健品，市场前景非常
广阔，而且种植周期短、见效快，种一次可
以收两茬孢子粉，采完粉的灵芝经过风干
后销售给药厂，灵芝孢子粉市场价每公斤
300 元至 400 元，破壁后每公斤 1400 元
至 1600 元，经济效益很乐观。2023 年，
他在青山镇草荐村流转 50 多亩撂荒地进
行灵芝试种，当年灵芝孢子粉品质和产量
都较高，也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有了
去年的经验积累，今年又继续扩大了种植
规模，在马蹄店村发展种植大棚灵芝 50
亩。今年的百亩灵芝基地预计可产孢子
粉 8 万斤，产值将达 6000 万元，可带动 26
户群众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近年来，青山镇食用菌产业园初步形
成以种植为基础，集产品加工、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通过

“党支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村
企共建模式，土地流转给企业、农民务工
在园区、企业分红给农户，实现党支部、企
业、农户“三赢”，现已为周边县镇群众提
供低成本菌棒 200 多万袋，带动 500 多户
群众户年均稳定增收 5000 元以上，临时
用工已达 5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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