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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下 ，正 值 黄 花 菜 采 摘 季 。 7 月
21 日，在洛南县永丰镇赵川村黄花菜
种 植 基 地 里 ，一 朵 朵 黄 花 含 苞 待 放 ，
鲜嫩欲滴。

当天早晨 6 时许，30 多名务工群
众 在 黄 绿 相 间 的 地 里 来 回 穿 梭 。“ 摘
黄 花 菜 要 趁 早 ！”赵 川 村 72 岁 的 村 民
杨 九 生 一 边 采 摘 一 边 乐 呵 呵 地 说 ，

“ 每 年 到 了 黄 花 菜 采 收 季 节 ，我 都 会
来 合 作 社 务 工 ，采 了 五 六 年 的 黄 花
菜 ，采 摘 越 来 越 熟 练 了 ，现 在 一 天 可
以 采 八 九 十 斤 ，按 每 斤 0.8 元 的 劳 务
费算，一天有六七十元的收入。年龄
大 了 ，在 家 门 口 能 挣 些 零 花 钱 ，我 挺
知足的。”

黄 花 菜 与 蘑 菇 、木 耳 并 称 为“ 素
食 三 珍 品 ”。 赵 川 村 光 照 时 间 长 ，昼
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生长的
黄花菜肉厚条直，且口感上佳。“现在
是采摘黄花菜的最佳时机，我们要趁
着花还没有开抓紧采，一般长得比较
饱 满 的 属 于 高 品 质 的 黄 花 菜 。”洛 南
县 杨 阳 黄 花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杨

阳 说 ，今 年 基 地 共 种 植 黄 花 菜 280 多
亩 ，采 摘 期 每 天 都 要 雇 佣 100 多 人 ，
黄 花 菜 的 采 摘 周 期 是 40 多 天 ，可 采
鲜 菜 26 万 公 斤 ，干 菜 近 3.5 万 公 斤 ，
按 照 去 年 的 行 情 ，今 年 亩 产 量 750 公
斤 以 上 ，预 计 亩 产 值 5750 元 ，年 交 易
额 161 万元，户均增收 3000 多元。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
针 。 自 2017 年 大 面 积 引 进 黄 花 菜 种
植以来，赵川村按照“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从种植、加工、品牌、市
场等多方发力，致力于打造完整产业
链，助推黄花菜产业迈上新台阶。如
今，赵川村的黄花菜成了名副其实的

“ 黄 金 菜 ”，有 效 带 动 村 民 就 业 ，为 当
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继 续 发 展 特 色
产业，将黄花菜作为村集体增收和村
民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扩大种植面
积 ，使 黄 花 菜 成 为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黄金产业’。”赵川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卓洲说。

赵川村 黄花菜变成“黄金菜”
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 张建民

7 月 4 日，记者走进镇安县回龙镇双
龙村的百味园，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桃
园接连成片，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闪耀
着金色的光芒，土黄色的果袋点缀于其
中，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耳边是蜜蜂采蜜的嗡嗡声，鼻尖是果
实成熟的香甜味，踩着脚下松软的土地，
正在忙着检查桃树的张庆文缓缓地说：

“我今年 70 多岁了，但一辈子爱劳动，闲
不住，果园建成后我就一直负责管理，今
年果园收成还不错，大樱桃年产 1000 公
斤，李子 1000 公斤，黄桃、白桃、五月仙
桃等 2万多斤。”

曾经的回龙镇双龙村上台子组因为
发展需要，全组群众搬迁至大湾移民搬
迁点，大量的土地资源因此被闲置。双
龙村党支部书记杨登平介绍，双龙村北
边与柞水县溶洞景区相连，南邻集镇，区
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总体气候温和，
四季分明。“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土地闲

置了真的可惜。”杨登平说，双龙村的气
候 特 点 和 资 源 优 势 ，特 别 适 宜 种 植 水
果。几年前，村上通过外出考察，立足实
际情况，确定走绿色生态发展路线，大力
发展水杂果。

2017 年 10 月，包扶双龙村的镇安县
水利局，在双龙村上台子组投资规划建设
水杂果示范园，也称“百味园”，发展以桃、
李、杏、大樱桃、冬枣五大优质品种为主的
水杂果园 300多亩。园区建成以后，村上
坚持将产业与自然资源相结合，打造农旅
融合的体验式景点。2022 年，村上投资
30 万元在园区铺设采摘步道，进一步完
善农旅融合基础设施建设。2023 年，镇
上依托园区打造以观光采摘为主的休闲
农旅品牌——百味人生，对园区周边停车
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及农户房屋进行
提升改造，以庭院为单位，突出水果文化
元素，建成休闲、观光一体化园区，推进产
业品牌化。

据悉，园区建成以来，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就业、房屋租赁 3 种方式累计
带动 200 多户群众增收，其中通过流转
土地带动 50 多户群众增收，规模种植、
四 季 采 摘 等 累 计 安 置 当 地 劳 动 力 220
多人。双龙村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建设
水杂果园，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和绿
色发展项目，不仅带动村民增收，还真
正实现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价值转化。

发展思路有了，主导产业有了，如何
让产业效益最大化？如何让群众稳定持
续增收？双龙村“两委”班子一直在努
力。杨登平说：“我们这里生态环境好、空
气好、水质也好，有丰富的天然草料，我们
为何不发展生态养殖？将水果种植和生
态养殖结合起来，更能将土地效益发挥出
来。”说干就干，双龙村在发展水杂果的同
时，发展黑猪养殖。

“前面那一片茂密的林子是我们的李

子基地，李子基地上方就是我们的黑猪养
殖基地。”杨登平边走边介绍，园区里的杂
草和掉落的水果等可以用来喂猪，而猪粪
又可以用来给果树施肥，正好实现了“以
肥养地、以地供养、种养对接”的种养循环
体系。

据基地负责人李玉宏介绍：“黑猪肉
富含矿物质、维生素和蛋白质，再加上基
地给黑猪吃天然草料，猪肉的肉质特别
好，深受市场青睐。”黑猪养殖项目是苏陕
协作项目，每年在年底为南京市场定向供
应，优质的猪肉品质得到了南京广大市民
的认可。

“目前，双龙村集体经济主要以光
伏、水杂果、黑猪养殖为主。预计今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 30 万元以上。下一步，我
们计划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努力通过互
联网和电商平台销售，激发群众参与合
作经营的积极性，从而强化联农带农成
效。”杨登平说。

双龙村

种养结合开辟致富新路径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8月 3日早晨，骤雨初歇，阵阵微风扫
去了夏日的溽热。商州区大赵峪街道芦
河涧村的火龙果基地里，有三两游客在大
棚里采摘火龙果。刘卫鹏一边热情地给
游客介绍什么样的是成熟的火龙果，一边
示范如何采摘。

刘卫鹏是火龙果基地的负责人。经
过七年的发展，他的火龙果基地已经在商
洛小有名气。“每年 7 月中旬开始采摘，一

直到来年的 2 月，可以采四茬儿。”刘卫鹏
说，经过施羊粪改变土壤土质，将原本产
自广西南宁的火龙果苗引进商洛进行“驯
化”，再到熟练使用打顶、弯枝等修剪技
术，现如今，在商洛，火龙果的种植技术已
经很成熟了。

刘卫鹏介绍，火龙果基地现有 7 个大
棚，每个大棚占地一亩多，这些大棚分为
暖棚和冷棚，暖棚看起来明显光线暗一

些，走进去能感觉到温度比冷棚也高一
些。“冷棚是我自己设计的。”刘卫鹏笑着
说，他将最初引进的暖棚进行了一定程度
上的改良，从而节约了经济成本，并且提
高了果实产量。比如，暖棚通风口低，棚
顶使用电动丝棉被，而冷棚棚顶则采用几
层大棚膜，保证大棚温度在火龙果需要的
最低温度——5℃之上；将种植火龙果的
每一垄土从 50 厘米宽增加到 100 厘米
宽，这样火龙果就从单排种植变成了双排
种植；同时，将支撑火龙果肉叶的钢架从
单层高改进成了双层高，这样火龙果的肉
叶高度就能增加，与此同时，挂果就相应
增多了。“果实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
而且，电动丝绵被换成大棚膜，经济成本
也就降低了。当然，使用冷棚，由于温度
比暖棚要低，所以果实的成熟期就比暖棚
要推后一些。”

“ 基 地 目 前 走 的 是 采 摘 销 售 的 模
式，游客来基地，体验采摘的过程，再将

采摘到的火龙果以每斤十五元的价格
带走。此外，游客还可以购买礼盒，礼
盒装的果实品质更优，都是精挑细选出
来的。”刘卫鹏介绍，每年火龙果能净盈
利 20 万元左右。除此之外，基地还种
植有桑葚、梅子、蟠桃等水果，供前来基
地采摘的游客选择。

“这是用火龙果干泡的茶。”刘卫鹏
边 说 边 端 上 桌 一 壶 鲜 艳 透 亮 的 茶 水 。
仔细看壶里，能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带
着籽儿的火龙果干儿；细品茶水，有甜
甜的果香，沁人心脾。“现在我们已经研
制出了火龙果干、火龙果酒，以后可以
向游客提供这些产品，并且可以与外界
合 作 ，发 展 研 学 基 地 等 。”刘 卫 鹏 笑 着
说 ，他 一 直 在 想 方 设 法 做 大 火 龙 果 产
业，现在已经可以向周边提供火龙果的
种苗和技术。下一步，他计划将基地发
展成能提供火龙果采摘、游玩、民宿等
农旅融合发展的综合性基地。

芦河涧村

火龙果“沉浸式”采摘受欢迎
本报记者 胡 蝶

雨 过 天 晴 ，走 进 商 南
县 试 马 镇 郭 家 垭 村 ，一 片
片 翠 绿 的 茶 园 铺 满 了 层 层
叠 叠 的 山 峦 ，三 五 成 群 的
游 客 在 游 步 道 上 观 赏 美
景、拍照打卡。

近 年 来 ，商 南 县 试 马
镇郭家垭村以“千万工程”
经 验 为 引 领 ，通 过 党 建 推
动“ 茶 旅 文 ”融 合 发 展 ，构
建“村企民”三方产业联合
体和利益共同体，把“沉睡
的 资 产 ”变 为“ 流 动 的 资
本”，以集体增收提高村民
收 入 ，切 实 提 升 村 民 的 获
得感、幸福感。

郭 家 垭 村 推 行“ 党 支
部 + 五 联 ”模 式 ，依 托 沁 园
春 茶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整
合郭家垭村党支部和党员
致 富 带 头 人 ，成 立 沁 园 春
村 企 联 营 党 支 部 ，上 联 基
地 和 农 户 ，下 联 市 场 和 企
业 ，将 党 支 部 阵 地 建 在 茶
产 业 全 链 条 上 ，并 按 照 产
业 链 划 分 技 能 培 训 、育 苗
基地、生产种植、加工销售
4 个 党 小 组 ，开 发“ 项 目 服
务 ”“ 供 需 台 账 ”“ 用 工 就
业”等合作项目，积极吸纳
返乡创业优秀青年和广大
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大力
实 施 育 苗 、生 产 、建 园 、加
工、销售、品牌、文化、体验
八大工程，先后建成“一厂
两馆三基地”，即清洁化茶
叶加工厂、农耕文化展览馆、茶文化体验馆、智慧育苗
基地、万亩生态茶叶基地、百亩农业科普体验基地，培
育 了 白 茶 、绿 茶 、红 茶 、黄 茶 、黑 茶 等 5 个 知 名 品 牌 ，新
修观光廊亭 2 个、游步道 2500 米，实现了茶区变景区、
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

郭家垭村集体将林地资源、低产茶园、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入股沁园春公司，动员村集体成员向沁园春公司
流转土地 8500 亩，沁园春公司每年为村集体成员配股
分红，支付地租、务工薪资，全村 355 户群众通过配股分
红、土地流转等形式户均增收 6200 余元；依托沁园春公
司营销平台，深化“借还”模式，为群众免费提供种苗，带
动 134 户茶农发展茶园 507 亩，并成立劳务组织，年均组
织基地务工 2500 余人次，人均增收 2000 余元，形成人
人持股、户户分红、集体增收、企业得利的共赢局面。

同 时 ，郭 家 垭 村 不 断 完 善 资 金 投 入 流 程 ，构 建 严
密 的 入 股 方 式 、入 股 程 序 、股 权 管 理 、股 金 退 出 、风 险
防 控 等 机 制 ，全 力 保 障 投 资 群 众 的 资 金 安 全 ；每 年 为
3000 亩 无 性 系 茶 叶 基 地 购 买 茶 叶 气 象 指 数 保 险 和 茶
叶种植保险，有效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实行“农民入
股 +保 底 分 红 +按 股 分 红 ”利 益 联 结 方 式 ，确 保 以 土 地
入 股 的 成 员 分 红 收 益 不 低 于 同 期 土 地 的 租 金 收 益 、确
保 以 扶 贫 资 金 入 股 的 脱 贫 户 成 员 年 度 分 红 收 益 不 低
于入股资金的 5%，并实现逐步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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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巩琳璐 通讯员 李俊英）近年
来，丹凤县铁峪铺镇中心村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
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统揽，落实基层党组织“分类指
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全面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推动产业发展提档升级，加快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中 心 村 建 立“ 千 万 工 程 ”示 范 村 建 设 任 务 清 单 、作
战图及计划安排表，将六大重点任务 24 项子任务细化
成具体指标，确保“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有方向、有步
骤、有目标。同时，精准把握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与不足，结合村实际情况，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群众满意度为衡量标
准，以提升乡村的“颜值”、增强“气质”、优化“品质”为
目标，灵活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

中心村采取“支部带动、支委推动、党员促动、党群
互动”的工作方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水杂果基地
建设为重点，对 100 亩车厘子、15 亩猕猴桃、15 亩脆李
基地进行统一科学管理，辐射带动周边 3 个村水杂果种
植区突破 1000 亩，挂果面积 800 多亩。健全产业发展
配套设施，修建气调库 1 座，发展农家乐 1 家。实现产
业连片发展、整村推进，促进了一三产业深度融合。

在优化环境方面，实施河堤环境整治 960 米，改造
休闲广场 3 个，建成口袋公园 2 个，修建公厕 1 个，修建
河堤步道 1500 米，改造卫生厕所 18 座。落实“四个四”
环境卫生整治制度，加大对室内庭院、厨房、厕所等区
域卫生清理，清理乱堆乱放 20 处，整治道路 3 条，购置
电动垃圾三轮车 2 辆、垃圾分类桶 20 个。落实河长、田
长、林长责任制，通过持续优化环境，中心村面貌焕然
一 新 ，变 得 整 洁 而 美 丽 ，河 流 也 恢 复 了 清 澈 见 底 的 景
象，持续激发群众争创“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村庄颜
值不断“刷新”。

与此同时，中心村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利用村民自治组织，打造
有温度的乡村治理体系。开展“每月一主题”法治宣传，提
升群众的法治意识，探索建立“双长五联”工作模式，安装高
清双向语音视频监控 347 个，人脸识别监控 20 个，用“小网
格”托起“大平安”。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集中整治高价
彩礼、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评树各类先进典型
6 类 70 多户，引导群众以身边的人和事为榜样，见贤思齐，
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中心村中心村

加快和美乡村建设

游客采摘火龙果游客采摘火龙果

杨登平检查白桃生长情况杨登平检查白桃生长情况

“千万工程”在商洛

群众采摘黄花菜群众采摘黄花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