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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茅坪回族镇，地处鄂陕两省镇、郧、旬三县接合
部。过去，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居住在这里的回汉族群
众一直过着穷苦的日子。

近年来，镇安县茅坪回族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加快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促发展，做实产业、做优
治理、做美环境，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幸福
的新路子，成为镇安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样板。

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发新芽发新芽””

初秋时节，北阳山的热闹还未散尽，天然的高山草地里，
碧波荡漾，鸟鸣啾啾，山风轻拂着牧草，牛羊遍地逐浪前行。

“谷雨前后，我们把牛群赶到北阳山顶草场散养，霜降后
再把它们赶回牛圈。”8月 7日，茅坪回族镇红光村杨洪学像往
常一样，趁着农闲来到北阳山，仔细察看自家牛的生长情况。

红光村背靠北阳山，山上丰厚的天然牧草、充沛的水源
为牛羊养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里搞
起了肉牛养殖。这两年，茅坪回族镇政府通过“建良舍、扩
规模、用好料、施良方”的方式，使当地畜牧养殖业得到了迅
速发展。

如今，仅红光村发展畜牧养殖产业有 230 户，养牛 1200
头、羊 1700 只，全村有养殖大户 10户、合作社 4个、家庭农场
2个，成为全县最大的畜牧养殖村之一。

“北阳山的黄牛，出肉率高、品质好，一点也不愁卖，每到
年底，我们的牛都被牛肉加工厂订购一空。”杨洪学说，依靠
养牛，他一年在家门口就有几万元的收入。

杨洪学所说的牛肉加工厂，是坐落在北阳山脚下茅坪回
族镇元坪村的镇安县东之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走进公司，马云珍正忙着打包刚生产的牛肉干。“我家就
住在附近，平时除了照顾家里外，就在这儿上班，一年能挣 2
万多元呢。”

随着养牛产业发展壮大，为了打造北阳山肉牛品牌，解
决牛肉产销问题，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在元坪村成立了东
之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与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学院合作研
发北阳山牛肉系列产品。

“公司拥有现代化牛肉加工生产线 5 条，可消纳当地黄
牛 400 吨，带动周边 120 多户养殖户户均年增收 2 万多元。”
镇安县东之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马静介绍，最近，
公司又和签约院校合作，正开发康养类牛肉产品，致力于打
造全国知名的高海拔牛肉地域品牌。

特色产业特色产业““生强枝生强枝””

传统产业“活”起来了，特色产业也要“火”起来。茅坪回
族镇在大力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持续重视劳务产业的发
展，通过帮助申请小额信贷、互助资金等途径，支持鼓励有能
力的群众到西安投资开办清真餐饮店。

元坪村村民王长鸣就是典型代表，作为经营了 30 多年

的餐饮业主，王长鸣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群众从事民族餐饮
服务业。

据统计，全镇村民在西安开设民族餐饮店 320 家，带动
当地群众从事民族餐饮服务业 600 多人，“安业清真”劳务品
牌成为茅坪回族镇一张亮丽名片。

走进茅坪回族镇红光村烤烟种植基地，一株株烤烟长势
喜人，工人正在忙碌地采摘烘烤。

“今年我种植了 90 多亩烤烟，在技术员的指导下，烤烟
的总体长势非常好，预计毛收入 20 万元以上。”正在烟地里
忙碌的王东说。

据王东介绍，在茅坪回族镇，像他一样通过积极发展烤
烟、养殖业的群众不在少数，他们通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产
业，实现了持续的增收致富。

近年来，茅坪回族镇抢抓有效衔接政策机遇，按照“一村
一品”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烤烟、木耳等特色产业，走出了
一条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发展之路。

在茅坪回族镇五福村五味子育苗基地，一行行五味子苗
在大棚内茁壮生长。

“这里海拔高，山大沟深，为种植五味子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去年我试种了 3 亩五味子，今年我将继续扩大规模。”五
福村五味子育苗基地负责人惠德田说。

米满山川、果蔬飘香、羊肥牛壮……如今，特色产业已
成为茅坪回族镇促进回汉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茅坪这个民族小镇呈现出各类产业竞相发展
的喜人局面。

村容村貌村容村貌““换新颜换新颜””

行驶在茅坪回族镇的各个村庄，一条条水泥路平坦整
洁，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一座座景观长廊依山建造，村民在
田间劳作，儿童在广场嬉戏，老人在树下乘凉，构成了一幅和
谐美丽的乡村田园图。

“过去，村里到处都是柴草、粪堆，凌乱得很。现在绿化
好了，环境美了，还修建了文化广场，每天看着自己打扫一新
的村文化广场，心里感觉美滋滋的。”今年 47 岁的五福村村
民杨唐琴说。

五福村优美的生活环境，只是茅坪回族镇村容村貌变化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过程中，茅坪回族镇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补短板、建机制、促提升，聚焦主干
道沿线、河道沟渠、集镇、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等重点区域，
以清沟渠、清线网、清杂物、净化亮化、绿化美化为抓手，实现
村庄环境由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提升。

据了解，茅坪回族镇通过清理农村道路，开展河道治
理，修建口袋公园等措施，茅坪、五福等 6 个村被评为商洛
市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示范村，腰庄河村被评为省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

“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我们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对村庄厕所、道路、庭院进行治理改造，开展‘美丽
庭院’创建、评比、奖励等系列活动，推动群众由‘要我美’向

‘我要美’逐步转变。今年，我们已经完成户厕改造 27 个，新
建公厕 4 个，完成土坯房改造 34 户，全力营造群众健康卫生
生活环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显著提升。”茅坪回族
镇镇长安明海说。

文明乡风文明乡风““劲吹来劲吹来””

“本月的环境卫生评比红黑榜出来了，这次咱村又登上
了红榜。”刚吃完早饭，红光村的公示栏前就围满了村民。

近年来，红光村不仅依靠养牛羊、种烤烟、种植中药
材、劳务输出，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足，更迎来了乡风文明的
焕然一新。

“之前的红光村，垃圾随处见，风吹柴草飞。如今，村里
成立了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对我们保洁员实行考核管理制
度，还与农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红光村保洁员杨富贵
说，“环境改善了，我们不仅住得舒心，也住得更安心，大家的
文化生活也变得有声有色。”

如今，在茅坪回族镇各个村，一面面文化墙镶嵌在村庄
院落间，一个个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热烈开展，一场场群众文
化活动精彩上演，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在加快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过程中，茅坪回族镇将培育文
明和谐的乡风作为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先后在各村因地制
宜建设小广场、口袋公园等设施 10 多处，常态化组织群众开
展广场舞等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广泛开展“镇安好人”“好公婆、好儿媳”“致富能
手”“文明家庭”“五美庭院”“十星级文明户”等各类身边先进
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发挥榜样力量作用，让群众学有榜
样、赶有目标。

全镇先后评选各类模范典型 44 人，向市县推荐“镇安好
人”7 人，以此引导群众相互比，互相学，塑造美丽人民，共创
文明和谐新茅坪。

“我们将政策理论、科教科普、科技助农、移风易俗等文
明实践活动开展到田间地头，引导农民群众改变陈规陋习，
倡导文明新风。同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不断满足回汉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茅坪回族镇党委
书记马辉介绍。

茅坪回族镇 奏响幸福生活新乐章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8 月 20 日，走进山阳县王阎镇吕家坪
村，绿意盎然的田野上，金黄色的连翘果实
挂满枝头，不仅装点了山间，更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金果果”。

穿梭在连翘基地里，只见一串串金黄
色的连翘果实挂满枝头，随风摇曳，散发着
淡淡的清香。当清晨的第一束光洒向连翘
基地，薄雾缭绕间，村民已早早地开始了采
摘工作。只见村民手法娴熟，一手轻托连
翘枝，一手用剪刀轻轻剪下成熟的果实，小
心翼翼地放入背上的竹篓中。就这样一采
一摘，竹篓逐渐变得沉甸甸，而他们的脸上
也洋溢着满足和喜悦的笑容。

“看着这一颗颗饱满的连翘果实，我们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正在采摘的吕家坪
村村民董榜志激动地说，连翘不仅让钱包
鼓了起来，更让他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
好前景。连翘基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回响
着村民的欢声笑语和剪刀剪断果柄的清脆
声响，时不时还有鸟儿叽叽喳喳，各种声音
交错间谱出了一曲生动的劳动赞歌。

近年来，王阎镇大力推广连翘种植，吕
家坪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连
翘种植的重点示范村。“我们通过引进优良
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加强田间管理、
定 期 组 织 专 家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等 一 系 列 措
施，有效提升了连翘的产量和品质，为村民
开辟了一条增收新路径。”吕家坪村党支部
书 记 王 和 志 介 绍 ，吕 家 坪 村 坚 持“ 一 村 一
品”发展思路，充分发挥本地道地中药材优
势，累计发展连翘 560 亩，建设 180 亩标准
化种植基地 1 个，将 220 户农户镶嵌在连翘
种植产业链上，户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通过发展连翘种植产业，村上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
绿的目标。

绿色长效的产业发展，不仅带动群众依靠产业发展实现增收，
产业基地还为群众提供务工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连翘产
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已经连续 5 年都来基地里采摘连翘了，今年的收成格外好，
预计每天能采摘上百斤的连翘果。”村民董榜志告诉记者，今年连翘
的丰收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连翘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吕家坪村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还为王阎镇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将通过扩大连
翘种植面积、加强技术培训和后期管护、建设连翘等中药材粗加工
集散中心等措施，不断提升连翘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王阎镇党
委书记宁远懿表示，下一步，王阎镇将强化延链、补链、强链工作，深
化拓展联农带农机制，将更多群众镶嵌在产业链上，共享产业发展
成果，让这一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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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洛南县保安镇，群山叠翠，
万 木 葱 绿 。 洛 河 水 一 路 欢 歌 奔 流 而
下，在洛河畔的一面山坡上，绿色的藤
条连接成片，一串串红彤彤、沉甸甸的
五 味 子 果 实 挂 满 藤 蔓 ，在 绿 色 的 映 衬
下分外惹眼。

8 月 19 日，虽已立秋，但仍然酷热逼
人，身处密不透风的五味子藤蔓间的张
喜盈，不一会就满头大汗。每天进地察
看五味子的生长情况，是张喜盈的多年
来的习惯。“搞农业就是操心大，哪一块
地太干需要浇水了，哪一片苗子长得不
好了该施肥了，就跟经管娃娃一样，马虎
不得。”张喜盈一张瘦削的脸，因长年在
户外劳作而晒得黝黑，笑起来更显憨厚
和朴实。

张喜盈是洛南县寺耳镇东庄村人，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汉子。为了谋生，
他在矿业公司一干就是 20 多年，用勤劳
和汗水为自己积累了财富。

“我自己的日子虽然好过了，但看到
身边有的乡亲还为生活焦头烂额，我心里
就不是滋味。”在张喜盈的心里，始终有个
情结，那就是要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生活
困难的乡亲富起来，为社会发展尽一份自
己的心意，加之他本身就是个闲不下来的
人，总在琢磨着干事创业。

2019 年，张喜盈到保安镇黑潭村考
察发现，村后的山坡地坡度平缓、集中连
片，适宜于发展种植业，于是经过和村上
多次商谈，他于当年 10 月承包黑潭村后
岭山坡地 1200 多亩，确定搞五味子种
植。为此，他先后到东北考察学习五味
子的种植管理、参加农业种植技术培训，

自己还买来相关书籍在家里自学。很
快，他便掌握了五味子的田间管理方法，
从一个不懂农业的生手到专业生态农场
主，张喜盈也走过弯路，受过挫折，但他
没有放弃。

为了改良山坡地的土壤质量，张喜
盈又是动用机械松土，又是到内蒙古、青
海等地购买有机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买回来的有机肥竟是纯羊粪肥，导致刚
开始种植的五味子苗大多数被烧死了，
直接损失 100 多万元。“一下子损失这么
大，我当时确实很灰心，但后来想到，搞
农业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才能成长，我又
来了干劲。”张喜盈说。

张喜盈深知现代化农业的便利性和
高效性，随着五味子基地建设逐步完善，
他同步建成节水滴灌工程，解决了五味
子基地的灌溉问题，既节省了人力又提
高了效率。去年，五味子首次挂果，看着
一串串红玛瑙般的五味子果实，张喜盈
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介绍，去年基地一
共采收五味子干果 5.8 吨，每公斤售价在
60元，共收入 30万元。

搞农业这些年来，张喜盈从来没
说过苦和累，他说：“干农业就是
这，晴天在地里，下雨在厂房，活
就干不完，没有歇息的机会。
不过，吃苦受累不算什么，最
困难的是，有一年，我手头的
资金倒不开，没法给务工群
众发工资。”张喜盈日思夜
想，还是觉得群众的工资
不 能 拖 欠 ，哪 怕 贷 款 都 要
先把工资发了。

当 工 钱 发 放 到 群 众 手
上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心里
感到踏实了。黑潭村群众屈
秀 芳 长 年 在 五 味 子 基 地 务 工 ，
年 收 入 2 万 多 元 ，靠 着 这 份 收 入
家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老板这个
人做事情踏实可靠，在他这儿干活我们

都非常信任他，大家都说让他先渡过难
关 了 再 发 工 资 都 行 ，谁 没 有 个 难 的 时
候，但是老板宁愿自己亏点也不拖欠大
家的劳务费。”张喜盈的为人和做事，
得到乡亲们的一致肯定，屈秀芳更是感
激不尽。

“一年用工人数有 100 多人，都是本
村和邻村的群众，每年给务工群众发工
资 80 万至 100 万元。”张喜盈说，除此之
外，每年还拿出 5 万元资金，为优秀员工
和生活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

五味子采收后就要晾晒，不能淋雨，
需建晾晒棚晾晒。今年，保安镇积极争
取多方扶持资金，帮助他建晾晒棚 2600
平方米、冷库 200 立方米、办公房 600 平
方米。说起未来发展，张喜盈说：“我能
有现在的发展，离不开好政策和各级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一定会好好干，
脚踏实地把五味子产业做大做强，带动
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增收，这既是我的心
愿也是决心。”

种下五味子 带富一方人
本报记者 贾书章 肖 云

北阳山牛肉加工厂内北阳山牛肉加工厂内，，工人在对牛肉产品工人在对牛肉产品
进行包装进行包装。。

蓬勃发展中的茅坪回族镇蓬勃发展中的茅坪回族镇

张喜盈在查看五味子张喜盈在查看五味子

五味子基地一角五味子基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