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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毕波波）11月 18
日，笔者在位于洛南县古城镇的商洛卫洛
乳业有限公司一期养殖基地的牛舍看到，
500 多头膘肥体壮的荷斯坦奶牛入住“新
家”，标志着洛南县实施的绿色生态循环
奶牛示范园三产融合项目取得实质性进
展、洛南首个大规模智能化奶牛养殖基地
正式投入运营。

据了解，该项目是 2023 年洛南县利
用苏陕协作平台招商引资的落地项目，由
商洛卫洛乳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总投资 3.35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位于
古城镇李庙村和红旗村，占地面积近 500
亩，建设一座存栏 3000 头奶牛现代化标
准生态观光牧场，并配套建设高效农业种
植示范基地、饲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示范区等，今年已采
购青年育成牛 500 头，计划明年 3 月再引
进 700 头，在此基础上，通过自繁自育使
养殖规模达到 3000 头。二期位于宁洛
产业园区，主要是智能化乳制品加工。

目前，该基地一期项目的基础设施
建设已基本全部完工，12 月将进行试生
产运行。

商洛卫洛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招
宏说：“这批奶牛是从我们从南京卫岗乳
业有限公司山东基地运输过来的，为迎接
首批奶牛住进‘新家’，今年 9 月已完成
4000多吨青贮、麦草收购工作。”

为了让这批奶牛更快适应洛南的环
境，该项目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边缘计算”的方式，结合牧场环境情

况，通过智慧牧场云平台，实施精准喷淋、
智能环控、智慧用电、能源管控、堆料机器
人操作等，配备智能调控卷帘、风机、刮粪
板等设备，同时配有兽医、防疫人员、饲养
员等为奶牛服务。

该项目引入国内先进人工授精技术、
卫生防疫及保健技术，奶牛规模化养殖精
准饲喂中央厨房、粪污资源化利用、信息
化监测预警系统，实现资源整合高效管
理。立足提升洛南奶牛养殖整体信息化
管理水平，形成养殖信息收集、传输、储
存、分析、指令下达等信息管
理通道，有效协调生产运营监
管。实施精准饲喂、发情、称
重、精准环控、产奶管理等智
能化物联网设备，集成养殖关
键信息到智慧牧场云平台，有
效贯通各个信息孤岛，达到设
备互联、系统互通，实现牧场
管理过程透明化、质量管控数
字化、成本控制精细化，推动
数字奶牛整体升级，打造智慧

“云牧场”。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日

产奶量可达 50 吨，预计年实
现产值 2.4 亿元，税收 450 万
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300 个，
带动周边农户种植饲草 3000
多亩，周边村组集体年均增收
约 400 万元，带动群众增收
3000 多户。”陶招宏自信满满
地说。

近年来，洛南县高度重视畜牧产业发
展，以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生态
产业、特色农业及现代农业发展，持续调
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
撑，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标准化、规
模化畜牧养殖场建设，积极实施洛南绿色
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三产融合项目，打造
洛南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切实以产
业链前端带动农业、饲料加工业发展，后
端带动乳制品产业、动物性食品加工业、
餐饮业、产品营销业、运输物流业等发展，

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
乡村振兴步伐。

“我们将用好用活《陕西省稳定肉牛
奶牛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稳定基础
产能、保障饲草料供给、提升主体经营能
力、提升疫病防控能力、强化产业精准帮
扶、加强技术指导服务、优化项目资金管
理，加快洛南县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
三产融合项目建设步伐，养健康牛、产健
康奶，为洛南高质量发展贡献农业力量。”
洛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新良说。

洛南首个智能化奶牛养殖基地投入运营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可鑫 惠 笑）
“我家种香菇十几年了，存在因为技术问题
导致亏本的现象。今天这场培训就像一场
及时雨，让我对食用菌选种育种、设施改
善、栽培环境、病虫害防治和产品销售都有
了新的认识。我现在种植的品种比较老，
卖不上价，来年我会根据老师的建议，更换
新品种试试。”近日，商南县城关街道曹营
村南沟组村民王茂松在食用菌实用技术培
训结束后说。

据了解，国家科技特派团食用菌产业
组于 10月 23日至 28日在商南县开展食用
菌产业科技帮扶工作。国家科技特派团食
用菌产业组首先来到曹营村开展食用菌实
用技术培训，专家针对该县食用菌产业发
展需求，围绕食用菌产业生产现状、食用菌
主要菇种和新品种栽培技术、生产管理等
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经典案例进行
讲解，60 多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在产业组
多方沟通协调下，商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先后
到河南省卢氏县朱阳关标准化香菇大棚出
菇基地、河南菌源食品有限公司、河南金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参观学习，借鉴
经验。同时，专家组先后到县乡村振兴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茶坊食用菌智慧农
业产业园等经营主体及食用菌产业重点镇
村走访调研，现场察看袋料香菇出菇情况、
养菌情况，针对大棚环境调控、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开展现场技术指导，给出合理化建
议。此外，专家组与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
导和县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人员就食用菌产业园建设情况进行座谈
交流，实地开展菌棒生产、大棚建设、品种
布局等技术指导，不断为商南县食用菌产
业添“智”提“质”。

近年来，国家科技特派团持续发挥各产
业组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主力军的作用，各产
业组专家会同商南县科技人才深入经营主
体、农户开展帮扶指导工作，不断推动创新
资源、创新成果、创新人才聚集，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使科技创新与
该县主导产业紧密结合，助力乡村振兴。截
至目前，国家科技特派团为助力商南县产业
发展，开展网络培训 20次，现场讲解 19场，
通过“一对一”“一对多”“请进来+走出去”等
方式，培育企业技术人才25人、乡土专家30
人，引进茶叶、猕猴桃、黑木耳、平菇、香菇等
28个新品种，转化应用技术成果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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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冯 琦）近年来，丹凤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
保障，通过党建引领、创新模式、培育人才等措施，推动村级集体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以党建为引领，激活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丹凤县始终将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将党建引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深入实施村集体经济“消薄培强”行动，制定《丹凤县 2024 年乡村振
兴提质年活动方案》，明确 2024 年度村级集体经济目标任务和具体
举措。严格落实县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基层党组织制度，定期
深入包抓镇（街道）、村调研，开展业务指导、工作调度。在基层党组
织核心引擎的引领下，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递增，有力推动了将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新合力。

以创新为驱动，蹚出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丹凤县坚持“党建强
产业、党建活人才”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行“党支部+村集体经济+企
业+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合作社引领、村企联建、村民入股、盘活闲
置资源的方式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棣花
镇陈家沟村瞄准“果药养游”三产融合，以“精品景区+乡村旅游+产
业振兴”方式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铁峪铺镇寺底铺村盘活闲
置资产，做好“土特产”文章，将闲置资产升级改造成现代化食用菌生
产基地，继续扩大平菇及天麻栽植产业，不断推动产业振兴实现群众
持续增收。土门镇土门村探索农旅融合产业路径，利用建成的民宿
吸引外来投资，通过农旅融合逐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以人才为支撑，凝聚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丹凤县持续建强“领
头雁”，大力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提升计划，共组织 240余名村（社
区）干部参加学历提升教育。全面实施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培育
储备计划，制定《丹凤县储备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工作方案》，储备
村级后备干部 1015 人，持续补充“源头活水”。安排 5 名选调生到村
担任村党组织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助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党
员在乡村振兴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乡土人才创办种植、养殖、林
业、农产品加工等各类合作社，为乡村振兴添动力。紧盯全县种植养
殖能手、加工能手、经营人才等人才，组建乡土人才动态信息库，动态
储备各类乡土人才。依托峦庄镇天麻良种示范园，不定期组织镇（街
道）专业技术人员、种植大户等乡土人才，围绕天麻良种繁育、种植试
验示范、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等内容开展培训，提升种植水平。

丹凤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新引进的奶牛在配备有自动牛体刷等设施的牛舍内悠闲地活动新引进的奶牛在配备有自动牛体刷等设施的牛舍内悠闲地活动

平坦的水泥路绿树夹道，别致的农家
小院土菜飘香，花木扶疏的银杏园里游客
攒动……立冬时节，走进柞水县下梁镇石
瓮子社区东甘沟组，银杏树的叶子一片片
变黄，在诉说着四季变换的同时，吸引着
游客的目光。

东甘沟毗邻柞水溶洞国家地质公园，
距柞水溶洞 0.5 公里，地域面积 16.2 平方
公里，这里依山傍水、民风淳朴、自然环境
优美，植被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是名副
其实的“天然氧吧”。

东 甘 沟 银 杏 园 里 ，一 雄 一 雌 两 棵
银 杏 树 ，相 距 7 米 ，树 龄 均 1700 多 年 ，
根 系 盘 结 ，枝 丫 交 错 。 两 棵 古 树 树 高
均 超 过 40 米 ，树 冠 直 径 30 多 米 ，并 立
的 银 杏 树 宛 如 一 对 耳 语 厮 磨 的 情 侣 ，
故而称其为“夫妻”银杏树。东甘沟也
因“ 夫 妻 ”银 杏 树 ，而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银杏观赏地。

千百年来，古树下流传着许多关于爱
情的传说，不仅有东汉皇帝刘秀和皇后阴
丽华的故事，还有古代富户人家小姐杏儿
和长工银生的故事……后来，当地人根据

这些古老的故事，制定了“有村同建、有树
同护、有老同敬、有幼同教、有困同帮、有
福同享”的古训，形成了新婚夫妇祭拜银
杏树的习俗。

“我是当地人，负责景区安全工作
有 5 年了，每年游客最多的时候就是暑
假和银杏叶变黄的时候。”石瓮子社区
居民张秦怀告诉记者，因为银杏园“夫
妻”银杏树的名气，不少年轻人在结婚
前 ，都 要 到 这 里 来 和“ 夫 妻 树 ”合 影 留
念，为爱祈福。

“西安古观音寺的银杏树，游客排队
预约才能去看，我们这儿的‘夫妻’银杏
树名气也很大，不少游客到溶洞后，都要
来这儿打卡留念，我们正在打造银杏谷，
相信要不了多久也能游人如织。”石瓮子
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平说，社区正在依
托柞水溶洞旅游发展，开发东甘沟银杏
谷，将其打造成爱情祈福胜地，走文旅发
展的路子。

10 年前，当柞水溶洞景区火爆时，石
瓮子社区东甘沟组村民日子还过得紧
巴。“路都是泥巴路，村民要么出门打工，

要么在家务农，
靠 种 点 玉 米 、
蔬 菜 卖 到 景
区 饭 店 挣 点
钱。”张庆平
感 慨 地 说 ，

“10 年 间 ，
村子发生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化，现在村
民都吃上了旅
游饭，过上了好
日子。”

近 年 来 ，东 甘
沟 依 托 柞 水 溶 洞 景
区的“流量效应”和银
杏园里的“夫妻树”，加快
旅游发展步伐，对道路、
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古银
杏园、云台山祖师庙等主要景点都相继
建成，发展问竹小院、观山民宿等农家乐
或民宿 10 多家。

走进问竹小院，竹林掩映，曲径通幽
处，几间陕南风格民宿散落其中。“我们这
里的特色菜有柞水小炒、银杏果炖鸡汤
等，民宿后面还有菜园，都是游客带着孩
子来体验，现摘现炒的。”民宿建筑旁的问
竹小院农家乐负责人程丽告诉记者，农家
乐营业已经 10 多年了，周边景点很多，节
假日非常火爆，特色菜也很受游客喜爱，
有时因为人手不够甚至需要从县城请人
来帮忙。

在距银杏树不到 100 米处，五彩斑
斓的山沟里，精致漂亮的观山民宿建筑
群格外引人注目。“今年，我们银杏谷流
转了 10 户民房，在保留陕南农家民房
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了民宿建设的全新
理念、时下流行的时尚元素，打造了高
端观山民宿，主要由‘见山’‘闻水’‘清
心’‘悦己’4 个院子组成，以亲近自然为
特点，房间均有露台，屋顶设计了露天
天台，可近距离观山赏月。”观山民宿项
目负责人介绍，7 月份试运营以来，吸引
当地村民 30 多人参与民宿业态运营管
理，带动效应十分明显，10 月份国庆长
假期间生意火爆。

如今，很多游客走进银杏谷，选择在
这里度假，东甘沟村村民靠银杏“夫妻树”
卖起了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个个喜笑
颜开。“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这是采
访过程中群众说的最多的话，也是当地人
生活的真实写照。

““夫妻夫妻””银杏树与一个村庄的蝶变银杏树与一个村庄的蝶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泽平马泽平 南南 玺玺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孙远飞孙远飞

游客在民宿内小憩游客在民宿内小憩

色彩斑斓的东甘沟色彩斑斓的东甘沟

““夫妻夫妻””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期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