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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 ，在 铜 川 市 耀 州 区 董 家
河 镇 凤 柳 村 ，村 容 整 洁 、产 业 兴 旺 、
群 众 富 足 ，一 幅 乡 村 振 兴 画 面 徐 徐
展 开 。

在凤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耀州区天
茂养殖专业合作社里，羊儿或是进食，
或是欢唱……凤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天茂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继
宏正在查看羊羔生长情况。

“我 2012 年从浙江回铜川创业，不
仅带回了东北的老公，还带回了东北农
牧专家的婆婆一起创业，成立了耀州区
天茂养殖专业合作社。”何继宏说。

天茂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只有
20 多名养殖户开始，发展到现在带动
1000 多名养殖户发展肉羊养殖，实现三
产融合，共同致富，先后建成肉羊品种
改良基地、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合作社

打造“合作社+产业园+贫困群众”的肉
羊产业帮扶模式和“肉羊产业+企业+配
套服务业”的村域经济发展帮扶模式，
建立 2 个肉羊养殖基地、1 个养殖扶贫产
业园，年出栏肉羊 1 万只以上，带动 2 个
镇 12 个村 322 户贫困群众发展肉羊产
业，户均年收入过万元，帮助 300 多户贫
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几年下来，合作
社分红达 200 万元。

“在何书记的帮助下，我家羊舍一
年出栏 2000 只羊，我们家也走上了致富
之路。”养羊户赵强印说。

何继宏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羊“土专
家”，先后获得“陕西省首批高级职业
农民”“陕西高素质农民领军人才”“陕
西省农民技术高级技师”“铜川市回乡
创业先进个人”“铜川十大优秀青年”
等称号。

在铜川市、区、镇三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何继宏带领干部群众真抓实
干、锐意进取，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因地制宜，大
胆探索发展混合经营的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搭平台、引人才、促发展，走出了
一条“集体主导、企业赋能、政府推动”
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如 今 的 凤 柳 村 ，集 体 经 济 联 合 社
组建成集团公司，与董家河循环经济
产 业 园 入 驻 企 业 达 成 了 合 作 意 向 。
通过以工程机械化服务、物业管理、物
流配送、劳务输出等辐射带动村近 600
多名群众务工，并鼓励小农户参与餐
饮门店、住宿、商贸等工作中，探索解
决 小 农 户 和 园 区 发 展 带 动 经 济 的 有
效衔接。

“何继宏的青春路，就是洋溢着爱
心 的 产 业 路 。”董 家 河 镇 镇 长 王 吉 斌
说，乡村振兴需要像何继宏这样的有
技术、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回乡创业，肩
担重任，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

20 多 年 来 ，他 深 耕 天 麻
种植技术，从一无所知成长
为远近闻名的“土专家”、高
级农艺师。靠着种植天麻，
他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但他
没有满足个人的收获，而是
将天麻技术传授给乡亲们，
带领大家走上共同致富的道
路。他，就是 2023 年汉中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佛
坪县岳坝镇女儿坝村丰祥种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董
水成。

这 几 天 ，董 水 成 精 心 培
育 研 发 的 零 代 天 麻 种 已 经
抽 薹 。 他 每 天 都 要 查 看 屋
内 温 湿 度 ，测 量 两 个 品 种 、
11 盆 110 根 天 麻 种 的 高 度 ，
确 保 开 花 授 粉 、打 顶 摘 果 。
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董水
成 培 育 的 零 代 天 麻 种 结 果
率高、产量高、品质好，长期
获 得 市 场 的 认 可 。 据 董 水
成 介 绍 ，今 年 可 产 出 1.5 万
公 斤 ~2.5 万 公 斤 零 代 麻 种 ，
预 计 可 产 出 90 万 公 斤 左 右
的商品麻。

佛 坪 县 岳 坝 镇 地 处 偏
远。过去群众守着青山绿水，
却用老办法种植天麻、栽植猪
苓，效益很低，日子过得艰辛。

2001 年，时任村干部的董
水成尝试着研究天麻种植技
术。他早出晚归，漫山遍野

寻找野生天麻、猪苓等中药
材，观察研究野生中药材的
生长环境。回家后，他看书
籍，进行试验栽植。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十多年的摸
索学习，他先后掌握了天麻、
猪苓等中药材的种植、育种
技术。靠着栽植天麻，他家
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
叫富。2017 年，在驻村“四支
队伍”及各级政府的大力帮
助下，董水成牵头成立了佛
坪 县 丰 祥 种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吸纳 12 户贫困群众入股
分红。为吸引更多的群众种
植天麻，他毫不保留地给村
民传授天麻种植技术要点，
并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向
群众宣传。不仅带动了当地
群众的种植热情，也吸引了
许 多 外 地 群 众 慕 名 前 来 学
技术。

2019 年，董水成注册“秦
南水成”天麻商标，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他购买了烘干
机、洗麻机等设备，建起冷藏
柜，形成制种、种植、加工、销
售一条龙的产业链。

目前，女儿坝村有 100 多
户村民发展天麻产业，种植面
积近 150 亩。如今，散布在绿
水青山间的一个个小天麻，正
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大产业。

近日，在渭南市举办的第三届陕
西“丝路创星”创业创新大赛省级总
决赛上，黄龙县白马滩镇卫家堡村村
民卫鑫杰凭借“诸华之味——以国潮
香薰唤醒乡村本味”项目，荣获大赛
青年创意组二等奖。

侃侃而谈、富有情怀，这是记者对
卫鑫杰的第一印象。据了解，自 2020
年起，卫鑫杰就致力于在家乡创业。
3 年间，他从黄龙县乡村振兴专员开
始做起，带领当地群众发展淫羊藿大
健康产业、花椒香薰系列产业升级和
特色农特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在接受采访时，卫鑫杰拿出他们
最新研发的香薰为记者介绍：“这是
用我们当地土特产花椒制成的。”他
说，他家已经有 400 多年制香的历史，
最早是做香药。所以他和女朋友王昭
颖根据家传古籍医书，以传统香方融
合现代技术，将香药理论融入芳香养
疗与化妆品产品之中，再结合地方特
色，形成他们最具竞争力的“法宝”。

记者采访使用过他们产品的李女
士，她表示：“将传统文化融入产品

中，才是真正的国潮。”
在 谈 到 乡 村 振 兴 时 ，他 说 ：“ 我

坚 信 我 们 也 能 打 造 出 自 己 的 品 牌
来 。”作 为 一 名 乡 村 振 兴 专 员 ，2020
年回到家乡的卫鑫杰也有一个将青
春播撒在乡村广袤天地的愿望。而
当 他 怀 着 满 腔 热 血 ，想 在 农 村 大 施
拳 脚 的 时 候 ，卫 鑫 杰 来 到 了 石 堡 镇
红 石 崖 村 ，发 现 现 实 和 自 己 想 象 的
完 全 不 一 样 。 陌 生 的 环 境 、陌 生 的
人让他感到无所适从。随着各项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卫 鑫 杰 发 现 每 天 的
工作内容大致相同，而且都是在“打
杂”，这让他一度觉得工作枯燥，甚
至迷茫。

在一次开展工作和调研的过程
中，卫鑫杰欣喜地发现，红石崖村居
然有淫羊藿。作为高级中药材鉴定师
的他一眼便认出这味珍贵的特色中药
材。这一刻让他觉得，所学终于有了
用武之地。他通过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教授王渭玲和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
白朕卿博士团队的合作，试种从本地
山 中 移 植 的 野 生 圆 叶 淫 羊 藿 1 万

余株。
在发展香薰产业前，卫鑫杰发现

当地特产的花椒、连翘都具有一定的
医药价值，但如果仅凭借食用或者药
用，产业链就过短、附加值偏低。这
些土特产就会面临效益低、风险高的
发展困境。

思考之后，卫鑫杰想到了发展香
薰产业，以产业发展来带动种植效益
提升，通过与深加工企业合作开启花
椒产业“新赛道”，突破单一产业的发
展瓶颈。于是，他们研制出了花椒、
连 翘 的 香 薰 系 列 产 品 ，带 动 当 地 花
椒 、连 翘 等 原 材 料 销 售 10 万 余 元 。
至 今 已 经 与 10 余 家 企 业 建 立 了
合作。

看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带动乡
亲们受益，卫鑫杰感慨道：“返乡之后
做的一切尝试，都是以我们当地的产
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作为依托。如果
离开这些，我们与其他产品就没有差
异化，更没有机会去打造我们当地的
特色品牌。”卫鑫杰告诉记者，因为项
目依托的就是当地产业，只有乡村产
业 得 到 发 展 了 ，他 们 的 创 业 才 有
意义。

产业升级 群众增收
高亚蓉 本报记者 杨磊 文/图

抱团养羊干劲足
本报记者 王根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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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宏和羊羔。

董水成（右）指导群众如何使用天麻清洗机。

卫鑫杰在第三届陕西“丝路创星”创业创
新大赛省级总决赛上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