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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咱家的紫皮大蒜蒜
瓣饱满、蒜香浓郁、辛辣爽口，配菜
吃面都很棒……”

“我们是产地直发，秒拍秒发
货……”6 月 15 日，在西安市临潼
区何寨街道圣力寺村农牧泽农直
播基地，主播卖力地推介着新鲜的
大蒜，工人忙碌装箱，成交订单不
断攀升。

在圣力寺村，刘妙妍的直播团
队成了村里的“另类明星”，种地，
他们有新技术；卖菜，从不和顾客

见面。他们是村里最年轻、学历最
高的“新农人”。

2021 年 6 月，刘妙妍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留在了城里上班。原来
的工作也不错，但是她对农村和土
地有情结。两年后，刘妙妍加入了
农牧泽农大蒜种植团队。“农村产
业规模比较小，布局分散，产业链
短，许多农产品的潜力没有得到充
分挖掘。”在前期调研中，刘妙妍深
刻体会到土特产品牌的重要性。

“我们利用短视频、直播、电商

等手段进行宣传、售卖，扩大销量，
这样可以缩减中间商，从而达到提
高利润的目的。”为打开紫皮大蒜
线上销售渠道，刘妙妍和品牌营销
团队设计商标、注册店铺、筹备拍
摄宣传片，“虽然前期粉丝量不多，
但我们的农产品品质过硬。特别
是 5 月 6 日的蒜薹销售直播中，一
个小时的销量就达 2 万余斤，这给
了我们很大信心。”

圣力寺村以传统农作物种植
为主。去年 10 月，由何寨街道牵
头，为圣力寺村引进了陕西农牧泽
农农业公司大蒜种植项目 ，通过

“技术+”、“电商+”、“服务+”等多
种模式拓宽销路，提高产业效益。

“项目共分三期实施，目前一
期 230 亩紫皮大蒜已完成采收，带

动村集体经济增收，也给农户带来
了新的种植示范。”35 岁的张越龙
是大蒜种植基地负责人。据他介
绍，基地已从最初的 10 多人发展到
现在的 22 人，其中大学生 16 人，团
队平均年龄在 25 岁。

张越龙毕业于天津农学院，智慧
农业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我们利
用所学专业，借助水肥一体化精准
灌溉系统和标准化田间管理，提升
农产品质量，加快实现绿色转型。”
张越龙说，基地种植大蒜一年两收，
大蒜收获后，还可以播种一茬水果玉
米，亩均年产值可达1.2万元。

“有知识就是好，卖个菜花样
都多。”村民董亚飞正在基地搬运
箱子，“我家里两个孩子小，要是外
出打工，孩子就没人照顾。现在好

了，在家门口上班，既能赚到钱还
能照顾孩子。”

从自己越来越鼓的“钱袋子”，
就能看出这群大学生给村子带来
的改变。这不仅是董亚飞的感受，
也是很多村民的心里话。

“再过几天，我博士考试的成
绩就出来了。”对于未来规划，刘妙
妍说，她将把课题研究继续放在田
间地头，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临潼区强化人才培养
和服务提升工作，通过建立农业专
业合作社、产业园区等形式，有序
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
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不断为
乡村振兴做优人才发展“生态圈”、
锻造乡村“生力军”、注入科技“新
动能”招才引智。

6 月 29 日，宁强县铁锁关镇

周家坎村村民正在为灵芝菌铺设

地膜。

近年来，宁强县积极引进新

品种，推广新技术，现已发展食用

菌 6099 万袋，年可实现收入 5.8 亿

元 ，成 为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主 导

产业。

通讯员 刘炳林 马骁灵 摄

大学生回村打起“金蒜盘”
本报记者 黄敏 通讯员 王三合

灵芝助增收

“我们充分利用优越的生态资
源和文川古道文化，盘活闲置资源
资产，将一片河滩地打造成‘栈道渔
村’，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6 月
25 日，留坝县武关驿镇党委书记方
毅君说，河口村每年接待游客7万余
人次，旅游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00万
元，每年村集体保底分红15万元，让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2021 年，汉中在全省实现“两山
资源公司”县区全覆盖，开展生态资

源资产调查收储、确权登记、价值评
估、市场交易等业务，给“绿水青山”
贴上价签 ，加快生态产品转化力
度。同时，成立了汉中生态产品技
术创新研究院，在留坝县成立了汉
中市“两山”转化培训中心，为全市

“两山”转化、文旅产业、绿色食药产
业，提供生态价值转化人才培养。

“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县、
镇两山资源公司。目前，公司共摸
排登记资源资产 4357 处，整合‘资

源包’180 个，其中村集体资源资产
占比超过 80%。两山资源公司签约
项目 22 个，到位资金 21.2 亿元。”留
坝县发改局局长谢建斌说。

据介绍，留坝县实施旅游“一
业突破”战略，精心打造张良庙、紫
柏山、栈道漂流三大核心景区，形
成了生态资源有效转化的成功路
径。2022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524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28.17 亿元。

“目前，我们开发楼房沟精品
民宿 13 座，累计实现经济收益 950
余万元，村集体累计分成 282 万元，
吸纳当地 40 余名群众务工，全体村
民 分 红 64.8 万 元 ，户 均 增 收 4600
元，每年还可带动土特产销售 20 余

万元。”紫柏街道小留坝村党支部
书记夏道华告诉记者，将农户“一
户多宅”的房屋和闲置土地收归村
集体，与隐居乡里团队合作打造楼
房沟精品民宿，项目由小留坝村合
作社负责建设，建成的民宿产权归
小留坝村集体所有。

略阳县立足资源禀赋，推广天
麻有性繁殖技术，开创了天麻有性
繁殖大规模发展的先河，奠定了略
阳天麻技术研究和种植的全国领先
地位。目前，略阳天麻地存 2.5 万
亩 ，年 产 鲜 天 麻 5000 余 吨 、种 麻
1000 余吨，是全国重要的天麻产业
基地。

在略阳县绿色食药科技产业

园，新落成的华夏天麻城，集产品
展示、创新孵化、科普研发、大数据
交易于一体的全国绿色食药研发
交流中心，略阳乌鸡、杜仲、天麻、
黄精、林麝 5 个研究院已经成功入
驻，这是略阳县走绿色循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汉中市聚焦“绿色循
环·汉风古韵”战略定位，不断推进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把“美丽
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探索打
造美丽中国“汉中样板”。同时，汉
中市荣获“2022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优秀城市”，留坝县、佛
坪县、宁强县跻身国家“两山”实践
创新基地。

汉中：让“美丽资源”成为“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