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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 ，兴 平 市 南 市
镇在西王村举办了首届“西
瓜节”暨道德模范表彰大会，
以“瓜”为媒，促进产业发展，
增加群众收入。

近年来，南市镇在西王
村 建 设 占 地 1200 亩 的 设 施
农业产业园，产业园总投资
3500 万 元 。 园 区 具 有 科 技
含 量 的 现 代 化 日 光 温 室 2
座、拱棚 100 座。目前，园区
已 形 成 千 亩“ 美 都 ”西 瓜 和

200 多亩绿色无公害蔬菜种
植基地。

在西王村产业园，一片
片大棚接垄连片，一棚棚西
瓜长势喜人，群众正忙着采
摘西瓜。

来自浙江台州的技术员
毕 志 林 介 绍 ：“ 我 们 种 植 的

‘美都’西瓜特别脆、甜，个头
大、口感比较好。目前一天
采摘 3.5 万公斤，主要销往上
海、杭州、长沙等地。”

据了解，西王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产业园区采用“党
建 + 村 集 体 合 作 社 + 企 业 +
农户”模式，建立 由 陕 西 巨
兴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绑 定
集 体 合 作 社 的 保 底 收 益 ，
合作社绑定农户的收益，建
立“ 双 绑 ”利 益 联 结 长 效 机
制 ，采 取 土 地 收 益 、合作经
营 、吸 纳 务 工 等 方 式 ，实 现
企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的“ 双
赢”目标。

合作社理事长刘晓松告
诉记者：“群众在这里打工，
每年有 1 万多人（次），每人
每天 100 多元。”

在当天的西瓜节上，西

王 村 集 体 经 济 合 作 社 与 外
地客商签订了 250 万公斤西
瓜销售协议。表演的歌舞、
小 品 和 猜 西 瓜 重 量 和 吃 西
瓜比赛，吸引了周边群众前
来观看。

南市镇镇长刘飞表示：
“我们这次举办西瓜节，目的
就是进一步向外推介我们的
西瓜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对外展示镇上产业结构
调整的成果。同时，把西王
村村级集体经济这种模式向
其 他 村 作 一 个 示 范 引 领 作
用，让全镇各村都能够借鉴
西 王 村 模 式 ，做 大 、做 强 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

以瓜为媒，打造“甜蜜产业”新名片
王楠 姜峰 杨灿 记者 黄河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陈跃敏）“茶叶
藏在纸杯里，茶汤清亮、香味浓郁、回味甘爽。茶杯设
计美观大方，能将我们的广告印在上面，客人饮用后，
还非常好收拾，方便卫生。”7 月 14 日，白河汽修厂负
责人对汉阴县汉阳镇所产的新品滤茶杯赞不绝口。

今年，汉阴县汉阳镇乡村振兴公司推出新品滤
茶杯，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生产的茶叶和纸杯融合
在一起。茶叶藏在杯子底部，倒入杯中的是水，喝出
的却是浓浓的香茶，改变了传统烦琐的待客沏茶工
序，给品茶、饮茶者带来了卫生、洁净、惬意的享受。
杯身还可根据需求创作设计和私人定制，加印广告
和企业文化，附加商业价值。

由群众采摘、村集体合作社生产、镇属乡村振兴
公司加工、包装销售，汉阳镇已探索形成了完整的茶
叶生产销售链。自今年 4 月起，该公司产品投入市
场，截至目前，已为 50 家企事业单位定制滤茶杯超
20 万个，销售茶叶近千斤，为集体经济增收 30 万元。

“下一步，汉阳镇将坚持以国企带镇带村，立足汉
阳优势和资源，做精茶叶、蒸盆子等特色产品，拓宽群
众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开
启新局面。”汉阳镇党委书记李泽民满怀信心地说。

汉阴县汉阳镇

“小茶杯”撬动“大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刘林木）
7 月 15 日，笔者了解到，近年
来镇安县木王镇桂林村全力
推进中药材、苦荞、腊肠、土
蜂 蜜 等 农 特 产 品 高 质 量 发
展，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富民、
乡村振兴、文旅康养融合融
通发展之路。

桂林村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 核 心 ，大 力 发 展 苦 荞 、蜂
蜜、中药材等产业，切实发挥

产业奖补政策，紧密结合干
部下乡入户，深入群众、摸透
民意，用力用心做好产业发
展各项工作。村上“四支队
伍”常态化入户宣讲产业发
展政策，摸清农户产业发展
现状，分析产业发展前景，激
发农户产业发展积极性。鼓
励产业大户继续带头致富，
有效扩大产业发展规模，辐
射带动周边群众，让农户深

刻感受到发展产业有赚头、
生活有奔头。

镇安县科协、县特产中
心 等 单 位 专 家 到 桂 林 村 进
行 产 业 培 训 。 村 上 通 过 开
展集中学习、专家面对面答
疑 解 惑 、种 养 大 户 现 场 经
验 交 流 、分 发 宣 传 手 册 、专
家 入 户 指 导 等 活 动 ，有 效
提升农户技能，提升产业发
展质效。

同时，桂林村还依托木
王森林公园平台优势，积极
探索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对
接 联 系 木 王 森 林 公 园 推 销
农特产品，全面打通农户蜂
蜜畅销的“最初一公里”，确
保养蜂农户不愁销路，有效
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 2022
年，桂林村销售土蜂蜜 3000
多公斤，带动 62 户农户增收
30 多万元。

镇安县桂林村

发挥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产业

7 月 16 日，永寿
县监军街道永寿村
一组村民马电民正
在采摘西瓜。

近年来，永寿县
发展车厘子、草莓、
圣女果、芦笋、西瓜
等特色产业，有效
拓宽农民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王军锋 武瑜） 连日来，蒲
城县 2.8 万亩早酥梨陆续进入成熟期，早
酥梨、红香酥等早熟品种梨一上市就卖
出了好价钱。在酥梨主产区，随处可见
果农忙碌的身影，酥梨之乡到处呈现产
销两旺的丰收景象。

7月17 日，在蒲城县荆姚镇孟郊村早
酥梨种植区，一片片果林郁郁葱葱，一颗
颗圆润饱满的早酥梨挂满枝头，随风摇
曳，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冯进保是孟郊
村的种植大户。这两天，他家的早酥梨
进入了采收高峰，每天都要组织村民帮
忙采摘、分拣、装箱。一筐筐早酥梨从果
园拉到收购点，冯进保的喜悦不言而喻。

“我家这早熟园有 10 亩左右，现在
基本进入旺季。这几天每天采四五千
斤，价格比较稳定，不愁卖。”冯进保说。

荆姚镇孟郊村水果代办原粉茹介
绍：“从 6 月 24 日开始收早酥梨，每天在
两三万斤以上，发往全国各地，客商评
价也很高。”

在冯进保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蒲城县党睦镇党
北村早酥梨种植户王喜仓也非常高兴。今年他家的
2.5亩早酥梨经过间伐和取大枝，产量增加的同时品质
也是更胜往年，成为当地电商供货平台的首选果品。

王喜仓说：“这两天，我这早酥梨已经进入采收
旺季，每天平均采收 1500 斤到 2000 斤。今年挂果量
很大，品质也特别好，汁多、味甜。”

良好的种植效益得益于蒲城县“蒲城酥梨”区域
公用品牌的塑造。近年来，蒲城县持续推动酥梨提
质增效行动，号召职能部门指导果农科学管理，加大
实施果园滴灌、渗灌、水肥一体化等工程，调优早熟品
种结构，同时还要求各果业合作社和瓜果代办集中统
一收购，科学指导果农早酥梨适期采收，确保果品质
量和消费者权益，维护蒲城品牌形象。目前，全县 2.8
万亩早酥梨已陆续上市，预计总产量可达4.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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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汉杰 通 讯 员 何
晨 张玲玲） 7 月 18 日，笔者走进
城固县二里镇继兴村，只见农家庭
院干净整洁、花团锦簇，一派生机
盎然的景象。“你别小看我这个小
院子，每年能给我带来 2 万多元收
入呢！”年近 70 岁的吴应忠精神矍
铄，是继兴村“庭院经济”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此刻他正和几个老邻
居商量着明年的栽种计划。

今 年 ，城 固 县 二 里 镇 因 地 制
宜、因户施策，动员引导群众利用
房前屋后闲置土地、院落空间发展

“庭院经济”。如今在二里镇这片

沃土上已经实现了一户一产业、一
门一经营、有种有养有手工，真正
做到了把“庭院经济”打造成群众
增收的“聚宝盆”。

二里镇镇村干部在今年初积
极谋划，征求群众意见，整合产业
优势，全面盘活“沉睡”的闲置资
源，积极发展茶叶、猕猴桃等种植
业，从规划备种到幼苗种植再到日
常管理，每个环节都有责任人全程
跟踪指导，不定期走访查看。以前
杂乱无章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为小
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各类农作物
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二里镇通过对院舍的改造，鼓
励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依托政策
红利，抢抓养殖先机，立足地域特
色，利用自家院落发展土鸡生态养
殖，着力打造一批小型养殖场，培育
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在群众的精心
养护下，一只只土鸡茁壮成长，为

“庭院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依托独特的田园风光，二里镇

打造集休闲度假、地方美食、农特产
品产销、高山溪流风光体验于一体
的休闲旅游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体验打卡。农家院改造农家乐，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庭

院经济”和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
二里镇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积

极发展手工作坊，开发乡村特色文
创产品，打造具有山区乡镇地域特
点、乡土特征的特色手工艺品。传
承创新乡村传统工艺，鼓励引导民
间艺人积极创作，依托乡村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一批特色鲜明、带动
作用明显的家庭工厂、手工作坊。

同时，二里镇还结合农村宅基
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 ，在开展

“六清六乱”治理的同时，对各村主
干道沿线及农户房前屋后闲置空
地进行整体规划部署，因点施策、

统一建设 ，合理打造具有农家韵
味、乡土气息、地域特色的小微景
观。高效利用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排除干道沿线交通隐患，美化绿化
村庄环境，把“庭院经济”发展转化
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有力抓手，让
家园更加美丽。

下一步，二里镇将把发展“庭
院经济”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
做 好 美 丽庭院与产业发展融合文
章，鼓励群众改革创新，大力发展不
同类型、多种经营模式的“庭院经
济”，切实让农家小院的“菜篮子”、

“果园子”变成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庭院经济”有“看头”更有“赚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