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路弯弯，崎岖蜿蜒，平
添乡愁滋味……8 月 10 日，西
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新庄村
二龙口水库，细雨朦胧，河畔
的古相枣林吸引了很多外地
游客纷至沓来，这里俨然成了
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

近 年 来 ，武 屯 街 道 抢 抓
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
的政策机遇，将美丽村庄片

区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结合
起 来 ，突 出“ 产 、村 、人 、文 、
景 ”融 合 发 展 ，优 化 空 间 布
局、完善服务配套、提升人居
环境，进一步提升乡村颜值、
留住田园乡愁。

“以前河边上荒草丛生，
村民随意倾倒垃圾，也无人管
理。现在好了，有保洁员按时
打扫，环境好，每到节假日，

游客三五成群来这里休闲一
日游，吃农家饭，也增加了村
民的收入，真好！”新庄村村
民周美娟说。

武屯街道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在产业发展、生
态保护、文化振兴等方面持
续 发 力 ，不 断 深 化 拓 展“ 党
建+旅游”发展模式，把乡村
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
致富的最强“引擎”。

在秦宝冬枣产业园，成熟
的冬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
商和游客，品小吃、尝鲜果、
赏风景。为带动更多的农户，
园 区 办 起 了“ 枣 业 大 田 托

管”，目前有几百人加入，大
田托管面积达 3000 余亩，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 美 丽 村 庄 片 区 建 设 不
仅要宜居，更要宜业，对于村
民来说，更重要的是增加收
入。”武屯街道人大工委主
任姚建华介绍，下一步将根
据各村特点打造宜居乡村，
让村民在享受宜居环境的同
时，也能满足就业需求，如老
寨民宿、新庄村旅游型采摘、
秦宝冬枣基地实施大田托管
等，让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
真正的政策红利，让乡村振
兴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丽“颜值”变现 特色产业增收
本报记者 崔福红 通讯员 谷马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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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高山冷凉蔬菜种
植的第二茬，在黄龙县圪台乡马
场村的蔬菜地里，正开着蔬菜移
栽 机 的 王 东 祥 笑 得 合 不 拢 嘴 ：

“ 起 垄 、铺 渗 带 、施 肥 、覆 膜 、插
秧 一 体 化 ，这 要 放 到 以 前 ，想 都
不敢想。”

王东祥作为圪台乡高山冷凉

蔬菜种植大户，每年到了春、夏耕
种的时候，都要雇 10 个人来帮忙，
至少 5 天才能种完，但今年只要 5
个人，最多 2 天就能完成种植。这
喜人的变化，是传统“汗水农业”
到机械化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
黄龙县高山冷凉蔬菜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圪台乡马场村党支部

书记荆发明说：“今年我们通过合
作社引进 3 台蔬菜移栽机，村民向
合作社租借就能使用，只需自理
油费。此外，我们还组织村民参
加农机使用培训，让大家尽快享
受到机械化种植的红利。”

在 马 场 村 蔬 菜 标 准 化 育 苗
基 地 ，日 光 温 室 、塑 料 大 棚 ，自
动 操 作 、流 水 运 行 。 荆 发 明 介
绍 ，传 统 人 工 育 苗 ，需 要 醒 苗 、
练 苗 ，不 仅 耗 费 人 力 ，成 活 率 也
低 ，现 在 村 集 体 育 苗 ，每 亩 地 能
为群众省七八百元。

“目前，已经新建了瓦子街佛
庄寺标准化育苗基地和瓦子街袁
垛、圪台柳沟、石堡镇吉家湾等设
施蔬菜基地，推行标准化育苗，机
械化移栽，进一步完善蔬菜产业
基础设施。”黄龙县农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刘宇峰说，今年以来，全县
共引进 5 台大田移栽机，采购 3 台
自动化穴盘育苗机，以此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
升群众蔬菜种植效益。

这两天，瓦子街镇蔡家川村的
蔬菜种植大户郭建宏也迎来了一

年 中 最 忙 碌 的 时 候 。“ 我 种 了 近
400 亩菜，这两天开始收获，已经
卖了 60 多亩了。四五天后还要种
第二茬菜。”郭建宏笑着说，“人手
不够，还雇了十几名乡亲过来帮
忙，每天每人 150 元工资。”

目前，瓦子街镇已经建成了延
安市第一、陕西省第二的万亩高
山冷凉蔬菜基地，被评为延安市

“一乡一业示范乡镇”。截至 2022
年底，全县高山冷凉蔬菜种植面
积达 1.18 万亩，产量 2.55 万吨，产
值 0.79 亿元。

冷凉蔬菜种出“火热”产业
高亚蓉 本报记者 杨磊

本报讯 （张丹莉 记 者
靳天龙） 8 月 10 日，记者从商
洛市商务局了解到，近三年商
洛市累计出口核桃产品 6000
多吨，出口额达 1.5 亿元。

近 年 来 ，商 洛 市 多 措 并
举，优化外贸结构，助力乡村
振兴，推动商洛核桃加速“出
海”。加快调整优化外贸产
业结构，着力培育核桃产业
出 口 新 增 长 点 。 2018 年 以

前，商洛市主要出口产品为
光伏电池产品、矿产品等，核
桃产品出口寥寥无几。商洛
市商务局坚持兴业与富民相
结合，持续调整优化外贸产
业结构，培育更多企业开展
核桃产品出口业务，目前核
桃产品出口已经成为商洛农
产品出口的主力军。

今年 3 月，商洛市在韩国
举行农产品展销暨大健康产

业专题推介会，达成农产品
出口订单 5000 万元。韩国企
业于 5 月、6 月两次回访，达
成采购去衣核桃、核桃油等
产品意向。

商洛市商务局先后为企
业争取中央和省上专项扶持
资 金 2000 多 万 元 。 商 洛 核
桃地理标志获得欧盟市场认
可 。 2023 年 ，商 洛 市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商 洛 核 桃 ”成

功 获欧盟商标注册，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相互认可和保
护。

目 前 ，商 洛 市 共 有 核 桃
出 口 企 业 6 家 ，主 要 分 布 在
商州区、洛南县和丹凤县，带
壳核桃、核桃仁、核桃类食品
主要销往阿联酋、俄罗斯、意
大利、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
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受国际市场青睐。

商洛：近三年累计出口核桃产品6000多吨

本报讯 （李佳 记者 靳天龙） 8 月 11 日，
记者获悉，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批
准“黄骅梭子蟹”和“柞水（黑）木耳”为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自即日起实施保护。

近年来，商洛市市场监管局大力实施品
牌发展战略，在强化质量监管的基础上，完
善建立“柞水木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
产品质量监管上，严把市场准入关、技术标
准关、产品准出关，实时把控木耳质量，累计
抽 检 样 品 17820 个 ，检 测 合 格 率 均 为 100% 。
在品牌保护上，制定《“柞水木耳”区域公用
品牌保护管理办法》，各级各界联动发力，织
密品牌保护网，深度挖掘，积极培育，全面推
进“商洛产品”向“商洛品牌”转型升级。

截 至 目 前 ，商 洛 市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已 达 5 件 ，分 别 为“ 商 洛 丹 参 ”、“ 洛 南 核
桃 ”、“ 洛 南 豆 腐 ”、“ 云 盖 寺 挂 面 ”、“ 柞 水
（黑）木耳”。

“柞水（黑）木耳”成为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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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恤民
张琼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冀
安 通讯员 夏国月） 8 月
13 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镇坪县曙坪镇联合村
依托生态优势，因地制宜
地探索出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发展路径，多业态布
局，激发出乡村振兴的磅
礴活力。

今年，联合村新发展
魔芋、移栽黄连、低改茶
园 300 亩，新增淡水鱼养
殖 80 余 万 尾 ，中蜂养殖
300 余箱，传统作物种植
500 余亩，发展袋料香菇
30 万袋，猪牛羊禽饲养量
逐年增长。为使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收、带动群众
致富，该村收回三大峡库
区经营权，利用 150 亩土
地发展高山茶叶。同年
开 展 生 态 渔 业 增 殖 放
流 ，每 年 持 续 向 库 区 投
放鱼苗 100 余万尾。

联合村大力发展“归
雁经济”，新建土豆腊肉
酱加工厂车间，依托“龙
头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 ，提 升 农 业 产 业 附 加
值，自建猪场、生产线，
精深加工农特产品，培育延长产品全产业链
条，将企业、农产品、农户稳稳镶嵌在产业链
上。同时，美平才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金柳
避暑山庄等 7 家企业落户联合村，产值超 3000
万元，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 100 余个，累计发
放工资 200 余万元。

同时，该村以总投资 3 亿元的腊味小镇为
带动，打造文旅名片。近年来，腊味小镇承办
了镇坪长寿宴发布会、农民丰收节等多场大型
文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腊肉、蜂蜜、笋干
等农副产品供不应求，助农增收超过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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