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这烤烟长得真好，让人
睡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是
啊，我听王支书说今年每亩纯收入
预计在 3000 元，明年还要扩大投
资。”8 月 15 日，在洋县龙亭镇高原
寺村的百亩烤烟大田里，随处可见
烟农们忙碌的身影，务工的村民们
一边干活一边谈笑着。

“这片地以前是荒坡地，我们
当地人都把这叫黄土岭。”高原寺

村党支部书记王宝信说 ，今年村
上与宁强县大安镇干溪沟村烟叶
种植示范基地签订了土地流转协
议，将 120 亩地流转出去，种植地
膜烤烟。

“目前，我们的烤烟进入采摘
期，可安排劳务用工 300 多人，可为
当地村民增加收入 2 万多元。今
年，从育苗、移栽，到进炉烘烤等环
节，预计为当地村民创造经济收入

15 万元。”烤烟基地负责人杨波说。
“有了这个烤烟基地，不仅让

我有了流转土地 3000 多元的收入，
还让我在基地务工，每月有了 1800
元的固定收入。”正在基地务工的
村民岳建红说。

在洋县，像高原寺村一样，盘
活土地资源、拓宽致富道路的故事
还有很多。“忙完自家地里的农活，
就来产业园打零工。每天 80 元，活
儿也轻松。”8 月 10 日，在洋县谢村
镇东坡村的吊瓜产业园里，村民周
小华边锄草边说。

“2020 年，我们将位于高铁周
边的近千亩撂荒土地承租给西乡

县汉牧园吊瓜专业合作社发展吊
瓜产业 ，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东坡村党支部书记李宝庆说，
通过发展吊瓜产业，每亩土地可为
农户带来 800 元的经济效益，为村
合作社创造收入 18 万元，还吸纳了
60 余名群众进园务工增加收入。

同时，东坡村又将村委会后院
闲置房屋对外租赁，与四川艺道雕
塑工艺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开办
了彩绘工艺厂 ，专门生产旅游产
品，吸纳留守妇女务工，增加收入。

洋县马畅镇在高路村、安巷村
流转 1400 多亩低效水涝田建成千
亩莲藕产业园，吸纳 50 余名村民就

近务工，人均月收入 3000 元，预计
年收益达 900 万元；黄金峡镇杨庄
村 盘 活 闲 置 旱 地 ，发 展 黄 姜 1500
亩、茶叶 1000 亩；洋州街道贯溪村
村民张伟东在自家庭院里发展“小
盆景”叩开致富门……

近年来，洋县持续盘活土地资
源，让“沉睡”资源变成“活资本”，
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全县累计建
成农业产业基地 80 余个、农业综合
种养基地 20 个、农业产业园 16 个、
庭院经济 2000 余户；综合种养千亩
示范基地 1 个、百亩示范基地 8 个；
发展优质水果 3.9 万余亩、中药材
2.3 万余亩。

洋县：让闲置资源再“生金”
本报记者 张晓强 通讯员 李刚

8 月 15 日一大早，在山阳
县小河口镇杨家湾村五味子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杨家
湾村村委会副主任付玉武正
组 织 十 多 名 村 民 采 收 五 味
子。大家有条不紊地穿梭在
一人多高的藤蔓间，忙碌着
摘果、装箱。

“ 我 们 村 五 味 子 基 地 占
地 103 亩，去年刚种的五味子
今年就开始挂果了，头一年

挂果产量不是很高，大概能
摘 3500 斤鲜果，晾干后一斤
就能卖 45 元。销路不用愁，
村上和药材收购商签订了购
销合同，进入盛果期以后收
成会越来越好。”望着大家忙
碌的身影，付玉武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 基 地 里 一 年 到 头 需 要
干的活挺多，就拿现在五味
子采收期来说，这 100 多亩我
们大概要 5 天才能采收完，干
一天能挣 100 元。同时，我在
这里也学到了五味子种植技
术，打算自己发展五味子种
植。”另一边忙着采摘的村民
张玉芳接过话茬高兴地说。

为 了 让 群 众 吃 上“ 五 味
子”这碗产业饭，小河口镇聚
焦产业振兴，结合辖区自然
条件特点，坚持“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原则，决
定将五味子标准化种植作为
镇域主导产业。通过整合土
地、人力、资金、龙头企业优
势资源，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
模式，在辖区杨家湾村建设
百亩五味子标准化种植示范
基 地 。 经 过 两 年 的 摸 索 实
践 ，解 决 了 五 味 子 育 苗 、生
长 、挂 果 、病 虫 害 防 治 等 问
题，并试种成功。

杨家湾村走上标准化种

植五味子增收致富快车道，
增强了小河口镇其他村发展
五味子产业的信心。小河口
镇邀请县农技专家进村进行
五味子种植技术培训，带动
了辖区袁家沟、六窝蜂、瓦沟
口等村发展标准化种植。同
时，加快开发传统药材市场
及新兴电商销售渠道，形成
了完整的五味子产销链条。

截 至 目 前 ，小 河 口 镇 五
味子种植面积达 2 万余亩，年
产量近 100 吨，年产值达 500
万元，五味子产业已成为该
镇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成
了群众打开增收致富大门的

“金钥匙”。

小小五味子 致富“金钥匙”
本报记者 辜希静 通讯员 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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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 年 养 了 55 箱
蜂，给我家带来了 2 万多
元的收入。”连日来，丹凤
县武关镇梅庄村村民林茵
贵早出晚归，忙着收割蜂
蜜，虽然劳累，但掩不住收
获的喜悦。

林茵贵 2019 年因病花
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负
债 6 万多元。妻子董丽英
常年体弱多病，还有两个正
在上学的孩子，这使原本稳
定的家庭发生了变故。针
对林茵贵家庭实际情况，按
照相关政策要求，经本人
申请 2019 年 10 月他家被
确定为重点监测户。

由丹凤县农技中心主
任黄涛包扶，制定帮扶计
划，引导其发展产业。现
在 林 茵 贵 在 铁 峪 铺 火 车
站 工 作 ，月 收 入 2000 多
元 。 下 班 后 林 茵 贵 在 家
里开办摩托车修理铺，一
个 月 能 挣 1000 多 元 。 妻
子董丽英在家养蜂，年收
入 2 万多元。另外享受政策性产业奖补、兜底
帮扶等政策性补助，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 1.5
万多元，彻底改变了贫困面貌。

近年来，武关镇依托武关河流域的生态资
源和县农技中心技术支持的有利条件，以促
进群众增收为目标，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鼓
励农户发展蜜蜂养殖，既能照顾老人、孩子，
又能创业增收，实现社会稳定和创业就业有
机结合。目前，全镇 14 个村 280 户群众发展
养蜂，年产值 80 多万元。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蜂农提供政策帮扶
和技术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养蜂规模，努力拓
宽销售渠道，把养蜂产业做大做强，持续促进
农民增收。”武关镇党委书记杨丹军说。

乡
村
振
兴
有
﹃
蜜
﹄
诀

李
永
军

记
者

靳
天
龙

本报讯 （高亚蓉 记 者
杨磊） 八月中旬，走进黄龙
县三岔镇四条梁村，整洁的
村 路 两 侧 ，玉 米 丰 收 在 望 。
穿过一片片绿野，记者来到
了赵国辉的蟠桃地。一踏进
桃园，蟠桃的清香就扑鼻而
来，饱满水灵的黄金蟠桃挂
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微信上又来了 50 斤的
订单，今天先摘 4 两以上的

果子，客户要求个头大小要
基本一致。”赵国辉笑着说，
丰 收 的 喜 悦 洋 溢 在 脸 上 。
2015 年，赵国辉外出打工时，
发 现 了 蟠 桃 品 种 并 积 极 引
进，嫁接、修剪……经过 5 年
的试种，他发现黄金蟠桃很
适合当地水土气候，还带动
了村上的 7 户种植蟠桃，让
蟠桃成为三岔镇的又一特色
产业。

目前，赵国辉种植了 60
余亩，其中 15 亩是丰产树，
年 收 益 约 30 万 元 。 现 在 已
经进入成熟期，每天都有大
量客户从网上订购，还有部
分客商来桃园采买。赵国辉
介绍，从剪枝、疏花、疏果到
套袋等各环节，他都丝毫不
敢 马 虎 ，坚 持 施 用 农 家 肥 ，
不打药、不催熟。

近 年 来 ，三 岔 镇 依 托 良

好的生态和资源优势，立足
村情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从多方面引导群众增收
致富。

“目前，全村共发展蟠桃
产 业 200 余 亩 ，后 续 我 们 将
通过镇上邀请县农业农村局
等部门来村指导，为返乡青
年 提 供 更 加 适 宜 的 致 富 土
壤 。”四 条 梁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赵锋说。

黄龙县三岔镇：蟠桃熟了 日子甜了

8 月初，铜川市
印台区果业发展中
心、园艺工作站分批
组织“百优”果业技
术员、果农技术骨干
500 余人赴优秀企业
生产基地开展“大观
摩、大培训、大提升”
活动，通过学习借鉴
先进典型，提高果农
科学务果水平，进一
步推动印台果业高
质量发展。图为观
摩现场。

路 磊 记 者 王
根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婷） 当前玉米已进入
抽雄关键期。为抓好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8
月 15 日，华阴市玉米“一喷多促”统防示范作
业全面展开，通过宣传玉米中后期管理措施
和病虫害防控技术要点，并在关键期组织 10
余名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防控一线开展
指导服务，开展群防群控，提高防控处置率，
确保应防尽防，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
秋粮丰收。

与此同时，华阴市切实加大农民教育培
训力度，全面提升农民群众素质，加强农村高
质量人才建设，紧贴农时举办高素质农民粮
食班培训。培训内容与农业农村实际需求对
接，涉及农业政策、粮食安全、农作物种植等，
通过培训有力提升参训农民综合素养和创新
能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目前，华阴市已举办各类技术培训 60 余场
（次），参训 3000 余人（次），现场指导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35个，切实做到了解民忧、纾民困。

华阴市

实施“一喷多促”保秋粮增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