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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在商南县青山镇
草荐村蜜薯基地，一垄垄绿油油
的蜜薯藤蔓迎风生长，一簇簇皮
色鲜艳、薯形优美的蜜薯破土而
出，个个体态饱满、肉色红润。趁
着晴好天气，村民们忙着割蔓、刨
挖、分拣、装筐，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派好“丰”景。
草荐村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土

层 深 厚 、日 照 充 足 、昼 夜 温 差 较
大，利于糖分的积累，适合蜜薯种
植。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草荐
村两委想办法、谋出路，积极探索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路径。

今年 5 月，草荐村两委尝试流
转 50 亩土地作为试验田种植“烟
薯-25 号”。围绕选品种、学技术、
作宣传、谋销路，从播种到收获再
到销售全程参与，逐步摸索出一条
富有特色的“甜蜜”致富路。

“我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50
亩 蜜 薯 丰 收 啦 ，亩 产 5000 斤 左
右。早上挖的蜜薯，下午将通过
订单的形式发往西安、河南等地，
减少了储存环节，大大降低了成
本。新鲜的蜜薯藤蔓也被周边养
殖场预订，作为养殖饲料，进一步
提高了农作物的利用率。”草荐村

干部郑关键一边分拣着蜜薯一边
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促进蜜薯销售，青山
镇主要负责人多方协调，联系客
商上门采购。同时，深入蜜薯基
地，通过抖音、短视频、公众号等

“线上”平台宣传青山蜜薯，为青
山蜜薯代言。蜜薯已带动周边 11
户 26 名困难群众和周边 50 余名
群众实现稳就业促增收的目标，
也为草荐村集体经济增加创收 10
余万元。

据 了 解 ，青 山 镇 紧 紧 围 绕 全
市打造“一都四区”和全县“四大

名城”建设目标，谋划打造了青山
镇“三园四区”（即康养食品采购
园、亲子互动游乐园、生态休闲后
花园和康养旅游示范区、工业发
展转型区、农业产业提升区、商贸
物流中心区）。这里的木耳、羊肚
菌、猕猴桃、中药材、生猪等各类
农畜产业遍地开花，全镇初步形
成了千万袋食用菌、千亩中药材、
千亩茶叶、千亩猕猴桃、20 万头生
猪“五大富民产业基地”，带动全
镇 700 余 户 群 众 实 现 稳 定 增 收
5000 元以上，康养食品采购园初
现雏形。

10 月 30 日 ，在 黄 陵 县 店
头镇建庄村的苍术种植地里，
空气中弥漫着苍术特有的药
香，伴随着隆隆的机械声，村
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

随着翻耕机的穿梭，成片
苍术饱满的根茎冒出地头，村
民们头戴草帽、手持工具，熟
练地对苍术进行二次的除土
作业。“我今年种了一亩半苍

术，预计产量 700 公斤，比过
去种玉米收入好多了。”建庄
村村民余偏林说。

建庄村村民从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开始，便采取“秋春
采 苍 术 、初 夏 割 淫 羊（淫 羊
藿）、盛夏拾呜嘤（蝉蜕）”的四
季采药轮作方式。自 2015 年
将野生苍术引入大田后，经镇
村带动发展，目前建庄村苍术

种植达到 3150 亩，已建成苍术
科技示范基地、种苗繁育日光
棚、中药材产地趁鲜加工基地
各一座，实现了全镇中药材育
苗、种植、加工、购销于一体的
产业布局。

“ 今 年 ，我 们 建 成 中 药 材
产地趁鲜切制加工厂，现在所
有设备已经安装完成，能加工
的中药材有苍术、淫羊藿等，
年加工量 200 吨，年产值突破
2000 万元。目前与多家企业
达成了初步合作协议，保障了
苍术的销售。”建庄组组长朱
忠孝介绍。

据了解，今年店头镇苍术
种植面积 5000 亩，亩产量 400
公斤至 600 公斤，较去年有了
显著提高。按照当前市场价
格计算，每年每亩苍术可为村
民带来近万元的收入。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北苍
术 GAP 基地建设，实现苍术选
址 、种 苗 、种 植 技 术 、化 肥 农
药、采收和加工、包装和储运
的‘ 六 统 一 ’，保 障 中 药 材 安
全、有效、稳定和可控，让好药
材卖上好价钱，真正成为强村
富民的好产业。”店头镇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张凡说。

本报讯（记者 黄敏）11 月
1 日，记者获悉，为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下经济高
质量发展，日前商洛市在镇安
县率先启动了林下经济经营
收益权试点。

镇安县森林覆盖率 68.9%、
林 木 蓄 积 量 2228.54 万 立 方
米 。 全 县 林 下 经 济 蓬 勃 发
展，涵盖了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 、林 下 采 集 加 工 及 森 林 旅

游等模式，规模达 67.58 万亩、
产值达 1.7 亿元。目前，镇安
县 已 有 200 个 林 下 经 济 经 营
主体，包括 4 家企业、41 家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和 155 个 专 业
大户，其中还有 4 个省级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全县林下经
济从业者超 3.7 万人，形成了
多元化、特色化的林下经济产
业体系。

为 确 保 试 点 工 作 顺 利 推

进，商洛市林业局成立专门机
构，镇安 县 也 制 定 了 详 细 实
施方案。试点区域选在林下
经 济 基 础 好 、林 农 参 与 意 愿
高 的 月 河 镇 ，采 取“ 先 试 点 、
再 提 升 、后 推 广 ”的 思 路 进
行 。 在 试 点 过 程 中 ，将 重 点
探索林下经济经营收益权的
界定、登记、颁证、流转、抵押
等 关 键 环 节 ，建 立 健 全 相关
制度和机制。

通过试点项目建设，林农
将更灵活地利用林地资源，开
展多种形式的林下经营活动，
提高林地综合利用率，拓宽增
收渠道。随着林下经济经营
收益权的明确和流转机制的
完善，社会资本将更加积极地
参与林下经济开发，林农和企
业也能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
整经营策略，提高经营效率和
收益水平。

商洛市：林下经济经营收益权试点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通
讯员 罗锐） 11 月 1 日，记者了
解到，截至 10 月 28 日，洋县秋
粮收获面积 33.25 万亩，收获进
展达 98%，油菜播种面积 14.81
万亩，播种进展 95%，小麦播种
8.6 万亩，播种进展 73%。

今年以来，洋县将粮食任
务 指 标 层 层 分 解 压 实 到 镇
村 ，列 入 年 度 目 标 责 任 考 核 ，
落 实 各 项 惠 农 政 策 ，调 动 农
民 种 粮 积 极 性 。 全 县 完 成 补
贴 兑 付 到 户 面 积 46.5434 万
亩 ，补 贴 资 金 2792.60532 万
元 ，通 过 惠 农 补 贴“ 一 折 通 ”
足 额 发 放 到 户 ，完 成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面 积 1.6528
万 亩 ，兑 付 中 央 和 我 省 补 贴
资金 320 万元。

同时，该县组织农业专业
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
技术指导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通过建立百亩攻关田、千亩示
范方和万亩示范带，开展病虫
害统防统治等方式，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统筹调度联合收割
机 1800 台（次），投 入 拖 拉 机
600 多台，小型脱粒机及微耕
机 1.6 万 台 ，实 现 机 械 化 收 获
30 余 万 亩 ，机 械 化 播 种 27 余
万亩。

据介绍，洋县今年实现全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50.5 万 亩 ，
总产量 17.5 万吨，面积和总产
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5%，呈
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
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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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在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中咀
社区的田地里，工作人员正在整治撂荒地。

连日来，南郑区国土资源局坚决把耕
地 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整治
力度，全力推进耕地“非粮化”和撂荒地整
治工作。 通讯员 冯川 摄

10 月 29 日 ，在 大 荔 县 苏
村镇堡子村大棚内，村民正在
采摘秋延椒。

据了解，村民刘虎栽植的
10 亩大棚秋延椒长势喜人，亩
产 2500 公斤。按照眼下每公
斤 6 元的行情，亩收入预计在
1.5 万元。

通讯员 李世居 摄

打好农业“特色牌”铺就富民强村路
舒娜 本报记者 靳天龙

让好药材卖上好价钱
本报记者 杨磊 通讯员 吴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