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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纵横

11 月 7 日，“中国光皮木瓜之
乡探秘行——网络媒体走进陕西
省白河县”主题采访团来到白河
县木瓜小镇中厂镇采访，白河光
皮木瓜成为媒体关注的“宠儿”。

近 年 来 ，白 河 县 在 学 习 运 用
“千万工程”经验中，聚力抓产业、
育链条，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
础，坚持优势巩固和新质培育并
重 ，着 力 打 造 富 硒 食 品 、新 型 材
料、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四大产业
链群。白河县在持续推动木瓜产
业发展中制定了《白河县木瓜产
业 2023 年 度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方
案》，修订了《白河县木瓜产业发
展扶持办法》，围绕木瓜产业链群
建成以木瓜白酒、果酒、饮品、食
品、化妆品等产品为主的木瓜精

深加工产业链，以发展“土特产”
为县域经济提升、乡村产业振兴
的 重 要 发 力 点 ，立 足“ 土 ”、突 出

“特”、培优“产”，持续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稳步
开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点。截至 2023 年底，全县木瓜种
植面积 14.2 万亩，建成市级木瓜
园区 1 个、300 亩以上县级木瓜产
业现代农业园区 4 个、100 亩木瓜
连片种植示范点 40 个；11 个镇发
展 1000 亩以上种植大村 67 个、5
亩以上种植大户 3804 个。该县年
产木瓜 2.6 万吨，综合产值 9.2 亿
元 ，带 动 1.7 万 户 农 民 增 收 2000
余万元。

2024 年《白河县富硒产业链
光皮木瓜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

法》中，明确在白河县从事木瓜生
产加工、市场流通、基地建设等与
白河木瓜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合
法生产经营主体；优先扶持市场
前景好，产品占有能力强，具有一
定 发 展 潜 力 的 优 质 市 场 经 营 主
体；根据政府安排的资金体量优
先扶持白河木瓜品种培优、品牌
建设、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适
时对木瓜园区提质增效纳入扶持
范围。同时，抓好品牌培育、品牌
营销、品牌文化、品牌保护、品种
培优，加大品牌建设力度，积极推
进木瓜产业技术培训和对外技术
交流合作，强化先进技术引进、成
果转化，兼顾设施设备建设、质量
追溯体系建设、“三品一标”认证，
提升效益。白河县还培育生产加
工龙头企业，建设绿色标准化种
植基地，巩固提升现有木瓜园；支
持木瓜新品种引进、培育、改良，
提高木瓜园的综合效益，支持园
区创建、农旅休闲观光体验园的
基地建设。

在白河县西营镇双垭村，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鲁周
民正在对木瓜种植大户陈长庚种
植园区的木瓜进行嫁接技术后期
的观察对比和技术指导。这是白
河县为了提升光皮木瓜品种优化
的技术合作。前两天，鲁周民在中
厂镇迎新社区对木瓜园的秋冬季
管护进行了技术培训。在富硒食
品产业链中，白河县以科技创新
带动产业创新，开发白河木瓜特
色产品，最大限度提升木瓜附加
值，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的攻坚战。该县研发特色
产品，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和市级专

家工作站，打造全国唯一的木瓜种
质资源基因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应用。在产品研发中，
白河县以光皮木瓜资源开发出 6
大系列 70 余款产品，获批国家专
利 5 项，产品包括木瓜果酒、气泡
酒、啤酒、康普茶、果汁等饮品，木
瓜果脯、果丝、辣椒酱、糕点、月饼
等食品，木瓜植物洗发水、养发霜、
沐浴露、洗洁精、洗手液等日化用
品 ，木 瓜 肌 萃 紧 致 乳 、肌 萃 精 华
液 、氨 基 酸 洁 面 慕 斯 等 化 妆 品 。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
木瓜美白面膜、速溶颗粒饮料和
木瓜果丹皮等，即将量产上市，同
步开展木瓜活性物质、木瓜中药饮
片等基础研究。

白 河 县 打 造 特 色 品 牌 ，推 进
“白河木瓜”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重点围绕基地管护、科技攻关、产
品研发、市场拓展、品牌培育，支
持现有企业推进新产品研发、市
场开发，力促木瓜啤酒和白兰地
生产线、木瓜康普茶生产线、分离

式木瓜茶饮品等项目建成投产。
在白河县中厂镇核心地带的“木
瓜小镇”生产园区，继木瓜小镇一
期建设之后，二期建设项目正在
建设中。在产业园区，一辆辆货
车运载着新鲜采摘的木瓜在园区
内 穿 梭 ，一 派 丰 收 的 繁 忙 景 象 。
人工筛选后的木瓜，经过浸泡、切
块等环节，被传送带运送至各个
生产环节，制作成形式多样的木
瓜产品。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占
地 40 余亩，新建的木瓜研发中心、
木瓜交易中心、木瓜博物馆和 2.6
万 平 方 米 生 产 厂 房 ，正 在 建 设
中。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提供
500 余个就业岗位，带动当地农户
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在木瓜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白
河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不仅推动木瓜产业的
发展，还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的
就业和增收机会。 G

（本版图片由白河县木瓜产业
发展中心提供）

11 月 17 日，笔者走进神
木市滨河新区街道新光社
区的老年大学课堂，60 岁的
高文玉正在老师的专业指
导下，开嗓练声，悠扬美妙
的歌声在教室里回荡。

据了解，为丰富辖区老
年人的文娱生活，满足老年
人精神文化需求，新光社区
开设老年大学分校，设有书
法 、瑜 伽 、广 场 舞 三 门 课
程。社区老年大学的开设，

联络了社区邻里间的感情，
在提高老年群体文化素养
的同时，推动了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

老 年 食 堂 也 是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临近中午，滨河新区街道鸳
鸯塔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
年食堂窗口已经摆满各种
饭菜。76 岁的白称心告诉
笔 者 ，他 是 老 年 食 堂 的 常
客，食堂的饭菜荤素搭配，

价格便宜。
“我们会充分考虑老年人

的健康及生理特点，每日更新
菜单，坚持少油、少盐、软烂易
嚼好消化的原则，力求每一口
饭菜都能让老年人吃得安心、
舒心。”鸳鸯塔社区老年食堂
管理员贾兆森说。

目前，鸳鸯塔社区老年
食堂主要为 65 周岁以上的
独居、残疾老年人和 70 周岁
以 上 的 老 人 提 供 ，有 80 余

名老人享受一日两餐就餐
服务，切实解决了辖区老年
人“吃饭难”的问题。

近年来，神木市聚焦老
年群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加快构建多元化、全方位、
多层次的高质量养老服务体
系，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长
者学堂”、开设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食堂等举措，打造家
门口的“养老幸福圈”，全力托
起了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神木：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圈”
曹丹妮 通讯员 张恒博

千阳是关中平原西端的生态
农业县。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
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贯穿于乡
村振兴全过程，道路通、产业兴、
乡村美，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蓬
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前不久，正值晚熟苹果成熟时
节，在千阳县南寨镇水泉村标准化
矮砧苹果园里，一排排果树整齐排
列，果农们分工合作，忙着采摘、装
筐、搬运。“去年，村上投资 221 万
元改建了 100 亩标准化矮砧苹果

园，在果农的精细化管护下，头年
就 实 现 了 初 挂 果 ，产 值 达 10 万
元。”水泉村党支部书记李斌杰介
绍，今年村上新建了 70 亩果园，预
计 2026 年 170 亩果园进入丰产期，
亩产可达 2500 公斤以上，产值 200
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为了把昔日的“沉睡资源”变
为“增收活水”，千阳县探索形成
了“333”模式，走出了一条产业发
展有后劲、群众增收有保障、集体
经济有活力的创新发展之路。“我

们的‘333’模式具体内容是：释放
矮砧苹果产业链群效应，大力推
行首位产业嵌入模式，形成集体
建园、流转土地、搭载项目三种途
径；根据市场和产业链统筹，大力
推行要素抱团整合模式，形成资
源优势抱团、人才优势抱团、营销
优势抱团三种途径；聚力产后服
务融合延伸，大力推行社会化服
务模式，形成土地托管服务、苹果
集成服务、农资集采集配服务三
种途径。”千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红忠说。
村集体日益壮大，最直接的受

益人是村民。水沟镇夹咀村村民
兰艳刚深有感触：“我平时在外务
工，地里的庄稼根本顾不上，就把
7 亩地全交给村上托管，没想到不
仅领了 4550 元分红，年底还有二
次分红。”今年 9 月，水沟镇夹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年度分
红大会，为 310 户“股东”分红 52.5
万元，切实让群众尝到了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甜头”。

在着力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
的脱贫短板过程中，千阳县通过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土地托管
模 式 ，创 新 推 广 实 施 集“ 耕 、种 、
管、收、售”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实现了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下一步，千阳县将坚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不断提升村集体经济
发展水平，努力推动乡村振兴工
作再上新台阶。”杨红忠说。

本报讯 （毕波波 记者 靳天龙）
11 月 18日，记者了解到，近日，商洛市
卫健委、市医学会组织市中心医院、市
中医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肿
瘤内科等科室医疗专家到洛南县灵口
镇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为群众提供
测量血压、血糖和用药指导等诊疗服
务，耐心解答群众的健康疑问，并开
展疾病预防、健康养生知识科普宣
传。活动义诊 830 多人（次），免费发
放药品价值 6 万多元，发放健康宣传
材料 500 多份。

商洛市医学会秘书长张军成表
示，今后将继续创新推进医疗服务下
基层活动，与更多的基层卫生院取得
联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
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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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白河：：健全木瓜产业链健全木瓜产业链 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
李娜 张新龙

白河县木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商国楚（右一）介绍白河木瓜产业发
展情况。

千阳：村级集体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动力源”
本报记者 韩小珍

白河光皮木瓜白河光皮木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