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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白水县城关街
道冯雷村的火龙果迎来丰
收季，火龙果种植基地里
一片生机盎然。

7 月 24 日 ，在 火 龙 果
大棚内，一株株火龙果树
整齐排列，红彤彤的火龙
果 坠 在 枝 头 ，长 势 喜 人 。
基地负责人王苏建在大棚
内忙着打理枝条，看着火
龙果挂满枝头，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作为热带水果之一，
红心火龙果热量低，且富

含水溶性纤维，冯雷村依
托地形、气候等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种植
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 100
多亩。

“引进了红心火龙果
以后，由于技术不成熟，挂
果少，几乎没有收益。经
过 4 年的实践摸索，一年
比一年好，采摘时间集中
在每年的 6 月~12 月，可以
采摘 10 季~15 季。火龙果
不仅在南方能种，北方也
可以种，而且口感好，今年

基地的火龙果产量有 1 万
多 公 斤 ，很 受 消 费 者 喜
爱。”王苏建说。

“大家对火龙果的认
识大都局限于超市销售水
果中的一种，对其的植株
和特点并不熟悉。每一茬
果实成熟时都会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采摘。周末，带
着孩子穿梭在果园里采摘
火龙果，品尝果肉的香甜，
体验采摘的乐趣，可以作
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王苏
建说。

火 龙 果 成 了“ 致 富
果”，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

“钱袋子”，还为周边的村
民创造了就业岗位，让村
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郭
小玲是冯雷村的村民，这几
年她一直在基地务工，收入
稳定，日子越来越好。“在果
园摘 火 龙 果 ，一 天 有 100
元 的 收 入 ，还 可 以 照 顾
家里。”郭小玲高兴地说。

如今，火龙果产业已
成为冯雷村乡村振兴的特
色产业之一。

红心火龙果 映红好日子
王军锋 郝悦辰 潘音

“多亏了县奶山羊全产业链党
委帮我牵线搭桥，让我见到了曹斌
云教授。他来到我的羊场给我上
了一堂奶山羊养殖课，帮助我解决
了奶山羊夏季产奶量不高、羊乳品
质不佳等问题，让我对养殖奶山羊
更有信心了。”7 月 28 日，谈起和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教 授 曹 斌 云 因

“羊”而结缘的过往，陇县东风镇枣
林寨村奶山羊养殖大户闫正维打

开了话匣子。
在闫正维看来，自从陇县奶山

羊全产业链党委成立后，全县养殖
奶山羊的人越来越多了，羊乳销售
路子也越来越宽。以前大家都不敢
养，怕风险太大，赔不起。现在困扰
大家“头疼”的奶山羊养殖技术和羊
乳收购难题都有了着落，而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今年新成立的陇县奶山
羊全产业链党委的助力。

陇县生态资源独特，养殖历史
悠久，是奶山羊养殖最佳适生区，近
年来，陇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确
立的全省“3+X”特色产业布局和全
省乳制品产业链发展规划，坚持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方向，把奶山
羊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首位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的拳头产业，确立了

“100 万只奶羊、全产业链产值 200
亿元”的战略目标，大力发展“领头
羊”经济，已经成为陇县各级党员干
部群众的共识。

如何将全县奶山羊养殖、乳品
加工、饲草种植等松散的个体有效
联结起来，推动奶山羊产业资源从

零散分散到统筹整合？陇县从坚持
党建引领精准发力，以党建带动产
业发展，促进经济提升。

“本着‘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
组织就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
里’的原则，我们在陇县奶山羊合
作社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宝鸡
市首个奶山羊产业链党委，把党组
织建在产业链上，将集体经济兴在
供应链上，让党员作用发挥在服务
链上，持续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
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形成了产业
链党委抓统筹、职能部门党组（党
委）抓服务、链主企业党组织抓带
动、链上支部（党员）抓推进的上下

贯通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三送
三进’（送政策进企业、送服务进村
社、送技术进家门）活动，以‘党建
链’串起‘产业链’，努力推动形成
全县奶山羊全产业链‘1+X’产业
发展的新格局。”陇县县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陇县奶山羊全产业
链党委共吸纳 21 个党支部、党员
176 名，集聚养殖、饲草、加工、有机
肥等链上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等经营主体 347 家，2.4 万名群众镶
嵌在供应链上，全县奶山羊全产业
链产值达 73.5 亿元，有效催生了陇
县羊乳经济崛起。

陇县：多举措催生羊乳经济崛起
本报记者 张晓强 通讯员 刘元伟

本报讯 （记 者 靳天龙）
7 月 25 日，在商洛市商州区杨
峪河镇曹湾村的五味子种植
基地，一排排成熟的五味子映
入眼帘，浓浓的药草香沁人心
脾。村民们在藤蔓间穿梭，忙
着采摘丰收的果实。

“眼下，五味子进入收获
期，按照现在的价格每亩地预
计能收入 3000 元。”看着长势
喜人的五味子，曹湾村党支部
书记赵军振笑着说。

据了解，曹湾村周围的山
上有不少野生五味子，之前有
村民上山自行采摘野生五味
子 ，销 售 后 能 收 入 7000 元 左
右。后来，驻村工作队请来专
家进行实地踏勘，发现这里适

合种植中草药。为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赵军振就开始尝试
种植五味子。

在杨峪河镇党委、镇政府
的支持下，曹湾村两委及驻村
工作队按照因地制宜、特色制
胜的发展思路，将人工种植五
味子引入田间，依托优越的自
然资源优势，引导群众发展五
味子产业，带动群众和村集体
经济增收。

经过 3 年的尝试，今年五
味子第一次挂果，产量超出预
期 。“ 下 一 步 ，村 上 将 扩 大 五
味子种植基地规模，加强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促进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曹湾村驻村第
一书记杨琰说。

商州区曹湾村

五味子喜获丰收

本报讯 （胡汉杰 通讯员
冯诗洁 曹小春） 7 月 26 日，
在城固县文川镇文东社区占
地 400 亩的大唐光伏发电站，
一排排整齐的光伏发电板，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种植在光伏
板下的大豆和玉米长势喜人。

“光伏板下套种农作物不
仅不影响发电，还能充分利用
土 地 增 收 ，增 加 企 业 经 济 收
入，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
机会。”发电站负责人付少华
说，去年他们在光伏板下面套
种 了 大 豆 、玉 米 ，额 外 增 收
31.6 万元。

近年来，文川镇牢牢把握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依托辖
区光照资源优势，引进光伏发

电项目，全镇占地 500 亩，日均
发电达 30 万度。依托“光伏+
农业”产业互补发展模式，种
植玉米、大豆等绿色经济作物
400 亩。2022 年，每亩获得收
益 1100 元，走出了一条“板上
发电、板下种植”的复合发展
新路子。

光伏与农作物“套种”成
了文川镇的一道独特风景，光
伏面板是辖区村民的“阳光银
行”，板下农作物也成为村民产
业增收的“绿色银行”。下一
步，该镇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将“农光互补”产业从“单一式”
发展跨向“ 融 合 式 ”发 展 ，让

“光能”与“富农”碰撞出振兴
火花，点亮乡村振兴新引擎。

城固县文川镇

“光伏+农业”注入发展新动能7 月 24 日，勉

县 茶 店 镇 艾 叶 口

村 村 民 正 忙 着 采

摘辣椒。

近年来，茶店

镇 通 过 统 一 技 术

培训、统一种苗供

应、统一种植管理

的方式，在全镇推

广 种 植 辣 椒 1000

余亩，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

徐志伟 摄

“坪坎点心的馅料是
用核桃仁、土蜂蜜加上白
砂糖搅拌而成的，不容易
捏 成 型 ，大 家 要 多 捏 几
次，把馅料捏成紧实的圆
球 形 就 可 以 了 。”7 月 26
日，“打点心”经验丰富的
肖老师对大家说。

在 凤 县 坪 坎 镇 坪 坎
村 点 心 加 工 坊 里 热 闹 非

凡 ，大 家 围 坐 在 桌 前“打
点心”，拌馅、揉面、切面、
擀 皮 、烘 烤 等 环 节 分 工
明 确 ，配 合 默 契 。 刚 出
炉的坪坎点心身形圆润，
表面金黄 ，饼 皮 酥 脆 ，入
口留香。

凤县坪坎镇优越的自
然环境产出了品质优良的
农 特 产 品 ，而 核 桃、土 蜂

蜜等农产品又衍生出坪坎
镇 特 色 美 食 —— 坪 坎 点
心，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
史。以前，只有逢年过节
的时候，坪坎镇家家户户
才聚在一起“打点心”，寓
意团团圆圆。现在，坪坎
点心已被列入凤县第三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是坪坎的美食名片。

近年来，坪坎镇聚焦
乡 村 旅 游 ，探 索 农 旅 融
合、工旅融合产业发展新
模式，深入挖掘保护本地
传统美食坪坎点心，注册

坪坎农特产品商标“坪坎
古 槐 坊 ”，坪 坎 点 心 的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同时，坪坎镇不断完
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在坪
坎村建成点心加工坊，为
坪 坎 点 心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的条件。

下一步，坪坎镇将持
续推动农旅融合、工旅融
合、文 旅 融 合 发 展 ，将 丰
厚 的 乡 村 文 化 资 源 转 化
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工 作再上
新台阶。

凤县：打造“坪坎点心”美食名片
本报记者 崔福红 通讯员 李芳

连日来，紫阳县东木、焕古、双安、瓦庙、红椿等镇的 8000 亩
蜂糖李喜获丰收。紫阳县李缘蜂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园区
内，工人们忙着摘果、挑选、打包，保证当天摘下的成熟蜂糖李
及时运出。 彭召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