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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走进洋县绅宝利制
衣厂，宽敞明亮的车间里，暖意融
融。一排排缝纫机整齐排列，“哒
哒哒”的缝纫声欢快地演奏着乡
村振兴的交响曲。裁剪、熨烫、拼
接、缝纫、装箱……20 多道工序在
女工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块
块布料在工人们的协作下变成各
式各样的防寒服。

“这工作就在家门口，我在这
里干了 4 年了，每个月最低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工资是计件结
算，多劳多得，厂里管理人性化，
中午给工人免费管饭，还安装了
电 动 车 充 电 设 备 。 工 作 时 间 灵
活，给了我们许多方便，还建有职
工子女功课辅导教室，有专人为
孩子辅导作业，不耽搁我照顾两

个孩子。”工人肖瑶对这份工作十
分满意。

“我们工厂的员工基本上都是
妇女，她们为了照顾家里不能外
出打工，我的制衣厂也正是需要
工人的时候。能够带动大家在家
门口就业，我觉得很开心。随着
产品销路的不断扩大，用工需求
量不断增加，我现在深深体会到
创办制衣厂不单单是为挣钱，更
多的是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制衣厂负责人刘红说。

提起在制衣厂的感受，38 岁
的史亚莉说，看到制衣厂招工的
信息后，就想试试看，虽然没有裁
缝经历，但心灵手巧的她通过简

单的测试后即被录取。学徒期每
月 1000 多元的收入，让她觉得自
己再也不是吃“闲饭”的人。

“我以前除了种地就是在家照
顾孩子、老人，家里支出全靠丈夫
在外务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
巴巴。现在好了，我每个月在制
衣厂收入 3000 元左右，减轻丈夫
压力，还能照看孩子上学，一年下
来可不比外出务工差。”工人杨红
红笑眯眯地说。

据了解，该制衣厂是洋县首批
苏陕协作项目，2018 年确定为“苏
陕合作就业基地”，是一家集设计
研发、生产、经营及销售于一体的
综合性企业，从事各类服装、服务

生产加工等。厂房占地 20 余亩，
有裁床机、缝纫机等制衣设备 90
余套，年产各类成品服装 30 万件，
全部销往江苏、福建等内地城市，
并出口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招
收工人 60 多名，吸纳 20 余名脱贫
户劳动力进厂，为群众年增收 120
多万元，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近实
现务工就业增收。

“我是一个患有脑梗后遗症的
人，才 50 岁就什么农活也干不成
了，是杨经理收留了我，让我在这
里看大门，晚上还送我回家，每月
发 1800 元。4 年了，他们一家待
我如同亲人一般。”雷建锋满含热
泪地说。

家门口“织就”乡村振兴梦
通讯员 张恤民 周翔

1 月 5 日，虽然天气寒
冷，但对于黄陵县阿党镇
河堤村新村组的梅花鹿养
殖户们来说，心里却是暖
暖的，因为他们的梅花鹿
崽找到买主了，养梅花鹿
一年多就见到了回头钱。

刘 康 民 就 是 其 中 一
户。他是去年在县、镇等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从东
北引进了 20 头梅花鹿，今
年繁殖了 15 头，一年多的
时间就实现了回本盈利，
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梅花鹿销路非常
好，在我们当地点对点就销售
了。今天出栏15头，算下来
能卖9万多元。”刘康民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
的圈舍里，温顺可爱的梅
花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甚是惹人喜爱。当地畜牧
兽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
花鹿养殖户和收购商分工
协作，将一只只梅花鹿崽装
车出售。

细数养鹿收益，刘康民
告诉记者，梅花鹿浑身是

宝，不仅能卖鹿崽，鹿茸、鹿
血等鹿副产品还能带来不
错的收入。去年一年，他家
光 鹿 茸 就 卖 了 3 万 多 元 。
说起养殖梅花鹿的经历，刘
康民始终觉得是一个正确
的选择。“风险小，还减少了
劳动力，比如说这 21 头，我
一个人轻轻松松就喂养了，
早上喂一次，晚上喂一次，
很简单。”刘康民说。

据了解，当天阿党镇 7
户养殖户，出栏80头梅花鹿
崽，共计收入达50.4万元。如
今，在黄陵县阿党镇河堤村，

“呦呦鹿鸣”已成为农村美、农
民富、农业兴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黄陵县将梅花
鹿养殖纳入特色经济动物
养殖，先后出台了梅花鹿

养殖场奖补政策和农户庭
院养殖奖补政策，积极鼓
励和引导农户发展梅花鹿
养殖业。目前，全县共有
梅花鹿养殖场 7 个，庭院养
殖 户 15 户 ，存 栏 梅 花 鹿
2000 多头。

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
中心副主任马百让介绍：

“下一步我们将聘请专家，
抓好养殖户的技术培训，提
高养殖户的管理水平，联系
制药厂等鹿茸加工企业做
好二次加工，同养殖户签订
鹿产品回收合同，解决养殖
户的销路问题。结合农旅
融合，在河堤新村建一个梅
花鹿亲子乐园，能使梅花鹿
与游客近距离接触，增加养
殖户的收入。”

特色养殖 致富有“鹿”
党静 本报记者 杨磊

本报讯 (记者 姚远 通讯员 赵文卓)
“举办‘秦岭旅居在留坝·雪乡民宿过大
年’系列活动，这既是宣传留坝文旅品
牌、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
是深化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的珍贵机
遇。”1 月 6 日，留坝县县长魏巍说。

留坝县坚守“生态立县、药菌兴县、旅
游强县”战略和旅游“一业突破”，成功创
建了张良庙紫柏山和栈道水世界 2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县城老街入选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紫柏山国际滑雪场、营盘运动
小镇、最美乡村公路、红色文化基地、栈道
渔村等旅游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楼房沟
民宿、秦岭宿集、携程度假农庄、咏归川等
精品民宿，成为留坝又一张亮丽新名片。

留坝县突出“慢生活、深体验”的旅游
产业发展方向，以生态康养和秦岭山地运
动为特色，积极打造“秦岭原乡·宿在留坝”
品牌 IP，荣获了全国康养旅游百强县荣誉
称号。山地和足球运动自驾环线入选了
2023中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成为文旅、体
育和康养融合发展的优秀样板。

留坝县在发布“我在留坝过大年”系列活
动中，专题推介了“我在留坝有亩林”、城市更
新项目、营盘国家级旅游度假示范区以及中
药材系列招商产品。来自北京、广东、江苏等
地的企业分别与留坝县“两山”公司、武关驿
镇、县农业农村局等签约了三产融合、民宿开
发、腊肉加工和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留坝县推出“我
在留坝过大年”系列活动，有“玩转国潮·
魅力雪乡”雪季汉服秀，还有年货节、灯
谜会、庖汤宴等主题民俗及土特产展销、

“喜迎龙年·庙趣横生”游庙会等多种文
旅项目，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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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永寿县监军街

道民丰村村民朱永峰正在制

作火罐灯笼。

冬闲时节，永寿县群众

为 正 月 挂 的 火 罐 灯 笼 忙 活

着。经过裁红纸、制板子、推

圈、推褶等十几道工序，制成

后的火罐灯笼将销往北京、

上海等地，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的产业之一。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居） 1 月 7 日，在大荔县官池镇
石槽村胡萝卜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工人们忙着把洗好的
胡萝卜打包装车，为春节市场开始供货。

据了解，大荔县官池镇是胡萝卜产业大镇，面积种植
3 万余亩。进入元月以来，全镇 10 多家有规模的胡萝卜
加工企业，忙着水洗、加工、挑选、装箱，组织春节市场供
应。每天，至少有 750 吨优质胡萝卜源源不断销往西安、
重庆、北京等地，部分销售到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其富含
叶黄素及独特的水果清甜味道，深受各地消费者的青睐。

大荔县官池镇

胡萝卜俏销产业旺

工人忙着将胡萝卜装车工人忙着将胡萝卜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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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鸣） 1 月 5
日，笔者了解到，2023 年以
来，略阳县把“万企兴万村”
行动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任
务，引导民营企业和社会组
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整合
全县174 家企业及商协会组
织，对口联系 152 个行政村
和农村社区，村企结对实现

全覆盖。各行业主管部门、
镇（街道）以召开座谈会、工
作推进会、一对一沟通等形
式，引导相关企业、商协会
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产
业帮扶、就业帮扶、公益捐
赠、消费帮扶等工作，为联
系村办好事、做实事。

略阳县积极行动推进

“万企兴万村”工作，为首批
12 个行动实验项目授牌，
征集“万企兴万村”行动公
益帮扶需求项目 273 个，建
立形成社会帮扶需求项目
库，使民营企业有的放矢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截 至 目
前，该县有 125 家民营企业
参与行动，共实施兴村项

目 169 个，覆盖全县 81 个
村，预计投资总额达 69240
万元。各类企业、社会组
织以“万企兴万村”行动为
平台，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战
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赢得了群众广
泛赞誉，为助力乡村振兴作
出了积极贡献。

略阳县：积极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