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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6 日，汉阴县城
关镇赵家河村千亩蜂糖李产业园
一派忙碌景象，松土、压枝、施肥、
修枝……村民们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好了，有了企业带动，
我们每天都能到产业园务工，还
能学到专业的蜂糖李种植管护技
术。我相信村上的蜂糖李产业一

定能发展得更好。”村民陈志兵一
边修剪果树一边说。

2017 年，赵家河村依托当地
富硒土壤资源和独特地理环境优
势，发展了千亩蜂糖李产业园，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入 股 分 红 、入 园 务
工，持续带动全村村民家门口就
业并实现增收。同时，每年能为
村集体带来 20 万元左右的净收

入。对于村民而言，蜂糖李产业
园就是“致富园”。

然而，随着树龄的增长和品种
老化，2024 年的产量减少了一半，
把树砍掉，村民们舍不得，继续按
照过去的模式运营，收益提不上
去。如何破解产业发展困局？镇
人大走访群众调研，“蜂糖李产业
园 是 村 民 们 就 近 务 工 的 支 柱 产
业，产业园一定要保住。”这是群
众的心声。

2024 年 8 月，经过镇人大发布
招商引资信息，来自广东的一家
企业到赵家河村现地考察，签订
了“村企联建”蜂糖李产业发展合

作协议。由该企业对蜂糖李产业
园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引入
贵州蜂糖李优良品种，每年向村
集 体 支 付 固 定 分 红 金 额 28.8 万
元，固定分红每三年递增 6%，产
业园用工优先使用赵家河村民，
每年不少于 5000 人次。

“ 村 上 蜂 糖 李 产 业 要 持 续 发
展，必须优化产业结构。现在，通
过广东企业对蜂糖李产业园进行
升级，带来了蜂糖李产业发展新
理念和新技术，保证了产业发展
的持续化，村民们都很赞成。”赵
家河村驻村第一书记祝威说。

“ 我 们 在 贵 州 发 展 蜂 糖 李 产

业 已 经 十 几 年 了 ，一 直 坚 持‘ 不
要 数 量 要 质 量 ’的 理 念 ，企 业 有
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运营效益
很好。经过充分论证，赵家河村
这 片 果 园 的 土 壤 环 境 很 适 合 蜂
糖李产业发展，加上汉阴良好的
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我们很有
信心把品牌做大做强。”产业园管
理运营工作负责人陈义伟介绍，
今年冬天，先把园区配套设施升
级，再把蜂糖李管护实用技术教
给 入 园 务 工 的 村 民 ，先 期 做 足

“ 品 控 ”文 章 ，两 年 内 ，赵 家 河 村
蜂 糖 李 的 果 品 质 量 一 定 是 受 市
场欢迎的。

本报讯 （记者 孙金龙 通讯员 张
志宜） 2024 年 12 月 30 日，记者从宜君
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县农
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紧盯粮食安全考核
任务，狠抓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农机
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全面完成了 2024 年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农机报废更新
补贴任务。

为保障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到位、
执行到位、落实到位，宜君县安排各乡镇

（街道）规范组织实施，进一步细化工作措
施，夯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政策落地见
效。该县通过发布公告、制作视频、微信
群等方式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农
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有效提升群众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同时，宜君县安排专人深入乡镇（街
道）及农机报废回收机构指导检查，督
促其严格按照补贴各环节的规程，规范
操作办理，逐台审核把关，建立健全工
作档案；严格按照核查工作要求，认真
开展抽查核实、汇总审核，积极对接财
政部门及时兑付结算补贴资金。

截至目前，全县实施农机购置与应
用 补 贴 资 金 702.478 万 元 ，补 贴 各 类 农
业机械 1144 台，受益农户 883 户，完成
任务的 99.78%；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超长期国债资金）91.782 万元，办理农
机 报 废 更 新 补 贴 机 具 99 台 ，受 益 农 户
78 户。

宜君县

农机补贴惠民生

入冬以来，中药材山茱萸
迎 来 收 获 季 。 2024 年 12 月
27 日 ，在 山 阳 县 中 村 镇 十 八
盘村、洪河寺村的田地边、沟
坎上，山茱萸树上挂满了色泽
鲜红、颗粒饱满的山茱萸果。

十 八 盘 村 家 家 户 户 门 前
都 晾 晒 着 红 彤 彤 的 山 茱 萸 ，
50 多岁的陈天良这些天格外
忙 碌 ，请 亲 戚 帮 忙 采 摘 山 茱
萸，经过简单脱核，再晾晒成

山茱萸皮，将它们打包准备销
售 。 陈 天 良 去 年 卖 山 茱 萸 收
入 2 万元，今年又种了 5 亩地
的 山 茱 萸 ，又 迎 来 一 个 丰 收
年。“今年晒干的山茱萸肉一
斤 能 卖 25 元 ，后 半 年 就 忙 活
两 个 月 ，收 入 还 不 错 。”尝 到
甜头的陈天良高兴地说。

当地不少群众表示，山茱
萸采摘时间在初冬，对于不少
外 出 务 工 归 来 的 群 众 和 常 年

在家的老人来讲，山茱萸种植
是 一 项 投 入 少 、收 益 大 的 产
业 ，要 是 管 护 得 当 、行 情 稳
定，一亩山茱萸获得上千元收
入不成问题。

十 八 盘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周
天 顺 说 ：“ 我 们 村 海 拔 高 ，多
坡地、谷地，特别适宜种植山
茱 萸 ，相 比 别 的 地 方 品 质 上
乘，在市场上不愁销路。”

凭 借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生
长环境，中村镇的山茱萸色泽
红 艳 、果 大 肉 厚 、药 用 成 分
高，每年一到收获季节，还不
等采摘就被丹凤、河南等地客
商提前预订。目前，山茱萸已

成 为 十 八 盘 村 的 主 导 产 业 之
一，310 户群众几乎全部种上
了 山 茱 萸 ，种 植 面 积 1000 余
亩，年收入 100 多万元。靠近
十八盘的洪河寺村，同样地处
高寒山区，多河沟坡地，种植
山 茱 萸 300 多 亩 ，年 收 入 20
余万元，有效带动 120 多户群
众增加收入。

近 年 来 ，中 村 镇 扎 实 推
进 以 山 茱 萸 为 主 的 中 药 材 产
业 种 植 ，在 技 术 培 训 和 科 管
上 持 续 用 力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不 断 拓 宽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渠 道 ，稳 步 推 动 全 镇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

1 月 2 日，在宁强县阳平关镇一公司
内，工人们正忙着装菌袋。

据了解，阳平关镇依托当地天麻菌
种企业，满足天麻产业发展需要，有效
保证农户购菌，开足马力加紧生产。目
前，已生产天麻菌袋 50 多万袋。

通讯员 边清学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讯
员 王三合 罗文艳）“货款已
经全部收到啦！”2024 年 12 月
24 日，西安临潼财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子公司——西安秦唐
佳品贸易有限公司收到第一批
出口到越南的 15 吨石榴的全部
货款，这也标志着临潼石榴成
功拿下东南亚出口订单。

目前，临潼石榴种植面积 8
万余亩，年产优质果 8 万余吨，
选 育 出 以“ 贵 妃 红 ”“ 骊 山 红 ”

“临选 1 号”等为代表的本土优
良品种 100 多个。近年来，临潼
区 积 极 扶 持 壮 大 石 榴 龙 头 企
业 ，加 大 市 场 营 销 推 广 力 度 。
作为龙头企业之一，西安秦唐
佳品贸易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
农产品区域品牌，加强产销对
接，通过农产品的电商销售与
华东、华北、华南区域的渠道建
设，开启“临潼秦唐佳品”品牌
预包装销售模式。此外，该公
司还与临潼区铁炉街道铁炉村
通过“企业+村集体”合作模式，
实现了农产品的采收、选型、冷
储、冷运、销售等全流程服务，
有效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和
果农创收。

“这次临潼石榴首次出口东
南亚，也是继西安丹若尔石榴
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口澳大利
亚 583 万元的订单之后，临潼石
榴再次走出国门。”临潼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刘军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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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联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张辉

满山红果果 致富“金果果”
齐苗 本报记者 靳天龙

2024 年 12 月 30 日，在永寿县监军街道古屯村，村民正在收获西红柿。
隆冬时节，永寿县温室大棚里却是绿意浓浓，草莓、西红柿、黄瓜、辣

椒挂满藤蔓，果蔬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路径。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