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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天高云淡，风和

日丽。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硖

石镇六川店村村民杨红科坐在

院子里用剪刀剪晾晒的柴胡须

根，见记者来他家采访有些拘

谨，他一边干活一边回答记者的

问话，似乎这样可以让他消除紧

张情绪。他说：“以前，全靠种

麦，这儿的山地薄，又没条件浇

灌，靠天吃饭，全家人的生活都

成问题，是拆东墙补西墙；现如

今，我家种了近11亩柴胡，去年

光柴胡收入六万多元。”一旁的

硖石镇柴胡联合社理事长张银

学告诉记者，杨红科家是2019

年的脱贫户。他今年54岁，祖

孙四代六口人，上有老母亲，他

和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子，是

2016年确定的建档贫困户，住

着窑洞，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不

得不负债，自从种了柴胡后，情

况大有改现，2019年，柴胡收入

达到4万元，加上儿子两口的收

入，在院子盖起了新房，一举实

现了脱贫目标。

记者在杨红科家隔壁的杨

光明家看到，除了院里晾晒的柴

胡，靠房檐栽立着好多袋收拾好

的柴胡等待收购。说起柴胡的

收成，56岁的杨光明脸上绽放着

笑容，他显得有些兴奋地说:“我

老婆和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

我一个人种植作务七亩柴胡，现

在卖了不到一半，收入了一万零

五百元，比种其他农作物强多

了。”据了解，

柴胡种植每两

年采收一次，

每两年，他家

的收入就会多

3万余元。如

今，杨光明给

儿子、儿媳在

宝鸡市区买了

房，儿子还买

了小汽车，他

家的日子可谓

芝麻开花节节

高。

柴胡产业

让村民尝到了甜头。六川店村

445户，近300户在种柴胡。这

里的农民由于心里怀着对未来

的憧憬，脚下种植柴胡的路就走

得矫健而坚定。

硖石镇地处西部山区，面积

151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

15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04万

人(农业人口1.96万人)，耕地6.8

万亩，林地6.4万亩，是一个以农

业为主的山区乡镇，经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相关专家调查考证，硖

石地区种植的北柴胡，药性温

和，有效成分高于国家标准2倍

以上。金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谦风学说：“硖石镇是典型的农

林业大镇，农林业在整个区域经

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这里曾是金台区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近年来，金台区委、

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引导硖石镇

发展柴胡产业，各个帮扶单位为

贫困村、贫困户赠送柴胡种子，

鼓励他们种植柴胡，2020年，贫

困户因种柴胡全部脱贫，贫困村

全都摘帽。硖石镇党委书记侯

宏昌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任务后，发展特色产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统筹推

进乡村振兴，是今后镇党委、政

府的一个重要课题。

2020年以来，硖石镇党委、

政府积极探寻让群众“共同致

富”的发展路子，镇上领导多次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考察，与群众

进行广泛交流，寻专家、探市场，

总结近年来全镇产业发展经验，

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着眼长远发

展目标，因地制宜，决定举全镇

之力发展柴胡

产业，打造柴

胡全产业链。

记者来到

镇政府对面的

宝鸡市金台区

忆农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以下

简 称 联 合

社) ，办公区

的院子里堆放

着成袋成袋的

柴胡。侯宏昌

告诉记者，自

从这个联合社成立以来，镇上也

成立了柴胡办公室，镇上的柴胡

办公室就设在联合社的办公

区。他介绍说：“这个联合社是

2020年成立的，吸纳全镇14个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股东，全

镇全体村民为股民。联合社不

以盈利为目的，以服务群众、实

现群众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促进

群众增收。”

联合社理事长张银学指着

院子里堆放的柴胡说：“联合社

今年以市场价每斤30多元的价

格从群众手里收购柴胡，卖给南

方的药企，解决群众卖柴胡难的

问题。”

联合社积极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协商，与其

达成合作意向。依托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专家团队，联合社成立

了技术服务室，在五七村、司家

窑村分别建立起柴胡种植试验

基地，对柴胡种植品种、栽种方

式、病虫害预防等生长全过程形

成规范，解决了种植技术瓶颈，

提高了产量和品质。在董家村

建立了柴胡专用农机基地，购买

柴胡专用农机设备，建起了中药

材仓储库房。

联合社工作人员各负其责，

技术指导、市场营销、农机管理、

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各司其职，

在不违反国家土地、林地政策法

规的前提下，在适宜柴胡种植区

域，大力支持农户充分利用承包

地，尤其是

山地、洼地、荒地种植柴胡，

前年到今年，硖石镇柴胡种植渐

成气候，从零星种植发展成整山

连片之势，全镇柴胡种植面积达

3万亩。

对于大力发展柴胡产业从

而使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使村集

体经济的盘子大起来、使硖石这

个山区乡村兴起来，侯宏昌胸有

成竹、信心百倍。他告诉记者，

硖石镇要以联合社为实施主体，

将实施“硖石镇中药材初加工项

目”，柴胡良种培育试验田及实

验室正在建设中。这样一来，可

不断提升柴胡种植技术，逐步实

现“产学研”一体化，使群众既

能在柴胡种植上有收益，也能在

柴胡产业链上实现一定的务工

收入。

小柴胡让农民实现了增收致富梦
全媒体记者 周俊鹏

硖石镇六川店村村民杨红科在自家院子修剪柴胡。

今年55岁的李改巧是陕西

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

七组村民。10月11日，在永利

村的广场上，记者问她这几年生

活有啥变化时，她高兴地说了三

个好：“现在，我们村道路好，环

境好，收入好。”李改巧告诉记

者，她家三口人，四亩地都转给

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丈夫和

儿子都在宝鸡打工，她在家门口

的产业基地务工干农活，每天70

元，一年挣两万多元，一天8小

时，让她感觉也像个工人一样，

很满足。她务工收入加上丈夫

和儿子的打工收入，她家年人均

纯收入超过两万元，让她家的生

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质

量得到了很大提升。

金台区永利村位于宝鸡市

区西郊紫草塬，距离市区 4 公

里，全村11个村民小组，503户

1920 人。全村耕地面积 3200

亩。过去，永利村是出了名的薄

弱村、边缘村，村民住的是土坯

房，生活来源仅仅是种粮食作

物，靠天吃饭。离城不远，村民

的日子捉襟见肘，人们心有不

甘。村里有“芳草萋萋，水流潺

潺”的景色，还拥有“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的意境，自然资源可

谓得天独厚。面对乡村资源开

发潜力大的实际情况，2015年，

永利村按照全区“把绿水青山变

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流转土地，成立股份

经济合作社，在金台区农业农村

局等部门的支持下，争取产业扶

贫资金985万元，建成水气循环

沙培大棚12座，种植乳瓜、圣女

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因绿色无

公害、口感好，受到广大市民的

青睐。种植500亩花海循环开

放，春开五彩油菜、七彩鲜花，秋

开高粱花。花海花期与棚内时

令果蔬相得益彰，赏花观光品鲜

果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有名的

网红打卡地。今年，1000亩珍

珠枣桃初挂果产量达到 15 万

斤，销售额达60余万元。建成

果蔬配送中心，实现了果蔬销售

精细分拣。修建冷库一座，为一

年四季的果蔬提供保鲜保障。

永利村户厕改造户达到全

村户数的94%。修建1000立方

米蓄水池一座，收集雨水，解决

干旱期大田灌溉难题。对村庄

主干道实施“三化”处理，完善村

内断头路、修建千余米城垛墙、

污水治理站等项目。同时在区

乡村振兴局的支持下，在村委会

周围建设300余米文化墙，将党

建引领、农耕生产文化、乡风文

明建设、村规民约、村级发展愿

景等思想发扬光大。

永利村按照“党建+产业发

展+乡村旅游+农户”的发展模

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塬区村

发展成为集乡村旅游、果蔬生

产、苗木培育为一体的产业村，

沙培乳瓜、西红柿和珍珠枣桃已

打出“永利果蔬”品牌。该村先

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省级卫生村、省级扶贫先进合作

社、省级十佳合作社、宝鸡市第

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市级生态

村、市级科普示范基地、宝鸡市

十大最美休闲乡村等多项荣

誉。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2019

年的8万元增长到200万元，吸

纳村民固定就业40余人，每月

季节性务工人员达80余人，累

计带动全镇531户1614人分红

68.88万元，村民户均增收2600

元。2021年全村产业经济销售

收入200余万元，发放村民务工

工资103万元。2021年，村民人

均收入19360元。

远看永利村，民居白墙青

瓦，户户门前有小菜园、小花园

和绿化带，街沿设立文化墙，鸟

语花香。

如今的永利村，已成为两季

有花、三季有景、四季有果，全年

有产业、全村可观光、全民幸福

美的田园乡村。

产业旺 村民富 环境美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永利村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全媒体记者 周俊鹏

金台区永利村党支部书记宁广红(前)在大棚里查看乳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