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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横山区波罗镇：

用致富“薯”光 绘美好“丰”景
全媒体记者 张慧 通讯员 边莫涵 熊鹏

陕西黄龙三岔镇：

小平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延安讯（王华 冯超

全媒体记者 张小雄）9月26

日，记者走进陕西省延安市

黄龙县三岔镇三岔村的平菇

种植大棚，只见一排排菌棒

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摞摞肉

嘟嘟的平菇从菌棒的两端冒

出头来，像花朵一样簇拥在

一起，鲜嫩肥硕，长势喜人。

今年6月，三岔村党支

部为破解农业产业抵御自然

灾害风险能力低这一难题，

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发展之

路，将村集体闲置土地以地

入股的方式，吸引平菇种植

企业落户三岔村，逐步引导

群众发展平菇产业。经过村

党支部的协调配合，7月底，

平菇种植基地建成，建有四

个崭新的大棚，基料装填区、

消毒室、冷藏室、接种室等一

应俱全。目前头茬菇已卖到

了富县、洛川等地，价格在

4.5元/斤左右，利润可观。

三岔村村民许福保农闲

时在基地从事香菇采摘、包

装工作，一天能赚150元，顺

便学习种植技术。“平菇种植

非常简单，等把种植技术完

全掌握了，明年我也种上几

棚。”许福保说。

“我们村将通过‘村集

体+种植能手+农户’的发展

模式，在种植能手的带领下，

逐步调动群众发展平菇种植

产业积极性，实现产业转型，

有效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风

险，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三岔村可

以实现苹果、核桃、玉米、平

菇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过

上更好的生活。”三岔村党支

部书记马连正对发展平菇种

植产业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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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山阳中村镇：

实施“三百四千”工程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

员 杨有林）自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

赶超行动以来，

陕西省商洛市山

阳县中村镇高位

谋划抓产业、头

雁领飞促增收、

精准招商稳就业、

驻村兴农办实事，

按下了乡村振兴

“快进键”。

红薯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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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秋收，农民最喜是

丰收。金秋时节，在陕西省

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斩贼关

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一个

个红薯破土而出，机器的轰

鸣声也掩盖不住农民丰收的

欢声笑语，起耕、分拣、装箱、

包装……红彤彤的红薯映红

了庄稼人丰收的笑脸，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

斩贼关村副主任刘志

龙说：“斩贼关村土质以黄

绵土、沙绵土为主，土壤质

地松软，非常适合红薯种

植，所产红薯个头大、甜度

高、黏度好、质地细腻。今

年，我们种植的烟薯 25红

薯品种，不仅品质好，而且

产量高。再加上今年气温

适宜、光照好，红薯个个体

态饱满、颜色鲜艳。”

斩贼关村位于无定河南

岸，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村集体收入薄弱。

今年，村集体合作社以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为计划，及

时调整种植结构，推行“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重点培育和打造

集体经济示范种植基地1

个，以点带面，不断扩大种

植规模，带动合作社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今年种植

的400亩红薯，从栽种、日

常管护、收获到销售，都由

当地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管

理和运营，不仅极大地促

进了群众增收，还带动了

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同样在波罗镇长城

村，横山绿康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工人正在地里装

车，31吨的红薯即将发往全

国各地。作为波罗镇精准扶

贫龙头企业，绿康源农业公

司以“电商+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户+代理”的合作模

式，近年来，帮助波罗镇的农

户销售杂粮100多万斤，云

梁沙地红薯100多万斤，云

梁西瓜30万斤，云梁香瓜、

山地苹果、红枣等50万斤，

有效调动当地群众参与产业

发展的积极性，解决部分就

业问题。

今年，波罗镇在斩贼关

村、长城村等3个村推广种

植红薯3200亩，红薯播种面

积占总播种面积的6.15%，

推广北京553、烟薯25等品

种，红薯年均亩产量1700

公斤至2200公斤，年总产

量 580万公斤，年产值达

700万元。

近年来，波罗镇以乡

村振兴为抓手，积极参与

到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一

带三区多点”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中来，紧盯粮

食安全责任目标，聚力推动

稳产保供、产业增效等重点

工作，全镇完成各类农作物

播种5.2万亩。

下一步，波罗镇将继续

按照“生态立镇、农业兴镇、

工业强镇、旅游富镇”的总

体思路，扩大红薯种植面

积，以斩贼关村和长城村为

示范点，打造无定河两岸高

标准红薯种植园区。同时

持续完善红薯的重组、深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条，带动群众在一二三产

融合中实现增收。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

者 周廷 通讯员 刘伟 黄平）

今年以来，陕西省商洛市丹

凤县商镇王塬村抓党建强

基层、促发展惠民生、抓治

理促和谐，蹚出了一条特色

乡村振兴路。

组织带路“聚力”，驻村

兴农促发展。该村驻村工

作队细化完善乡村振兴村

庄发展规划，确定了7大类

53 个发展项目，争取资金

300余万元，铺设通村“白改

黑”柏油路7500平方米，粉

刷房屋立面280户6万平方

米，完成村级活动阵地塑胶

铺设 1000平方米，建成村

牌1个，修建口袋公园3处。

产业强路“发力”，项目

发展提质效。该村头雁带富

领办产业项目，新建智能日

光大棚13个，发展高品质葡

萄24亩，与前期发展的300

万袋食用菌基地、6个花卉大

棚基地、80亩水杂果基地形

成了三大特色优势产业。

人才扩路“借力”，才育

才增动能。该村建成乡村振

兴人才工作室，聘任荣誉支

书、荣誉主任各1名，引进产

业经营发展人才3人，聘请

高层次技术人才1人。

生态铺路“加力”，山水

乡村升颜值。该村实施“一

拆两清三改四提升”行动，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新修通村路120米、产业路

650米，埋设污水管网6公

里，安装路灯100盏，修建花

坛 16 处，栽植绿化苗木

10000余株。

文化引路“助力”，移风

易俗树新风。该村建成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用好村规民

约，评选表彰各类示范标兵代

表27人，红黑榜通报表扬9

人、曝光12人，和谐文明蔚然

成风，成功创建县级文明村。

陕西丹凤：

强化“五力”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汉中讯（全媒体记

者 康 军 通讯员 张 卫 寿）

9月27日下午，陕西省汉中

市协税镇三官庙村的村民代

表自发地将一面绣着“高标

农田解民忧 质量服务暖民

心”的锦旗送到了南郑区农

业农村局，以表达对该镇高

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改变当地

发展面貌的感激之情。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让昔日的沙滩漏水田变成了

稳产高产的吨粮田，为我村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多渠道发

展打好了基础。我村在先期

开发的项目区开辟种植了30

亩大棚香菇已收到实效，同

样面积的土地产出效益比

原来高出了三倍多，村集体

经济首次有了5万元的公共

积累。”该村党支部书记激

动地说。

协税镇今年计划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任务一万

亩。自8月初大规模建设开

工以来，该镇倒排工期，加快

建设进度，目前已新修机耕

路12.3千米、衬砌排灌渠14

千米、平整土地2100亩，预

计在11月底全部建成完工验

收。项目区通过裁弯取直、

拉条成方，消除了耕种灌溉

的“最后一公里”死角，让机

械化高效率耕作变为现实。

秉持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发展理念，该镇党委在项目规划前期就超

前设计，采取“高标准农田+”模式，将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同规模化产业经营、种植结构

调整、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有机对接

统筹规划设计，为后续发展留足资源空间，使

项目区真正形成了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树成行、田肥沃、高产出的现代化新

农业格局。

在已建成的项目区里，本土及外地8家

规模化新型经营主体已经开始了新一轮产业

布局，大棚蘑菇、稻渔种养、蟾蜍养殖、农产品

深加工等各具特色的新型产业正被打造成独

具特色的优势品牌产业基地。这些基地优先

安排全镇120多个脱贫不稳定户的劳力来基

地务工挣钱，每个劳力年均稳定增收在2万

元以上。高标准农田上正在孵化、发展起来

的新型高效农业，正源源不断地为当地稳步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