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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川：

金融活水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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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走进陕西省

汉中市南郑区福成镇佛头山

村，层林尽染，遍地金黄。农

家院落、山间地头，到处是采

收核桃、板栗、中药材、土蜂

蜜的情景。眼前的累累硕

果，是生态产业带来的山村

巨变，装点出一片片绿水青

山，让农民收获“金山银山”。

近年来，福成镇始终秉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依托得天独厚

的资源环境和区位优势，大

力探索“党建+生态”模式，

发展绿色产业，引领乡村振

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让乡村美起来、绿色产业强

起来、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抓党建，聚合力，提升基

层组织综合能力。该镇紧抓

党建引领绿色产业发展步

伐，挑选和培育一批讲政治、

能力强、品德高的村干部和

致富领头人，谋划布局生态

产业发展路径，做好烤烟、茶

叶、山野菜、中药材、特色养

殖任务分解落实，全力打造

程家坝村、马元村、大营村、

佛头山村党建示范点，推进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

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

力、凝聚力、战斗力。

抓骨干，上规模，形成生

态产业发展格局。该镇坚守

生态发展底线，念好“山”字

经，做好林文章，把发展林业

和生态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

突破口，提出了“五子并举”的发展思路，即“山

坡山野菜栽植戴帽子，山腰种茶缠带子，发展

烤烟引路子，枳壳、大黄挣票子，土蜜蜂养殖打

牌子”，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积极调整林种结

构，加快发展优质高效经济林，做大茶产业，打

响茶品牌，近年来发展茶叶7000多亩，全镇茶

叶种植面积达到14000亩，采摘面积9000亩，

茶叶产值6000多万元，茶农户均增收3000多

元，发展山野菜8000亩，建成山野菜加工厂1

个；种植大黄2000亩，发展枳壳3000亩。区

烟草公司扶持发展烤烟2350亩，今年烤烟收

入可达600多万元。养殖土蜂蜜3500多箱，收

入可达200多万元。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利用

林地资源，做强基地产业，优化利益联结，辐射

带动农户增收，壮大集体经济。近年来，全镇

90%以上农户吃上“生态饭”，一半以上农户靠

生态产业增收致富。

“玉米套大豆，十种九

不漏”，意思是说，在玉米田

间套种大豆，十年当中九年

都不会歉收。如今，在陕西

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后

掌村，村党支部引领群众进

行了一场玉米套种大豆的

试验。

据了解，后掌村临近沟

壑，昼夜温差较大，一直以

来，群众多以种植玉米为主，

亩均收入在1500元左右。

习惯了的种植模式，习

惯了的亩均收入，隐含着祖

祖辈辈习惯了的生活生产观

念，所以当县农经站干部来

到后掌村科普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的时候，群众

一直处于观望态度。经过村

“两委”班子成员开会讨论，

最后决定，由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牵头种植。

说干就干，通过多方走

访，合作社很快以800元每

亩的价格从村民手里流转土

地208亩，这208亩土地成

为后掌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的“试验田”。

4月份播种玉米，10天

后套种大豆。为了保证收

成，镇政府请来了县农经站

的技术员，通过现场指导，确

定了两种种植模式，一种是

“4+4”模式，即4行玉米4行

豆子，单亩种植玉米 4100

株，大豆 7600 株。一种是

“3+5”模式，即3行玉米，5

行豆子，玉米为中间单株，两

边双株，单亩种植玉米5300

株，大豆9700株。

如今正值秋收时节，在

后掌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园，一个个黄灿灿的

玉米棒粗壮圆长，一粒粒大

豆圆硕饱满。看着满地的

“土黄金”，村党支部书记武

彦平无比高兴。他算了一笔

账，复合种植玉米亩产1800

斤，每斤1.2元，大豆300斤，

每斤6元，总收益3600元，

除过前期人工、籽种、肥料等

投入 900 元，亩均收益在

3000元左右，跟去年相比翻

了一番。

据悉，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是在玉米带状间

套作大豆的种植模式，重点

通过扩间增光、缩株保密，充

分发挥边行效应和大豆固氮

养地作用，有利于改善土壤

条件、提升土壤地力，是实现

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茬

大豆的一项稳粮增收、提升

地力的种植技术。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

看干部。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在马栏的成功

实践表明，“党建+村集体经

济”助推产业发展的模式，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屡试

不爽，“党建+村集体经济”

引领新技术推广，在田间地

头闯出了一条强村富民新

路子。

陕西旬邑马栏镇：

一地双收！“党建+村集体经济”
引领新技术推广

姚聪慧 全媒体记者 闫瑜涛

本报延安讯（全媒体记者

张小雄）10月10日，由中国

农业银行延安分行组织的

“乡村振兴看农行”主题采访

活动走进陕西省延安市洛川

县，探访农行洛川支行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的特色模式和

典型经验。

成立于2014年的陕西

顶端果业科技公司是洛川县

的一个依托互联网电商平台，

以线上推广、品牌宣传、高端

销售、种植托管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经营的龙头企业。

“每年到了苹果的收购

时节，公司对资金需求很

大。农行洛川支行通过惠农

e贷每年给我们提供300多

万元的资金支持，解决了公

司的燃眉之急。”该公司销售

主管赵锋告诉记者。

近年来，农行洛川支行

在加大支持重点中小企业和

苹果产业发展的信贷投放工

作上下足功夫，创新贷款产

品开发，帮助农民“贷得更

快”，让帮扶更有“速度”。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通过惠农e贷、果库贷、

锦绣前程贷等产品，每年向

果农、果库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等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1.5亿元左右。作为三农服

务的领军银行，真正做到了

让利于民，所有贷款均执行

最优惠的利率，贷款期限长、

利率低、还款灵活，真正解决

了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农行洛川支行客户部经

理曾静说。

近年来，农行洛川支行

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新产品，

扩大宣传营销力度，积极支

持乡村产业、农业产业等涉

农贷款的投放和储备。截至

9月末，累计投放惠农贷款

117766.2万元，其中防雹网

贷款累计发放19116.9万元。

“洛川是农业县，咱要带

着农民富，农民富了咱们农业

银行才能更好。“农行洛川支

行党委书记、行长冯虎林说。

陕西山阳：滑子菇开出“致富花”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杨远彦 齐苗）

近日，走进陕西省商洛市山

阳县中村镇沟口社区产业大

棚，一簇簇滑滑嫩嫩的滑子

菇在菌袋上探出了头。

今年以来，沟口社区为

扎实推进“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依托沟口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项目

200多万元，建成食用菌菌

包加工、产品加工厂房。为

确保群众增收致富，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建成食用菌园区3个、

大棚131个，引进延安菌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

滑子菇50万袋，年利润可达

160万元。创新推出三项联

农带农机制，入股企社有利

金，公司免费提供生产技术、

销售渠道，合作社参与经营

管理，利润各占一半，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按分红的60%

带动153户脱贫户、11户监

测户分红收入，40%发展集

体经济。流转土地有租金，

进园务工有薪金。通过分

红、地租、劳务等方式，可实

现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集

体经济增收 10万元以上。

目前，社区产业发展有滑子

菇、羊肚菌、木耳等，已初步

形成以滑子菇产业为主的食

用菌产业园，年收益达200

多万元。

陕西商洛商州区：

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今年以来，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坚持“中草药振兴”

理念，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

户参与”的模式，坚持

“抓龙头、建基地、重加

工、创品牌”的发展思

路，全力打造孝义中药

材种植示范样板区，积

极培育中药材产业经济

示范村，力争5年内将

夜村镇打造成“万亩中

药材重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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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在马栏镇后掌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园，村干部和群众正在玉米膜带上植入玉米籽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