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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福成镇佛头山村：

土蜂蜜养殖 拓宽乡村振兴路
全媒体记者 康军 通讯员 席汉初

群山环抱，白云悠

悠，流水潺潺。深秋时

节，走进陕西省汉中市南

郑区福成镇佛头山村村

民向荣富的土蜂蜜养殖

基地，一排排蜂箱错落有

致地摆放在绿草丛中、灌

木林间和石崖下，成群的

蜜蜂从小小的蜂箱口飞进

飞出，嗡嗡作响，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土蜂蜜养

殖大户向荣富喜不自胜地

说：“我已经有20多年的

养蜂经历，今年收成最

好。我养了86箱土蜂蜜，

收获蜂糖920斤，最多一

箱收了30多斤。现已出

售 300多斤，收入现金 2

万多元，产品卖完卖尽预

计收入6万元。”

佛头山村平均海拔

1200米，全村森林覆盖率

80%以上，植物种类繁多，

蜜源丰富，春夏秋三季有

多种野生植物交替开花，

具有得天独厚的养蜂区位

优势和自然条件，林下养

蜂产出的蜂蜜色泽金黄、

口味独特、纯净无杂、营养

丰富、品质良好，无污染、

无添加剂，深受消费者青

睐。该村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依托良好

的自然生态资源，大力发

展林下土蜂蜜养殖特色产

业，不断丰富林下经济生

态环境，走出了一条可持

续、可发展、能增收的致富

新路子。

该村共有 176 户人

家，几乎家家都有养蜂的

传统，但长期以来，由于

村民都是零星散养，蜂蜜

产量低，再加上地域偏

僻、信息闭塞、销路不畅

等因素，制约了养蜂产业

的发展壮大。该村“两

委”意识到，养蜂产业要

发展壮大，靠单打独斗行

不通，只有抱团发展，才

能做大做强。2016 年，

村干部蒙永国带头成立

养蜂专业合作社，通过

“合作社+贫困户+农户”

的模式，扩大养蜂规模，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养蜂

数量逐年增长，到今年已

达1100箱。为了推广养

蜂技术，合作社常常组织

养蜂能手前往村民家，手

把手指导培训养蜂的管

理技术和疾病防治等工

作。今年，全村土蜂蜜产

量近万斤，预计收入 70

多万元，户均收入 4000

元以上，成为农民增收的

稳定财源，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石桥村：

手工粉皮 托起村民致富梦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

记者 周廷 通讯员 李晶）

近日，走进陕西省商洛市

山阳县高坝店镇石桥村

的双锁山手工粉皮加工

厂，工人们正忙着起皮、

拔水、贴架晾晒手工粉

皮。放眼望去，一排排竹

架上晾满了晶莹剔透的

粉皮，形成了一道别致的

风景线。

“刚刚‘出炉’的粉皮

入口软滑细腻，拌上青菜、

油泼辣子，吃起来不仅冰

凉滑溜，还带着一股红薯

的香甜。”双锁山手工粉皮

加工厂负责人管新文说

道，“双锁山手工粉皮制作

历史悠久，通过传承传统

的手工技艺，打造庭院手

工小作坊，把我们村里

的一些脱贫户和妇女们

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增收。”

据了解，石桥村先

后争取集体经济20万元

注入森文手工粉皮加工

厂，新建加工厂1处，配

备加工设备10套，带动

8人在工厂务工，为全村

59户粉皮加工个体户免

费修建生产灶、加工棚，

从事粉皮代加工，349户

群众种植红薯420亩，实

现了村内剩余劳动力就近

创业、稳定增收。

石桥村通过“村集体

经济+工厂+农户”的联

农带农模式，加工厂与农

户签订《产业合作协议》，

规范粉皮加工工艺，提供

保底价（15 元/斤）回购服

务，保障农产品销量，增加

农户产量，带动农户年均

增加经营性收入4200元。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产业发展短板，推动‘庭院

粉皮’加工向规模化方向

发展，让粉皮加工成为助

推石桥乡村振兴的名片，

让更多的村民实现稳定增

收。”石桥村党支部书记南

华森说道。

工人晾晒手工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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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将乡村振

兴人才聚起来、用起来、留下来，培养造就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

才队伍，有利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书写

好“三农”发展新篇章。

要选好“领头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需要“过硬”的村党组织书记，让村书记

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领路人。首先是

政治素养要过硬。必须要具备敢担当、能

担当、有担当等政治品格。要着力把乡村

党组织建设好，把村领导班子建设强，筑

牢基层干部战斗堡垒，为乡村振兴建强动

力引擎。其次是带富本领要过硬。坚持

抓实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推广实用新

技术、做好技术培训、引进龙头企业、扩大

种植面积等方面，让村级集体经济成为带

领群众致富的火车头。再次是村书记要

业务水平工作作风要过硬。要具备应对

复杂局面、化解矛盾纠纷、推动科学发展、

提升依法治理水平的能力，从而提高基层

党组织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要从思想上

生活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记住

自己是一名党员，守好底线，不碰红线，干

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要用好人才“引擎”。要以开放的胸

襟引进人才，要以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

用共享共建的机制用好人才，培养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

首先要大力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

断提升创新创业、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

经营能力。建立起职业农民制度，逐步完善配套的政策

体系，培育大批本土技术实用人才、土专家。特别是要

扶持培育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

能人等。

其次要强化人才引进，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

技术力量服务农业发展，让有专业技能的科技人才、大

学生村官等各类人才向乡村基层一线流动；通过创新引

进机制，农业产业项目带动，吸引大批懂技术、懂市场的

专 门 实 用 人 才 到 农 村

来，为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活力。建立有效

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

的企业家、专家、学者等

优秀人才通过各种方式

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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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是朱鹮

之乡，也是西北有机第一县。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洋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以金融之力，发挥了独

特的优势和重要作用。

近日，走进洋县大龙绿色

种养场，黄海枝、冯雪芳夫妇俩

正带领工人扩建厂房，忙得不

亦乐乎。从1999年开始，他们

从几百只蛋鸡起步，到现在已

建成集“环控、喂养、集蛋、清

粪”全智能化控制的现代化养

殖场。“太阳能”“空气能”供暖

系统实现了“零排放”，罐式有

机物好氧发酵机将鸡粪变成了

有机肥，真正实现了绿色生物

“循环链”。

冯雪芳感慨地说：“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信用社就支持

我们从家庭式小作坊发展走到

今天的规模化发展。最近我们

需要扩建厂房，等现有资金用完

了，再从信用社借款，有政府和

信用社支持，我们就有底气。”

洋县树堂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粮食收购、加

工与销售的企业，在一次走访

中，洋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

人员了解到，企业收购原粮遇到

资金瓶颈，他们便积极与汉中市

资信融资担保公司沟通担保事

宜，加班加点整理档案资料，及

时向企业授信300万元，并与县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协调，让企

业享受“菜粮贷”政策红利，降低

融资成本。

“我们这些猕猴桃都是有机

的，销量好得很。今年接到了

70万斤的订单，再加上电商销

售和直播带货，销路更广了。”洋

县鸿源现代农业循环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周毅说，上世纪90

年代初，他就和洋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打起了交道，从借款几千

元开始起步，大力发展产业。

2017年，周毅将目光放在猕猴

桃产业上，采取“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逐渐发展了

1800余亩有机猕猴桃。

采摘的猕猴桃需要冷藏和

深加工，2021年初，洋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龙亭信用社通过“融

担贷”支持300万元，助企业一

臂之力。周毅说：“20多年来，

信用社总是在紧要关头帮助我

们，我有信心带领更多的乡亲们

共同致富。”

政银联手，引入“金融活

水”。2020年以来，洋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把金融赋能乡村振

兴摆到重要位置，在县委、县政

府的统筹协调下，与县农业农

村、乡村振兴等部门展开战略合

作，形成了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机制。

2020年至今，洋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累计提供信贷资金

超90亿元，其中涉农企业贷款

101笔5.9亿元。探索出三秦融

担贷、乡村V贷、农户小额信用

贷款等多种产品，有效破解了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和缺乏抵

押物、担保难的服务困局，金融

“活水”浇灌广袤田野，激起乡村

振兴“一江春水”。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金融“活水”激起乡村振兴“一江春水”
全媒体记者 康军 通讯员 楚乐 晏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