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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码头村是陕西省商洛市山

阳县漫川关镇养猪较多的村子，

该村养猪场规模大，养猪大户较

多，90后村支书成家伟就是其中

一个。村民们说他不仅是认真负

责的好支书，还是个能干的“养猪

达人”。他在自己发展养猪产业

的同时，不忘带动漫川关镇其他

村民共同发展。

一人富不算富，为了带动村

民一起发展，成家伟把自己所掌

握的养猪本领，手把手地教给养

猪户，将猪仔以低于市场价的价

格卖给村民，帮他们制定饲料配

方，规范疫病防治技术，准确把握

市场行情。他还聘请了20户本

镇及周边镇的困难户来养殖场务

工，平均每人一年能挣2.5万元。

“村里有了致富带头人，我们

的干劲也越来越足。在家门口上

班，既能顾家，又有稳定收入，真

是太好了。”在猪场上班的村民程

波说。

在传统的养猪生产中，一头

猪就是一个污染源，一个养猪场

就是一个污染物生产场。然而，

走进水码头村的鑫发牧业养猪

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现代

化的饲养区内，膘肥体壮的“二师

兄”们享受着住“别墅”、吹空调、

定时投喂的待遇。成家伟说：“我

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建了生

物天然气工程，对养猪场粪便进

行清洁化处理，变废为宝，循环利

用，减轻了环境污染。”

成家伟认为，不仅要自己致

富，更重要的是不断发展养猪事

业，使之成为村民致富的重要渠

道，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成家伟：生态养猪 带民致富
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刘沙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蒲城

县持续深化苏陕协作，从对口帮

扶到合作共赢，始终坚持把苏陕

协作作为加快蒲城发展、助推乡

村振兴、实现追赶超越的重要抓

手，加快优势互补和惠农项目落

地，两地协作不断走深，在乡村

振兴的新阶段，让蒲城县更多的

农产品迅速“出圈”。

7月27日一大早，记者在桥

陵镇蒲城贡枣市级产业园内看

到，连片的枣树上，一串串贡枣

俏悬枝头。工人一边沉浸在枣

香中采摘装车，一边抓紧时间进

行果品筛选包装，为新一轮的订

单忙碌备货。

“像工人现在包的这批货，

就是发往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两

天正值成熟旺季，平均产量每天

可达4000多斤，但储存问题一

点都不用愁，因为我们的冷链配

套云仓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桥陵镇蒲城贡枣市级产业园负

责人李蒙说道。

李蒙口中的云仓就是距离

贡枣产业园1公里的N0023供

销云仓蒲城供销云仓，主要运营

832消费扶贫平台产地仓，也是

陕西省唯一的“832消费平台”

产销地仓。今年，这里利用195

万元苏陕协作项目资金，实施了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

设 275 立方米云保鲜气调库 2

座，480平方米农副产品加工厂

房一座，购置配套冷链设备14

台套，现已全部投入使用。

发展壮大产业是巩固

脱贫成果的关键，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项目的落地见

效，让蒲城农产品“出圈”

和苏陕协作跑出了“加速

度”。N0023供销云仓蒲

城供销云仓在苏陕项目的

支持下不仅完善了仓储、分拣、

打包、冷链、快递等标准化服

务，也提高了蒲城电子商务基础

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打通蒲城和周边县农产品上

行“最初一公里”和下行“最后

一公里”，促进消费升级和农民

增收。

“我们拥有832平台、供销e

家阿里数农等15个网络销售平

台，从基地到餐桌，从乡村到城

市，我们搭建了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初步实现数字供销、数商兴

农有效链接，同时我们通过公众

号、小程序等新业态，助力农产

品销售和县域消费环境的改

善。”蒲城县富农汇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颜京说。

在此基础上，蒲城供销云

仓还不断加大与优秀的仓储物

流企业、食品质检企业在仓储

资源、数据共享、前沿技术等领

域进行深度合作，共同降低社

会物流总成本，并辐射服务以

蒲城县为中心周边200公里内

的白水县、宜君县、淳化县、合

阳县、澄城县、富平县七个脱贫

县，提升七个县的农产品销售

质 量 和 销 量 ，带 动 七 个 县

10731户315724人脱贫户持续

增收致富。据统计，从今年年

初至今，该云仓日均接单量

7000余单，共计销售蒲城及周

边县农产品 80 余万单，价值

1500万元左右。

苏陕协作赋能乡村振兴
一键助力陕西蒲城农产品品““出圈出圈””

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

本报延安讯（全媒体记者

张小雄 通讯员 杨耀武 张保雄）

“我种了10余亩仁育杏和梅杏，

今年大丰收了！按市场价，1公

斤8元左右，效益特别好。”近日，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张渠便民服

务中心前园子村村民谢祥宏这样

对记者说道。

前园子村有杏园3700多亩，

人均约两亩。为了将这千亩杏园

充分盘活，张渠便民服务中心会

同前元子村党支部全力为村民做

好服务，及时购买了脱皮机、碎壳

机，帮助村民节省劳力，节省时

间，同时积极与承德露露等厂家

对接，拓宽销售渠道。

前园子村的杏产业只是张渠

便民服务中心发展特色产业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该中心充分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采取

长期苹果产业+短期特色产业，

以短补长，长短结合，根据各村优

势，多元化布局产业增收项目，积

极探索发展了一些“短平快”的特

色产业，如今贺渠村借助距离安

塞区近的优势，大棚产业欣欣向

荣；王渠村的苹果产业和千头猪

场走上了果畜循环的发展路子；

李渠村的乡村游和小杂粮种植也

在探索实践中……这些多元增

收、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有

力地推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

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党总支副

书记刘炜说：“张渠便民服务中心

在抓好苹果主导产业的同时，也

将根据各村实际，盘活、利用好各

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发挥好党支

部带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

的作用，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口，就

能增收致富。”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

发展特色产业业
助力农民增收收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

“五小经济”
做活强村富民“大文章”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苏晓菊）今年以

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立足各村实际，盘活有效资

源，大力发展小种植、小养殖、小加工、小商贸、小田园“五小”经

济，实现了产业兴、乡村美、群众

富的目标。

下一步，漫川关镇将围绕打造

“五小经济”示范镇为目标，积极探

索电商领域，围绕消费帮扶和农产

品展销，完善企业、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利益

联结机制，助推农业持续增效、农

民稳定增收。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

“党建+”
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江学树 代绪刚）

今年以来，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坚持以组织振兴推动乡村

振兴，大力推行“党建+”模式，深入开展“党旗引领振兴

路”党建主题活动，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

融共促。

商南县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核心和关键，推行“党建+特

色产业”，建立联村党委3个，在16

个产业园区建立党支部13个，在

82个产业链建立党支部20个、党

小组56个，引导党组织负责人和党

员致富带头人创办领办新型经营

主体427个，创建示范基地35个，

培养“双带”型党员300多名，带动

56名困难党员创业。

扫描二维码
看全文

扫描二维码
看全文

工人进行果品筛选包装

村民采摘鲜杏村民采摘鲜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