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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是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扶持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抓住

机遇？如何承担使命责任？是全县

干部群众必须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

的命题。

6月16日，记者采访了岚皋县经

贸局的部分老同志，听他们介绍如何

履行政府职能部门职责的心里话。

经贸工作既要和企业一道把握

市场，还要起到政府、企业之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

贸干部在工作中时常面临着知识更

新的压力，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如何

把压力变动力？如何给年轻干部做

出表率？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们这样回

答——

岚皋县经贸局三级调研员周

益孝说：“作为经贸局一名干部，我

任民主镇光荣村第一书记兼工作

队队长驻村7年，打赢了脱贫攻坚

战。回局后负责信访维稳和企业

改制遗留问题处置等工作，始终根

置人民群众之中，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有幸生于这个伟大时代，感

恩党的培养，感恩领导和同事们的

关心与支持！”

岚皋县经贸局三级主任科员代

致梅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

工作，先在洋溪乡，又入砖坪区企业

办，再调县乡镇企业局，因机构改革

又从事企业统计工作。把占地160

平方米的小店培育成占地规模为

1500平方米限上商贸企业，变化的

是企业，不变的服务企业的初心。”

岚皋县经贸局工会主席徐代华

说：“有一种生活叫做‘驻村’，有一种

幸福叫群众满意。自驻村以来，我坚

持做到驻村驻心，充当人民群众的暖

心人和贴心人，力所能及的化解一些

小矛盾，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小

问题，将自己融入成这个大家庭的一

份子。”

岚皋县经贸局驻蒋家关村第

一书记刘正洲说：“自驻村以来，我

始终聚焦‘守底线、抓衔接、促振

兴’，在党建引领下立足村情实际，

科学规划产业发展，以魔芋产业为

龙头，以烤烟、中药材、黄金茶、养

殖业四大产业为骨干，形成一强多

优、一主多辅的产业发展格局。充

分发挥经贸局的优势，加强帮扶力

度，协助村两委积极争取项目支

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实施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行动，新建印象安岚

食品有限公司加工厂房 600 平方

米、冷冻库40平方米，做强全国魔

芋‘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引导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资

产总量持续壮大、管理水平持续提

升，实现农民群众持续受益、人居

环境持续提升目标。”

结束对老同志的采访后，记者和

岚皋县经贸局党委书记、局长苟元学

进行了交谈。他表示：“在职老同志

是我局的重要资源和中坚力量，回顾

历史，广大老同志在物质极度匮乏，

条件极其艰苦的时代，用一腔热血倾

注在岚皋这片热土，为经贸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现在老同志依然勇挑重

担，冲在一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发挥‘传帮带’作用。老同志的今

天也是我们的明天，对待老同志，我

们一定会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照

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同志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老同志在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力量，

也体会到他们在岁月长河中对同志、

对单位、对岚皋的温情。这种力量和

温情无疑都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前进。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经贸局：

履职尽责勇于担当
主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通讯员 熊明生 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革委

夏天的甘肃省漳县石川镇占

卜村，风光旖旎、景象如画。35岁

的青年农民李冬彦，守着田野，看

着芦笋生长。这位敢想敢干的年

轻人，成为绿色产业的“新农人”，

领着乡亲奔富路。

“80后”“回乡务农”“新型职

业农民”“创业致富带头人”……在

李冬彦身上有这么多的标签，他还

是更喜欢别人叫他“新农人”。

啥是“新农人”?

“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现在，种地不只

是凭力气和经验了，而是靠技术和

管理，真正实现从土里刨食到地里

淘金。”李冬彦向笔者诉说着自己

的见解。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自己的

家。”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李冬彦有

着深厚的家乡情怀。2016年，他

辞职赋闲在家，看着每天早出晚归

的父亲，心里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父辈们种了一辈子地，对这

片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如果我能在

这片土地上干出点事来，也是一件

美事。”于是，李冬彦在村“两委”的

协调下，流转到占卜村的几十亩土

地，办起了农民合作社，

踏上了创业之路。

2016 年 8 月 1 日，

李冬彦成立了合作社，

种了 14 个大棚的羊肚

菌，技术不过关，羊肚菌

全部坏掉了，让他承受

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

失。这笔不菲的“学

费”，李冬彦意识到种植

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潜心

钻研学习农业技术，积极参加各类

培训，到处请教专家学习栽培、播

种、日常管理等知识。

种菌创业失败，李冬彦认真总

结经验，决定重新开始创业。在一

次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培训中，李

冬彦了解到芦笋营养价值高，市场

前景好。占卜村位于龙川河的上

游，地理环境又适合芦笋生长，当

下便决定种植芦笋。培训回来后，

李冬彦与村“两委”班子商量，流转

了70余亩土地种植芦笋。这次，

他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种植管理，

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引进的品

种差，种出来的芦笋产量低、品质

差，白忙活一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2021年，已经积累了两年

实践经验的李冬彦亲自从山东曹

县选种，引进了芦笋新品种，经过

他的精心育苗、种植、管理，新种的

70多亩芦笋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种芦笋是个技术活，李冬彦邀

请县农投中心主任、推广研究员范

爱平，给村民讲课，田间地头手把

手教。芦笋通过采摘、装箱，发往

兰州市场，深受客户的青睐。采取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面积

从70多亩发展到200多亩，农户

从10多人抱团发展到40多人，走

出了一条山区群众靠绿色产业致

富的新路子。

（何继强 癿斌宏）

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大渡口镇太和村海拔600多

米的高山上，绵延着一片枝繁

叶茂的经果林——这里，是村

民李子良的梦想躬耕园。从

1997年底至今，他在这片土

地上挥洒汗水，连片发展蜂糖

李、青脆李、红玉桃等果树10

余亩，并套种生姜等经济作

物，年收入10余万元。

上世纪90年代，李子良

返回家乡后，先后试种了柑

橘、柚子、藤梨等经果林，但因

技术管理水平不高等原因，经

济效益不是很好。2013年底，

李子良将低收益的藤梨全部

移除，试种了3亩青脆李。为

了保持李子的质量，他严格按

照无公害种植技术规程，对果

树进行精心管理。2017年，精

心管护了3年的青脆李初投

产，质地脆嫩、皮薄多汁、酸甜

可口的青脆李投放市场后，深

受市民喜爱，供不应求。尝到

甜头的李子良，又栽种了8亩

蜂糖李和2亩红玉桃。如今，

果树全部进入丰产期。“每年2

万多斤的产量，如何销售呢？”

李子良介绍说，他采取市民群

众采摘、商贩上门收购、微信

群推广等线上线下销售模式，

每年都不用担心销路问题。

果树至少要3年才能投

产，回报周期长，如

何利用果树下空闲

的土地资源增加收

益？改种青脆李后，

李子良一直在思索。

“果树干较矮、

株行间空地面积大、

通风透光条件好，套

种生姜能够有效抑

制杂草丛生，促进树

苗尽快生长，实现一

地多收。”李子良结

合太和村土质、气

候，以及生姜的市场

需求、生产周期等因

素，决定选择生姜作

为林下套种作物，通

过“接茬”套种，实现

收入“叠加”。

笔者在果园里

看到，硕大饱满的蜂

糖李挂满枝头，林下

的生姜苗随风摇曳，

长势喜人。“生姜三

四月份栽种，九十月

份采收，生产周期

短，投入成本低，产量大，市

场好，不愁销路。”李子良表

示，每亩地可以采挖5000斤

生姜，除去成本，每亩收入近

万元，林下套种让有限的空

间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王超明）

返乡创业种芦笋返乡创业种芦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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