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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经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单独竞买。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到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到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向我局提交书

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15 日 16 时 00 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 2024年 12月 15日 17时 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四楼进行。挂牌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分至 2024年 12月 17日 10时 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竞买保证金以申请截止日前指定的开户银行出具的缴纳凭证为准，不接受现金；报名以书面形式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节假日不休），未尽事宜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 系 人：赵女士 樊女士
联系电话：0914-2997895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
2024年11月18日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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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
一法宝。近年来，柞水县立足特色资源禀
赋，以农业农村“小切口”改革促进生态资
源利用，大力发展宜农、宜旅、宜业的优势
特色产业，通过产业链延伸、品牌培树、组
建新业态公司、旅居康养等方式，推动乡村
振兴行稳致远。

前不久，柞水县人社局在营盘镇营镇社
区组织开展今年第7期“柞水耳农”专业技
能培训。40多名耳农在专家的指导下，认
真学习木耳种植、生产、加工以及短视频拍
摄、直播等在内的技能技术。

“老师非常专业，给我们讲的都是实际
操作，实体经营，让我们从一个‘小白’到现
在知道木耳怎样防霉变，在啥季节种，怎样
洒水，都讲得很细致，另外还给我们讲了短
视频的制作，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参加
培训的社区居民吴秀霞说。

柞水县全力打造“柞水耳农”劳务品
牌，为木耳全产业链从业人员提供各类指
导服务，推动木耳产业高效发展。目前，
全县建成柞水耳农服务中心 1 个、培训基
地 15 个、就业基地 16 个，累计举办“耳农”
培训 360 期。

柞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
天武介绍，目前“柞水耳农”品牌已辐射带动
1.05万人就近就业，累计培训7.5万人次。
柞水县将结合木耳产业发展需求，引领企业
制定“柞水耳农”行业标准，大量培养技能型
人才，推进“柞水耳农”品牌化发展，争取“柞
水耳农”被认定为国家级劳务品牌。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既要找准
方向，也要善用外部资源、借力发力。

下梁镇老庵寺村依托柞水李玉院士工
作站和木耳研发成果转化中心，发展木耳种
植产业，引进木耳加工企业。今年又成立农

旅融合村级新业态公司，培育农民合作社，
发展特色民宿，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发展、农
文旅融合的新路子。

老庵寺村党支部书记李小涛说：“今年
我们通过新业态公司带动，盘活闲置资产，
发展了民宿、农家乐8家，发展了地栽木耳
70万袋。群众在这里每年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截至2023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净
收入 60.5万元。”

深化农村改革，目的是让农民腰包越来
越鼓、生活越来越美好。柞水县紧抓全国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机遇，通过资源发包、
旅游服务、资产入股等多种途径组建新业态
公司37家，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
房1239宗，建设生态田园23个、民宿164家。

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柞水县扎实践行
“两山”理念，探索出了绿色赋能、多元转化、
共富共美的绿色发展之路。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景区景点，营盘镇朱家湾村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民宿、农家乐等产业，
年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次，带动就业创业
1000 多人。

营盘镇朱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毛家锋说：
“从一产的农业转换到现在三产的乡村旅游，
我们的人均收入也从过去的人均1359元，
发展到去年的31495元，收入可以说是整整
翻了 20多倍。”

近年来，柞水县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在农业农村领域改革中瞄准“小切口”
精准发力，着力提升农文旅产业发展的规模
和品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年发展木耳超1亿袋，培育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12个，创建国家、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美丽宜居示范村27个，建设秦岭山
水乡村41个，越来越多的生态“好颜值”变
成经济“好价值”。

柞水以“小切口”改革推动乡村大发展
本报通讯员 洪 艳 杨 怡 李字武

11月12日，洛南县四晧街道白川社区
李湾组的山坳里，不时传来“呦呦”鹿鸣声，
循着这声音，记者一行找到了张利家的梅花
鹿养殖基地。

在一处幽静的院落里，一排干净整洁的
鹿舍映入眼帘，张利正在给梅花鹿喂食，一
只只体型优美的小鹿忽闪着水汪汪的大眼
睛，甚是可爱。

在当地，养鸡养猪都不稀奇，养鹿却
很少见，这意味着成本的提高以及经验的
缺乏。然而，对张利来说，选择养鹿并非
一时冲动。

2021年 3月，她和丈夫去宝鸡多家养
殖基地考察，发现梅花鹿抗病能力、御寒能
力都很强，市场行情也好。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一斤卖到
1500至2000元，鹿血、鹿肉、鹿骨、鹿筋也
都有很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张利说。

在长达一年的漫长考察后，张利花了近
10万元买来 12只纯种梅花鹿。纯种鹿产
鹿茸相对少，但营养价值极高，张利像照顾
小孩儿一样精心呵护这些小鹿。为均衡营
养，她买来花生秧、黄豆、玉米等混合料打碎
喂给它们。不料仅半年时间，3只小鹿不明
原因相继死亡，张利心疼坏了。她深刻地认

识到，只有掌握了技术，学会给小鹿治病，才
能护佑鹿群健康成长。

在日复一日喂食、添水、打扫圈舍的过
程中，张利关注着每只鹿的生长状况，哪只
鹿拉肚子了，或有其他异常反应，她总能很
快发现。

有一次，她观察到有只鹿一次吃得
很多，肚子撑得特别圆，而且远离鹿群，
目光呆滞，看着很没精神。通过向技术
人员咨询得知，这只鹿应该是消化不良，
胃里有积食，需要药物治疗，于是她尝试
着给鹿打针。

“给鹿打针不能近身，只能用吹管，我给
它打了一支开胃的针，3天过后就恢复正常
了。”张利笑着讲述了这次难忘的经历。

张利还发现，鹿身上爱长脓包，常长在
腿上或者脸旁，经向多名专家求助，她掌握
了正确的处理方法：先打一点麻药，用手术
刀将脓包割开，将里面的脓水或者腐肉去掉，
再用盐水清洗并缝合。

“以前我连鱼都不敢杀，可如果任其发
展，鹿的采食量就会下降，然后逐渐消瘦，没
办法，我就逼着自己去做。”张利讲了她的又
一次挑战。

然而，最凶险的莫过于母鹿产崽。

“每年的9月至11月底是鹿的交配期，
5 月到 7 月是生产期，8 月之后生产的鹿崽
很难成活。”张利说，“今年母鹿一共产了
18 只崽，其中一只母鹿生产时难产，当时
情况很危险，不人工接生的话母子都会死
掉，那会我老公还在上班，情急之下，我找
来附近一个养殖户帮忙，终于将小鹿顺利
接生出来。”

这只小鹿因为被人接触过，生下来母鹿
就不管了，张利只好亲自喂养，前三天喂母
鹿的初乳，之后就喂牛奶、羊奶，半夜起来喂
两次，就像管孩子一样。由人工抚养长大的

小鹿无法融入鹿群，反而更亲近人，这只小
鹿在养到3个月大时，被一个外地人以8000
元的价钱买走，当宠物养了。

鹿业是大健康产业，也是一种小众的养
生产业。一只鹿一年能割两三公斤鹿茸，另
外，还可生产鹿肉、鹿血酒，在市场上非常走
俏。自从她家养了梅花鹿，来考察打听的人
很多，有一个村干部也开始养鹿。

“村上还通过资金入股，每年从我们这
里分红2万多元。”张利说，今后他们还想通
过线上多做宣传，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加入
养鹿的队伍中。

特色养殖特色养殖 致富有致富有““鹿鹿””
本报记者 肖 云 贾书章

10月 18日，记者走进一个宁静而又充满
希望的村落——镇安县高峰镇两河村。这个
曾经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艰难摸索的村庄，如
今正因为烤烟产业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书写
着一段段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

曾经，两河村村民的经济来源较为单一，
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那是一段艰难的岁
月，村民们辛勤劳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然而，两河村并没有在困境中沉沦，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下，村民们开始寻找改变命运的契
机。而烤烟，成了他们破局的关键。

漫步在两河村的土地上，放眼望去，一望
无际的烤烟田里烟农正忙着秋收后的一些收
尾工作。其中，种植大户韩国强和程吉焕的
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各自拥有 50 亩烤
烟田，犹如两位领军人物，在全村烤烟种植的
道路上大步向前。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就已经在烤烟
地里忙碌，查看烟叶的生长情况，精心地呵护
我烟田里的每一株烤烟，只为了有个好收成，
所幸今年收入不错，有 18 万元左右，也算对
得起我们辛苦一番。”韩国强笑着对记者说。

这位朴实憨厚的庄稼汉，在谈到烤烟种
植时，眼中满是希望和坚定。他深知这片土
地的潜力无限，从最初的小面积尝试到如今
的 50亩规模，他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依靠烟叶致富增收的还有村民程吉焕，
他目光敏锐，善于捕捉商机，在看到烤烟产业
的潜力后，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将 50 亩烤
烟田管理得井井有条。

“从育苗开始，就要精心挑选种子，移栽
时更要仔细不可马虎。在烤烟生长的过程
中，需要时刻关注烤烟的生长环境，旱了涝了都是灾难，最后烟叶
收回来烘烤也是技术活……”提起自己的烤烟事业，程吉焕有说不
完的话。

农闲时程吉焕还主动学习先进的田间管理技术，并把这些知识
分享给其他村民。他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烤烟种植中闯出了一
片天地。韩国强和程吉焕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财富积累，更是为
全村村民树立了榜样。

在烤烟产业的带动下，两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 户村
民通过烤烟种植成功脱贫致富，让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
高。破旧的房屋焕然一新，孩子们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学习，
医疗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曾经因为贫困而紧锁的眉头如今都舒展开
来，取而代之的是洋溢在脸上的幸福笑容。

而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白建章的辛勤付出。他
是两河村发展的领路人，从最初决定大力发展烤烟产业，到协调各方
资源，为村民提供种植技术培训和销售渠道，他事无巨细，亲力亲
为。为了提高村民的种植技术，他邀请专家来到村里，为村民讲解烤
烟种植的要点，从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到采摘、烘烤，每一个环节都
严格把关。他积极与烟草公司等相关企业沟通，确保村民的烤烟能
够卖个好价钱。

不仅如此，两河村在烤烟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发展模式。村民们互帮互助，有经验的种植户会主动向新手传授经
验，大家共同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如
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整个村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两河村的烤烟产
业发展得更加稳健。

据白建章介绍，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改进和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烟
税已经从曾经的 2 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5 万元，并且有望突破 10 万
元。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为村集体带来更多资金，用于改善村里的基
础设施和发展其他产业。

两河村的故事，是一个贫困山村在困境中崛起的故事，是烤烟产
业点燃致富希望的故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村民们用自己
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他们的脚步坚实而有力，向着更加富裕、
繁荣的未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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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24年 11月 16日 20时，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47件，现将 2件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商洛市时间：2024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4-8081211 邮政信箱：商洛市第 A015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20：00

序号

1

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受理编号 011 的环境信访问题为：商
洛市桐木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 未经

“三同时”验收，自 2023 年 9 月份开始生
产；2. 未按环评要求处理尾矿及废水，将
10 万余吨尾矿渣及 60 万余吨废水直接排
入采空区；

受理编号 023 的环境信访问题为：商
洛火车站货运场，无防护措施，砂石装卸
过程中扬尘及噪音对拉林子村一组村民
生活造成影响。

涉及县区及部门

山阳县

商州区

调查核实情况

1.该公司桐木沟铅锌矿尾矿综合利用项目于 2024 年 2月开工建设，6月申请试运行
3 个月，并根据试运行情况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8 月因尾矿渣回采不规范，山阳县应
急局责令其停止“回采充填”作业，停工后至今未生产，竣工验收工作暂停，该公司恢复生
产后同步进行竣工验收工作。2.该公司尾矿综合利用项目试运行期间，按照环评报告表
及批复要求，生产生活废水综合利用不外排，再选生产时，产生的 4 万吨尾矿混合渣，2.3
万吨废水，按技术规范充填至采空区；现场检查时，未见乱排乱放、废水外排迹象。

投诉人所反映的“商洛火车站货运场”实为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商洛营业室。现场检
查时，陕西商丹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该营业室装卸砂石料作业，未采取有效抑尘措
施，现场有扬尘；装卸车作业过程中产生噪音。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县分局不定期开展
督导检查，指导该公司落实环保措施；山阳
县应急局加强对该尾矿库监督管理，确保完
成“闭库销号”任务。

2024年 11月 6日，市生态环境局商州区
分局对陕西商丹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装
卸载过程未采取有效抑尘措施立案调查，罚
款 2 万元。并对装卸载作业过程中噪声开展
监测，监测结果符合《〈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
其测量方法〉(GB 12525—90)修改方案》限
值要求。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备注

张利在饲喂梅花鹿张利在饲喂梅花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