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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跨越旧岁，勇敢迈向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市众多产业大户仍然在马不停蹄地为开春的产业发展打
基础，他们深知美好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没有现在的辛勤付出和播种就没有将来的硕果累累。他们带着节日的氛围，迎
接着春天的喜悦，在沃土上耕耘，涌动着满是朝气的热潮。告别2024，启航2025，相信有了辛勤努力，必将收获满满的甜蜜
与财富，富民强市的美好愿景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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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在丹凤县商镇黑河沟葡
萄产业园内，水杂果种植大户叶军海正
在向前来请教的村民讲解化肥农药的
合理使用方法，帮助村民掌握水杂果种
植技术。

今年 62 岁的叶军海是一位经验丰
富、被村民敬重的新农人，也是丹凤县
农技中心特聘农技员。每年科管关键
时期，找他寻求指导、解疑释惑的人不
计其数。多年来，他为当地群众提供农
业技术指导和培训，逐渐成为当地产业
发展的领军人物。

“红灯樱桃是我最早在丹凤县引
进种植的。”叶军海说，1983 年，他通

过丹凤县林果站牵线，从山东蓬莱引
进了红灯樱桃、京白桃、巨峰葡萄 3 个
新品种，自己在黑沟河村摸索着种植，
当年就发展了 17 亩樱桃、10 亩桃子、
6 亩葡萄。

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现代果
业栽培技术、参加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邀请市县农技专家到村上开
展现场指导……经过不断学习、摸索、
总结，叶军海渐渐将水杂果种植技术
学习到位、掌握到家，他的种植规模不
断壮大，他也由当地的“土专家”转变
为产业大户。

“ 个 人 的 力 量 是 有 限 的 ，需 要 一

个 组 织 、一 个 平 台 ，把 大 家 组 织 起
来 ，把 技 术 推 广 下 去 ，把 国 家 的 优 惠
政 策 宣 传 下 去 。”叶 军 海 说 。 2014
年 ，叶 军 海 注 册 了 丹 凤 县 绿 怡 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合 作 社 的 职 责 职 能 就
是 加 强 果 农 技 术 培 训 、引 进 苗 木 、销
售 产 品 、配 送 农 资 等 ，带 动 村 民 发 展
水杂果。

在叶军海的带动下，黑沟河村的水
杂果产业逐渐发展壮大，全村水果产量
品质进一步提升。通过“黑沟河大樱
桃”无公害产地、产品的认证、认定，发
展品牌水果优势愈加明显，外地客商络
绎不绝，产品供不应求，果业已成为当

地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2025 年，叶军海打算在合作社的

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农技服务队，把村子
里有能力、有技术的人组织起来，对各
个基地进行全面的技术帮扶。“我的新
年目标就是一年让枝条全部满架，两年
达到百分之百的挂果。”展望新的一年，
叶军海信心百倍。

“土专家”乡村显身手
本报记者 王天彤

春 节 临 近 ，镇 安 县 高 峰 镇 正 河 村
沈家点心铺门口早早排起了长队，满
是慕名而来购买点心的顾客。透过操
作间的窗户，可以看到五六个女工正
忙碌地进行拌馅、揉面、切剂等一系列
工作。不一会儿，一盘盘色泽鲜亮的
传统点心出炉。

沈家点心的手艺传承自沈世鹏的祖
辈。过去，沈世鹏一家住在山垴上，家境
贫寒，父母逢年过节走街串巷给人打点
心，年幼的沈世鹏跟在身边，也学会了这
门手艺。多年来，沈家始终秉持“点心，
点心，重在人心”的信念，坚持选用最好
的食材。正因如此，才收获了众多食客
的信赖。

随 着 沈 家 点 心 的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
每年腊月，前来买点心的人便络绎不
绝。为了将这份传统小吃做大做强，
当地政府给予指导，帮助他们制作礼
品袋，还开启了网上销售模式。沈世
鹏 高 兴 地 说 ：“2024 年 ，我 们 靠 卖 点

心，除去 10 多个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约 50 万元。”

2022 年之前，沈世鹏一直在杭州
打 工 ，月 工 资 1 万 多 元 。 2022 年 腊
月 ，他 回 家 过 年 ，看 到 父 母 年 前 忙 碌
的 身 影 ，便 辞 去 杭 州 的 工 作 ，回 到 家
乡接手点心铺。沈世鹏回来后，深入
挖 掘 传 统 点 心 样 式 ，精 心 推 出 核 桃
酥、月饼、红豆酥等点心，满足不同顾
客的口味需求。

沈 世 鹏 还 紧 跟 市 场 需 求 ，积 极 创
新。他说：“我们的点心好吃，一是手工
制作，二是真材实料。”针对人们生活方
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他在继承传统风

味的基础上，革新制作工艺，推出了木糖
醇系列点心。虽然成本较高，但受众面
广，销量十分可观。此外，他还计划推出
绿色、低糖、少油等更多类型的点心。

新的一年，沈世鹏内心满是憧憬和
期待。他期望能够与更多的电商平台合
作，进一步拓宽点心的销售范围，让全国
各地的人们都能品尝到这份来自镇安的
独特美味。他渴望能够顺利地将点心小
作坊升级为特色食品公司，拥有现代化
的厂房、先进的生产线以及独具特色的
商标。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努
力，沈家点心必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与满足。

守正创新成就舌尖美味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春节前后，咱们阳光种养家庭农
场产的木耳特别受欢迎，需求量非常
大。”腊月，走进商州区沙河子镇阳光种
养家庭农场，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菇棚
和忙着采摘的工人，处处涌动着活力，
农场负责人党红笑着对记者说。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当不少人沉

浸在忙年的喜悦之中，党红格外忙碌，
她每天都要组织工作人员采摘大批新
鲜食用菌销往市场，加大新鲜食用菌供
应力度，保障市民“菜篮子”。

党红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土地有着
深厚的感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农
人。2017 年，她注册成立商州区沙河
子镇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经过几年的发
展，形成年种植食用菌 100 万袋的生产
能力，可实现综合产值 500多万元。

党红表示，阳光种养家庭农场可吸
纳周边群众进场务工，最多达到 60 多
人。截至 2024年底，已连续 7年累计分
红 136.6万元、兑付土地租金 58.3万元、

发放劳务报酬 55.8 万元，有效带动脱贫
群众增加了收入。

创新思变，主动实践，这是党红创
办的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由小到大的主
要原因，也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2024 年，党红组织农场管理层外
出参加学习交流活动 10 多次，以此开
阔视野和思路。在早期地栽木耳基础
上，大力推行立体层架和吊栽种植，不
仅节约了土地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3
倍以上，有效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而
且使大棚通风和采光效果提升，进一步
提高了种植产量和质量。

从 流 转 土 地 21 亩 ，到 产 业 基 地

规 模 实 现 翻 番 ；从 试 种 香 菇 起 步 ，到
后 来 发 展 富 硒 农 产 品 ；从 最 初 搞 地
栽 菌 棒 ，到 后 来 发 展 香 菇 层 架 和 吊
袋 木 耳 …… 党 红 探 索 的 步 伐 一 直 在
向 前 ，她 坚 信 ，停 下 脚 步 终 有 一 朝 就
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2025 年，我们计划做好两件事：
在‘鲜’字上做规模，充分发挥既有产地
冷藏保鲜能力，把放心食品送到百姓餐
桌上，并适时尝试做鲜菇出口；在‘特’
字上做精品，充分发挥既有木耳示范销
售窗口作用，大力推进品牌营销战略，
做好一个品牌。”党红对阳光种养家庭
农场未来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小菌菇撑开“致富伞”
本报记者 张 矛

1 月 20 日，寒意渐浓，陈卫锋早早
起床，简单洗漱后，就直奔洛南县惠民广
场的年集摊位。

“这是我们生产的艾绒被，安神效果
十分明显。这是艾草颈椎贴，能够有效
缓解颈椎病。这是艾草足浴包，有驱寒
祛湿的功效，是冬天家中必备良品……”
陈卫锋一边摆放着公司生产的各类艾制
品一边介绍。

从 2013年开始种植艾草，陈卫锋在
艾草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 10 多年，但劲
头儿却越来越足。

“艾草艾草，浑身是宝，它不仅在百
姓日常生活用途广泛，在中医治疗中也

经常会用到，被誉为‘百草之王’。”陈卫
锋拿起一支艾条，自豪地说。

深耕艾草行业 10 多年的陈卫锋深
知艾草的价值，2024 年，在生产传统艾
制品的基础上，公司和西魏孙思邈控股
集团合作，研发出一款智能化艾灸仓，

“我们根据中医学中 12 种不同体
质，研发了这款艾灸仓，它不仅实现了手
机端到设备端的智能化控制，也能够满
足顾客个性化需要，进行艾灸调理。仪
器在缓解疲劳、行气活血、祛湿逐寒等方
面的功效比普通艾灸更加显著。”陈卫锋
介绍：“去年，很多客户都体验了这款产
品，反响非常好。”

有了科技的加持，陈卫锋的艾产品
愈加丰富，产品销量也越来越多。“去
年，我们线上就接了 800 多万元的订
单。”说起销量，陈卫锋面露喜色，“秦芝
艾的名声越来越大，直接拉动了公司业
务，我们和山西亚宝大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国内 30 多家门店已经上架了
我们的产品。”

如 今 ，陈 卫 锋 的 公 司 已 经 发 展 成
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可生产及代加
工 产 品 30 多 类 60 多 个 品 种 ，年 产 值
860 万 元 、利 润 160 万 元 。 品 牌 连 锁
店 遍 布 商 洛 、西 安 、榆 林 、渭 南 、南 京
等市。

“2025 年，我们将联合商洛学院建
设 50 亩示范药园，种植特色中药材，形
成集践学游为一体的中药材田园综合
体。在销售方面，我们将在视频号、拼
多多等平台开通店铺，加强直播带货合
作，借助苏陕协作平台，进一步叫响‘秦
艾’品牌。”谈起对未来的规划，陈卫锋
踌躇满志。

小艾草托起大产业
本报记者 王江波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
近，镇安县西口回族镇
的集市上也迎来了一年
中最热闹的时刻，熙熙
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
的叫卖声，处处洋溢着
浓郁的节日氛围。

“来来来，瞧一瞧、看
一看咯，现做的五香熟牛
肉……”马勇的声声吆喝
和摊位上的阵阵香味吸
引了源源不断的客人。

集市上，回族青年
马勇忙碌不停，他的牛
羊肉十分抢手。“我们的肉很新鲜，都是从周
围农户手里收购牛羊现宰现卖，年前订单增
多，有的人来晚了当天都买不到。”马勇边打
包牛肉边对记者说。

“我们这儿的牛羊基本都是在北阳山散
养的，牛羊享受着天然、无污染的山野生活，
肉质鲜美、口味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纯天然绿
色食品，在外面想吃到这口可是不容易的。”
马勇介绍。

“我在北阳山脚下还开着一家饭庄，就叫
马勇饭庄，开了差不多有 11 年了，我比较喜
欢做饭，当地又有原生态食材，开店的时候也
没想着挣多少钱，就想着能让来这旅游的人
吃到我们当地最正宗的特色菜。”马勇说。

北阳山海拔近 2000 米，山顶有广袤的
无人区。“由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气候环
境，这里的高山草甸和石林成为户外活动爱
好者的打卡地，这几年旅游业发展得很好，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饭庄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马勇高兴地说。

饭庄的火热发展不仅让马勇一家富了起来，更带动了乡村
经济的繁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会聘用周
边妇女群众来做服务员或勤杂工，店里需要牛肉、羊肉、蔬菜等
食材，我直接从周边农户家买，还有就餐游客想要购买土特产
时，我也会极力推荐大家家里的‘存货’，邻里们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增收，他们也高兴，还带动了大家养殖和种植的积极性。”马勇
骄傲地说。

除了餐饮，马勇还积极承接北阳山旅游宣传工作，拍摄北阳
山的风景照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利用众多外地游客到北阳山旅
游的机遇，组建了北阳山户外活动游客接待志愿者团队，为游客
提供向导服务，积极宣传环保意识，引导游客绿色环保旅游。

“今年，我要继续扩大规模，做好服务，让游客玩得舒心、吃得
放心，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谈到2025年打算，马勇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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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新年的
喜悦氛围在丹凤县竹林
关镇张塬村弥漫开来，
冬日的暖阳洒在这片土
地上，为村庄披上了一
层温暖的金纱。走进张
家贵的养殖棚内，他正
专注地给飞鼠投喂新鲜
嫩绿的柏树叶。这些叶
子是他一大早骑着三轮
车从村外精心采集回来
的。飞鼠们欢快地争抢
着美食，灵动的身姿在
笼子间穿梭，发出细微

的声响，与张家贵劳作时的动静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新年画面。

64 岁的张家贵饱经沧桑，尘肺病让他落
下二级残疾，可即便被命运反复捶打，他也从
未向生活低头。他拖着病弱身躯，咬牙扛起
家庭重担，在几亩薄田上辛勤耕耘，努力在贫
瘠的日子里刨出一丝希望。

4 年前，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一次偶然
的机会，张家贵接触到了飞鼠养殖，从此毅然
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创业之路。起步阶
段，困难重重。资金短缺限制了他扩大养殖
规模的步伐，养殖经验的空白让他在面对飞
鼠的各种状况时常常手足无措，而孱弱的身
体更是他前行路上的巨大阻碍。但张家贵骨
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支撑着他一路咬牙
坚持。他拖着病体，一次次向村里经验丰富
的“养殖达人”虚心求教，不错过镇上举办的
任何一场养殖培训。

2024 年，张家贵的坚持与努力终于迎来
了丰厚的回报。养殖棚内，90 多只飞鼠茁壮
成长。在收获五灵脂的时节，遇上好价钱，每
公斤能卖到 140 多元，1 年下来，1 万多元的
收入稳稳落袋。政府发放的 2000 多元产业

补贴，更是如同冬日暖阳，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温暖与希望。家
里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餐桌上摆满了热乎的饭菜，老屋经过修缮
后，处处透着温馨。

展望 2025年，张家贵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尽管身体已不
如当年康健，但心中奋斗的火焰却越燃越旺。他计划亲自动手改
良养殖棚设施，让通风更顺畅、温度调控更精准，给飞鼠打造一个
理想的“安乐窝”，以提升五灵脂的品质，实现收入再翻番。他相
信，只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定能让生活越
过越红火，将曾经的苦日子远远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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