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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甘泉县南沟门村“阳光玫
瑰”葡萄小镇园内的葡萄陆续进入成熟
期，串串葡萄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商贩
和游客前来收购、采摘。图为果农正在葡
萄采摘园内采摘葡萄。

记者 邓志宏 摄

“蝶变”黄连河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前锋

村前有清泉流淌，茵茵芳草；林间有百
鸟鸣啭，声声应和。走进洛川县土基镇黄
连河村，放眼望去，树木葱郁，观光步道上
不时有游人在观赏拍照。

近年来，黄连河村在镇党委的引领带动
下，立足资源禀赋，创新发展思路，激活发展
动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了黄连河村
从穷乡僻壤到村强民富的华丽“蝶变”。

因地制宜规划好

黄连河村因地处洛河峡谷地带，不适宜
发展苹果产业，村民仅靠种植玉米勉强维持
生计，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仅剩孤寡老
人留守村庄，村子变成了典型的“空壳村”，村
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土地大量荒弃。

为破解川道村发展难题，土基镇坚持
问题导向，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依据
黄连河区域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林下产
业发展潜力等，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为愿景，按照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方针，编制了《洛川县黄连河区域整体发
展建设规划》，形成了产业、文化和村庄规
划三规合一的总规划。

在规划的指引下，土基镇通过改善基
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缩短城乡差距，提
升黄连河村整村村容村貌，实施卫生改厕，
硬化巷道、修排水渠、安装路灯，建成高标
准党群服务中心和休闲娱乐文化广场，实
现了村民安居。以农村“三变”改革，引进
陕西沐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发展民宿旅游，实现了
村民乐业。同时，利用绿水青山和王世泰
红色文化，建成 3A级旅游景区，树立起乡
村振兴的典型示范。

村民田小军从 2017年景区规划建设
时就在景区打工，主要工作是种植、采摘蘑
菇。“我除了在自家果园干活，闲下来基本
就在这儿打工。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挣了
2万多元，快赶上我们果园的收入了。”田
小军高兴地说。

兴村富民产业好

“这个香菇今年已经产了3茬了，现在
第 4茬香菇还能有这么多，这个菇就是不
错。”近日，在黄连河村的陕西沐昇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香菇种植大棚内，一架
架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香菇升柄展伞，饱
满莹润的香菇香气袭人，工人们正在有条
不紊地分拣、装筐。

实施整体发展建设规划以来，黄连河

村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香菇小镇，发
展食用菌种植，探索出“果—菌—禽—肥”
立体循环的生态链。

“我们每年利用废弃苹果树枝粉碎后
制成菌棒种植食用菌，再利用采菇后余留
的菌梗养鸡，废弃菌棒和羊粪、鸡粪发酵后
可以成为很好的果树有机肥料。”村党支部
书记王红民告诉记者。

香菇小镇目前建成188座大棚食用菌
生产基地、12座大棚水果蔬菜采摘园，养
殖禽类10多种，绿化苗木基地100亩，窑洞
民宿 8孔。形成集生产、销售、深加工、科
研、科普为一体的新发展格局。

“香菇小镇的建设给村民提供了很多
短期工作岗位，村民收入渠道不再单一，生
活质量也提高了不少。”黄连河村党支部副
书记张更文介绍说，2022年，该村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2.4万元。

乡村治理成效好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今年以
来，洛川县深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133
制”工作，黄连河村在镇党委的引领下，大
胆探索、创新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党建引领
和美乡村建设的工作机制，为实现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按照镇党委的安排部署，充分发挥
村民自治，推行网格化管理和‘三事两监督一
公开’工作法，在黄连河村内组建党员互助服
务组。通过问事工作组问事、议事会集中议
事、村‘两委’会及时办事，全过程接受村民监
督委员会和党员群众监督，办事结果及时公
开，让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王红民说。

“原来村上的公示栏几个月都不更新，
今年，各类补贴发放、财务收支等大小事
务，都能在公示栏上了解到，在村民微信群
里也能看到，村上的事务比以前透明了许
多。”村民牛忠源站在公示栏前说。

同时，黄连河村还发挥法治引领保障作
用，落实村级事务、财务、惠民惠农政策“三
项公开”，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开展法律
知识讲堂，以法治保障乡村善治。该村党支
部还举办“舞动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广场舞
比赛和“最美黄连河 红色土基镇”文化活
动，组织开展“讲世泰故事”活动，评选“十星
级文明户”50户，表彰资助优秀学子6人、评
选五类道德模范8人，以“德治”润民心。

“村子现在环境优美，邻里互帮互助，
每个人都精神面貌特别好。”提起现在的变
化村民牛忠源高兴地说。

产业兴旺，环境优美，邻里和谐，旅游
火爆……一幅幸福和美的乡村振兴图景正
在黄连河村绘就。

看小康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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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
现在正在万花山镇佛道坪村的水蜜桃采摘园里，
手里拿的就是刚刚上市的水蜜桃，这种水蜜桃又
大又甜，还是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打农药不上化
肥，想吃的朋友们可以在小黄车下单。”直播镜头
前，万花山镇民政专干黄倩和她的小团队正在直
播间卖力推介着当地特色产品。

宝塔区万花山镇土地资源丰富，全镇有苹
果、鲜桃、梨、西瓜、樱桃、朝天椒等产业。为了帮
这些“土货”找到更多销路，村干部和村民商量
后，在“家门口”直播带货。一张摆满本地特产的
桌子和一套直播设备，成了“直播带货”的舞台。
村干部们没有师傅，全靠自学，梳理产品数量、把
关产品质量、制定产品价格，忙得热火朝天。

“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介绍产品，后来经过
不断学习、探索优质电商达人的直播经验，现在
面对镜头我也能轻松地介绍产品，回答消费者的
各种问题。通过我们直播，越来越多的产品销往
省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我们这里参观
游玩。”黄倩说。

和黄倩一起做直播的是梁家沟村徐寨小组
村民王东利。王东利自家有十几亩地，种植各类
蔬菜。从去年开始，他通过“快手”平台直播卖
菜，尝到了网销的甜头，也积累了一定的直播经
验。听说政府牵头做直播带货，他第一个报名参
加。

“团队协作力量大、产品也多，现在我们的账
号粉丝量增长特别快，我们万花镇的瓜果蔬菜也
更有名气了。”王东利高兴地说。

据了解，万花山镇助农电商直播驿站的“小
黄车”有灵芝、苹果、黑毛猪、南瓜、蜂蜜、瓜果蔬
菜等四五十种农副产品，账号运营以来粉丝达到
2000多人。村干部直播带货不仅为农产品销售
按下“快捷键”，也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新
思路。

直播带货正热火
记者 白雪 周欣 通讯员 刘旭

路好，车比预想到得早。碧空下，群山巍峨，
峰峦叠嶂。眼前，草甸苍翠欲滴，生气盎然。

这里是位于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市开州区满
月镇。8月8日，一辆辆汽车穿行在盘山公路上，
驶向海拔2000多米的雪宝山。晚上，一场“满月
山歌音乐节”在这里上演，吸引了本地和周边大
量游客。

满月山歌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调优
美婉转，歌词富有变化，深受百姓喜爱。

“哟依呦喂……家乡的日子蜜蜜甜”“背来好
日子噻，一起奔小康”……满月山歌非遗传承人、
农民歌手凌发轩演唱的《日子蜜蜜甜》《巴山背二
哥》，将音乐节推向高潮。

“变了，变了，山歌变样子了！”台上，精彩节
目正在上演；台下，男女老少赞叹连连：山沟沟里
传唱的山歌变了样子。

日子好过了，歌唱的内容也变了。
“以前的满月镇偏远贫瘠，祖祖辈辈被大山

阻隔。”唱了 50多年山歌的凌发轩回想小时候
说，那时山歌的内容时常表达生活和劳动的艰
苦。如今，日子越过越好，越来越多的山歌内容
变为赞美好生活，歌唱好时代。

听闻家乡专门为山歌举办了音乐节，四川省
民歌艺术促进会会长陈万专门创作了一首《满月
山歌》。他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山深处的变化翻天
覆地，歌声自然也流露着幸福喜悦。

唱的感受也变了，山歌越唱越自信。
“以前，劳动时饿了累了，就喊几句山歌提提

劲。”凌发轩说，山歌是劳动者最爱的歌谣，常用
来缓解疲劳，当地流行的“薅草锣鼓”，就是在劳
作时彼此鼓劲调侃。

“曾经唱劳动的艰苦，现在唱出了文化自
信。”陈万说。

以前，很多人认为山歌土，上不了台面。现
在，乡村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山歌在大山里
土生土长，体现了一方人从何而来、如何兴旺的文
化密码，具有鲜明的文化基因和顽强的生命力。

如今，优秀的山歌创作层出不穷，对于山歌
的系统搜集、整理、研究也越来越多。

山歌登上音乐节，变身文旅“大主角”。
8月 9日晚，距满月镇 70多公里外的开州区

盛山广场上，另一场音乐节也拉开帷幕，开场不
是别的，还是山歌。

“山歌不土，山歌很潮！”来自四川省达州市
的游客刘巧儿说，印象中的音乐节都是年轻人喜
欢的摇滚、说唱等，没想到这次还能听到山歌。

将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相结合，依托特色民
俗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当地丰富文旅产品供
给、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探索。重庆市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内涵，
创作优秀的群众文化作品，文旅公共服务能更好
助力乡村振兴。

从大山深处唱到广阔天地，满月山歌的内容
之变、感受之变、角色之变，折射出当地乡村生活
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文化越来越自信的振
兴面貌。

山歌之“变”看振兴
新华社记者 万志云 吴楠

印象小康

初秋时节，走进黄龙县圪台乡的高
山冷凉蔬菜基地，高品质的绿甘蓝大小
均匀，引来韩城、大荔等地的客商争相采
购。绿油油的菜地里，村民们干劲十足，
收割、装筐、搬运，尽享丰收的喜悦，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业转型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这里种菜有“讲究”

好的蔬菜品质，从育苗开始。
走进圪台乡马场村人工智能全自动

育苗基地，只见日光温室大棚里，机械化
育苗设施令人眼前一亮，一个个白菜种
盘在育苗温床系统接受自动化喷水、施
肥。

“机械化育苗温度、湿度、光照都能
调节，封闭大棚育苗能为蔬菜提供无菌
和少虫的环境。蔬菜苗的出芽率和成活
率高，种出来的蔬菜大小均匀，蔬菜品质
从‘小’就好。”蔬菜育苗基地负责人吴建
军说。

苗育好了，产量才能高。
据了解，育苗基地每茬能育苗120万

株，每茬能育苗120万株，每年育3~5茬，
培养 45天，通过自动化移栽机移栽到地
里，再进行机械化浇灌、施肥等。

机械化育苗让农民种菜积极性越来
越高。

“育苗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农民种地
不愁了，钱包也鼓了。”马场村党支部书
记荆发明笑着说。

“以前从外地买苗，一株苗 2毛钱。
现在育苗基地一株苗6分钱，装车费和苗
子成本一亩地能省下 1000元，今年的蔬
菜产量能大大提升。”圪台乡梁湾村村民
王东祥说。

荆发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菜农还
能收获土地流转费，附近的村民也能在
育苗基地就近务工，每人每年务工收入
达两三万元，育苗基地年底还能给村集
体分红6万多元。

好的蔬菜口感，离不开自然环境。
圪台乡位于黄龙县城东北部，海拔

高，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种植出来的
蔬菜口感好、品质佳。另外，蔬菜上市相
对较晚，正好与低海拔地区蔬菜上市错
开时间，具有良好的销售档期。

“高山冷凉蔬菜产业发展需要大量
的劳动力，育苗基地通过‘村集体+企业+
农户’的运营模式，能给群众提供蔬菜社
会化托管服务，实现移栽机械化和育苗
工厂化，现在群众种菜更有信心了。”圪
台乡纪委书记贠变侠说。

连片的高山菜成了“聚宝盆”，让圪
台乡冷凉蔬菜产业发展越来越红火。目
前，高山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0.31万亩，
产量 0.96万吨，产值达 0.14亿元。同时，
该乡积极引进专家，组织开展蔬菜培训
会，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管理方法，
冷凉蔬菜产业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
主导产业之一。

这里种菇有“一手”

黄龙县是香菇黄金生长区，适宜的
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林木资源，造就了优
质香菇生长的理想环境。

走进圪台乡南硷食用菌基地，一座
座规划整齐的现代化标准种植大棚在阳
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香菇棚里，一排
排菌棒上长满了成熟的香菇，菌菇的芳
香夹杂着潮湿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工
作人员正忙着采摘、分级，送入冷库。

“我一共租了 6座棚，种植的香菇品
种是‘鑫科 66号’，有 4万棒菌棒，产量
达到 3 万至 4 万公斤。香菇品质特别
好，能卖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纯利
润能有 12万元。”圪台村村民杨金华高
兴地说。

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70亩，总
投资 516万元。其中，菌棒加工厂投资
196万元，香菇种植大棚投资320万元，共
建设双拱钢架大棚65座、冷库2座、自动
化菌棒生产线一条、高温灭菌柜 2组，附
属设施用房 12间，年种植规模 40万棒，
年产值360万元，带动50人就业，人均增
收3万元。

“我家就在附近，在菇棚务工一天能
赚150元。这里的活儿也不重，挣钱的同
时也可以照顾家里。”菇棚务工人员张秋
红说。

圪台乡南硷食用菌基地是圪台乡党
委为解决当地群众“失地无出路、苗木无
销路、致富无门路”的困难而进行的产业
探索。通过引进留坝香菇龙头企业，建
起香菇种植基地，采取“企业+集体+农
户”的“托管运营”模式，将企业、村集体
和群众共同镶嵌在该产业链上。

圪台乡还将实施香菇种植“三百计
划”，即香菇种植面积达到100亩、香菇种
植大棚达到 100棚、年生产菌棒达到 100
万棒，购置烘干和脱水设备，尝试香菇初
加工，提升香菇附加值，逐步将香菇产业
发展成为圪台乡继蔬菜之后的又一主导
产业。

这里玉米能“生金”

圪台乡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无霜
期短，是玉米的优生区，全乡玉米种植约

1万亩，年产量达到6000~8000余吨。
走进圪台乡玉米加工厂房，记者看

到一条全自动加工生产线正隆隆作响，
玉米通过去杂、浸泡、蒸煮、压片、烘干等
工艺程序，成了成片状玉米颗粒饲料。

“以前，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去务工，
老人们留在村里就靠种菜、玉米等维持
生计。现在，村里有了玉米加工厂，剩余
的玉米都可以拿去加工成玉米仁、玉米
糁、玉米面、饲料粉，换来收入的同时，还
能有分红。”圪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杰
说。

孙志杰口中的玉米加工厂占地5000
平方米，总投资达 580万元，建设有原料
库、加工厂房、烘干厂房、成品库等设施
及 3400余平方米的晾晒场。该厂共有 1
条日产能达 60吨的全自动加工生产线，
年加工玉米产品约 1万吨，年产值达到
3800余万元。

“我在这里务工月收入4500元，设备
都是全自动化的，干活也轻松，平时干完
活就回家照顾家里人了。”玉米加工厂员
工杨金华说。

圪台乡驻村第一书记曹飞介绍
说：“玉米加工厂通过‘村企共建’模
式，让企业、集体、群众三方受益。目
前，加工厂年纯利润 220多万元，带动
20 至 30 人就业，还降低了当地玉米收
购价，减轻了玉米加工成本，让群众亩均
增收约150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绿色农
业、特色农业发展，走生态路、打绿色
牌、做特色文章，让农业产业加快向高
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升级转型，进一
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圪台乡乡长杜
芳伟说。

走圪台，看特色产业何以“特”
记者 白雪

小康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