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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跻身全省榜眼■本报记者 周淑丽

县域经济赶考

考题一·必答题

特色产业发展好不好？

“走得再远，成就再大，我也忘

不了家乡的那碗臊子面，所以回到

家乡投资时，就看准了‘一碗面’这

个产业。”岐山面全产业链开发项

目负责人李军告诉记者。

李军是吃臊子面长大的，他

身边也有很多乡党因为“一碗面”

发家致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他

依然看好家乡臊子面产业，于是

回到家乡投资。今年上半年正是

项目进展最关键的阶段，遇到了

疫情他也很担心，但市县政策各

方面保障都很到位，所以项目建

设没有停工一天，最多时有 600

多人来上班，因为疫情，最少时

只有 50 人上班，但每天都在照常

开工。这个项目上半年投资已经

完成了 2 亿元，全部都是现代化

的生产设备，等到明年建成后，岐

山臊子面会标准化、流水线生产，

保证传统口感的同时扩大生产规

模，到时臊子面可以像方便面一

样摆满各大超市柜台，也会有更

多的人因为这碗臊子面而找到工

作岗位，增加家庭收入。

在县域经济综合大考中，特色

产业和首位产业无疑是必答题，

同时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最稳

定的一驾马车。市发改委负责人介

绍说，在全省县域经济考核的成绩

单上，我市县域首位产业总产值达

633.49 亿元。

蔬菜家家都需要，但高山蔬菜

却是市场上较为稀缺的品种。年均

气温 7.7℃、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

的太白县，无霜期 158 天，长冬无

夏，春秋相连，被誉为“陕西的青藏

高原”，亦是高山反季节无公害蔬菜

和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最佳适生区。

太白县咀头镇塘口村村民杨

军明家里有 27 亩地，从 1991 年就

开始种植蔬菜。今年他把 13 亩地

流转给了绿蕾现代农业园区，一年

有 13000 元收益，同时他在这里担

任技术员，每个月收入 4000 多元。

他说：“家里剩余的 14 亩地还在

种蔬菜，5 月份开始进入收获期，

上半年就有 2万元的收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高山蔬

菜是太白县县域经济中的金字招

牌，全县 86% 的耕地种植蔬菜，

全县 85% 的群众从事蔬菜生产，

73% 的农民收入来自蔬菜。蔬菜 4

月初开始种植，5 月初逐渐进入

收获期，大白菜、萝卜、甘蓝等蔬

菜品质优越。仅今年 5 月份一个

月，太白全县已收获蔬菜 6 万多

吨，产值近亿元，可为农民人均带

来收入 8900 元，种植高山蔬菜已

成为持续带动太白农民增收的有

效途径。

“我们高山特色蔬菜销往粤港

澳大湾区，也扩展运往西安、上海、

厦门、福州、长沙等地市场，为盒

马鲜生、肯德基、麦当劳做蔬菜供

应。”太白县绿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各县区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通

过持续推动“一县一策”、“一区一

策”，让主导产业特色更鲜明，让特

色产业更具特色。即使受到疫情影

响，这些特色产业在特殊时期仍发

挥了特别作用。

岐山的“一碗面”产业、太白的

“高山无公害蔬菜”，我市各个县区

都有自己拿得出手、叫得响的特色

产业。千阳县的矮砧苹果面积全国

最大，眉县的猕猴桃面积、产量占

到全省一半、全国四分之一，陇县

奶山羊规模化程度和羊乳智能加

工水平全国领先，凤县的花椒和林

麝闻名遐迩，这些特色产业不仅在

全国有名、全省有位，同时在今年

上半年的大考中为我市赢得高分。

“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

安邦之难，难在固本 ；治国之难，

难在强基。”发展县域经济对促进

我市高质量发展以及解决“三农”

问题意义重大，县域基础夯得实

不实？老百姓的口袋鼓不鼓？其

中特色产业发展好不好是关键。

审视今年县域经济大考，我市各

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夯实了县域经济发展基础，释放

了特色产业活力，促进了我市高

质量发展。

据通报显示，全省 76 个县

（市) 分为A、B、C、D四个等次，

我市 5 个县（麟游县、眉县、岐山

县、凤县、扶风县）属于A 等次，3

个县（陇县、千阳县、太白县）属于

B等次，其中7个县实现排名进位，

争先进位大幅提升。

考题二·重点题

重点项目建设快不快？

“这个工业园建得真不错，而

且是‘保姆式’服务，水电暖等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都到位了，我们基本

是‘拎包入驻’。”陇县百灵鸟供应

链管理公司今年上半年刚刚入驻

苏陕工业园，企业负责人满意地告

诉记者。

记者在工业园看到，这里现代

化园区设施齐全，标准化车间简

约大气，工人在生产线上熟练操

作……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苏陕

工业园新增入园企业 6 户，新吸纳

就业 300 人，园区总产值达 28.3

亿元，同比增长 11.76%。

今年 38 岁的陇县温水镇上川

村村民王振兴说，他以前在浙江义

乌上班，离家太远，过年回家后得

知苏陕工业园招人，就应聘到这里

上班，现在月工资 5000 多元，还有

五险一金。“这个工作离家近，能照

顾家里老人和孩子，待遇也不错，

平时家里的地也能兼顾种上，能找

到这份工作真是幸运。”王振兴感

慨地说。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项目建设是县域发展的

有力“推动器”，也是这张答卷上最

不能缺失的“重点题”。审视这张答

卷，今年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发展得

又好又快，成为考试中拉开比分、

甩开对手的“撒手锏”。

“你看，这就是 5 月份从海外

进口的那批 2500 只纯种奶山羊，

过了隔离期后都长得非常壮实，现

在已经完成秋季配种工作了，我们

目前已建成全封闭、智能化羊舍 6

栋 19089 平方米，  （下转第三版）

由于“阅卷”的严谨，直到不久前，

全省上半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及考核情况的通报才最终出炉。

这是宝鸡八县，作为一个“班级”

的集体应试，榜单上写得分明——全

省 10 个地市中，宝鸡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综合排名居“榜眼”之位。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

键之年，在这一关键时刻，宝鸡进位至

“榜眼”，可谓意义非凡。 

回首再看，在改革进入深水期，

疫情阴霾尚未散去的当下，宝鸡

“东华门唱名”可喜可贺，却又绝非

偶然。

日前，记者回访宝鸡追赶超越的

过程，感受西府大地在春夏之交的巨

变，感受宝鸡县域经济在赶考路上书

写的壮美答卷。

千阳南寨镇闫家村的农妇围坐在一起刺绣

凤县新兴工业产业园内，智能机器人正在码装产品。 岐山天缘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忙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