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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文明城市咱的家

岐山县蔡家坡镇零胡村

搭电商快车  奔富裕之路
本报讯 （记者 米静）“大家

看，这是我们的岐山擀面皮，吃

起来香而不辣，筋道可口……”

日前，记者在岐山县蔡家坡镇零

胡村电商服务中心看到，村民李

明正在直播间里推销岐山擀面

皮（见左图），直播间人气火爆。据

悉，这个村有146户电商主体，电

商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过去，零胡村村民靠种植粮

食和外出务工创收，收入低且不

稳定。为开辟增收致富新路径，

村委会鼓励和引导村民进行电

商物流创业，目前已形成农产

品、农副产品、工业品三个大类

的电商主体 146户。李明有一家

面皮店，去年他积极参加村上

组织的电商培训，掌握了直播

带货、短视频制作等技能，开始

网上销售。“今年‘618’我们线上

销售面皮 5000 多份，销售额是

门店的五到六倍。马上‘双十一’

了，相信今年的销售额还能创新

高。”李明信心满满地说。

“通过电商与物流的矩阵式

发展，去年，村集体经济给村民

分红 539 万多元，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2.1 万元。”村党委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宝林说，村

上将继续做好配套服务，促进电

商产业和物流产业不断壮大，助

力村民增收致富。

陈仓区县功镇村民新增致富渠道——

野酸枣身价飙升  1公斤卖18元
本报讯 （记者 马庆昆）10 月

24 日，陈仓区县功镇多家农产品收

购点前，村民排队交售野酸枣。据了

解，今年野酸枣 1 公斤能卖 18 元，

许多村民卖酸枣就挣了一两万元，

不起眼的野酸枣成了他们致富的

“金豆豆”。

当天，记者在县功镇街道看到，

一位收购点老板正在收购野酸枣

（见左图），不论大小青红，1 公斤

18 元，满满一编织袋七八百元。“酸

枣仁是中药材，咱们县功镇附近的

山里酸枣多、品质好，引来客商住在

镇上收购。”这店主说，前几年野酸

枣少人问津，1 公斤卖价在三四元

左右，这两年价格涨到了 1 公斤 18

元左右。来收购的客商主要集中在

山东和河北，从 8月开始，就有十几

位客商来到镇上收购，镇上 20 多家

收购点都不压货。

县功镇宋家山村村民张建红

说，他家今年卖野酸枣收入两万多

元。记者了解到，随着市场对野酸枣

的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涨，有很多村

民加入到了采摘野酸枣的队伍中。

党建赋能助推互联网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庞文渊）

10 月 25 日，市委网信办、市

互联网行业党委召开全市互

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会。

会议要求，各县区和互

联网企业党组织要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互联网企业党建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加

快建设产品卓越、创新领先、

治理现代的一流企业，努力

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

要注重调查研究，在精准施

策上下功夫，用党建“红心”

引领业务“匠心”，靠支部“堡

垒”守护网络安全“阵地”。

会议指出，要把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利用“两

微一端”和各类网络平台，采

取“线上+线下”等形式，突出

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和企业

管理层，带动党员职工创新方

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从严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制度。要常态化摸

底排查，做到“一企一台账”，

持续推进互联网企业党组织

全覆盖。要加强互联网企业清

廉建设，探索建立企业清廉建

设工作新模式，激活基层监督

“神经末梢”，引导企业健康良

性发展。

推进会上，渭滨区委网

信办、宝鸡高新区党工委网信

办、宝鸡友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分别作交流发言。会后分别

参观了渭滨区互联网产业园、

高新区陕西九一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党建工作。

凤县红花铺镇

村村建起垃圾亭
本报讯 （记者 魏薇）

近日，一辆垃圾压缩清运车

在凤县红花铺镇红花铺村

的垃圾收集亭，将垃圾清理

运走。村民伍少华高兴地

说，现在村里建起了垃圾收

集亭，还配备了垃圾桶，垃

圾车定时定点清运，村里的

环境更好了。

以前，红花铺镇所辖的

村子都有垃圾清运车和垃圾

转运箱，但因为垃圾转运箱

容量大，待装满垃圾后才能

清运，导致周期长、不卫生。

为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有效改善村容村貌，红花

铺镇从农村垃圾治理抓起，

今年购置了 1 辆大型垃圾

压缩清运车、4 辆小型垃圾

桶转运车、200 个分类垃圾

桶，还在各村建设了 27 个垃

圾收集亭，由专人定时定点

负责垃圾清运工作。垃圾定

点收集、定时统一清运，不但

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还让村容村貌有了改变，

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

渭滨区环卫工人：

技能比武赛身手

为 了 庆 祝 第 二 十 六 个
“环卫工人节”，10 月 25 日，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联合
环卫站，组织辖区 600 多名
环卫工人开展技能大比武活

动。赛场上，环卫工们个个热
情高涨，纷纷拿出“看家本
领”一决高下，让现场观众欣
赏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技
能秀”。                （宋文君）

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

智能方舱种出“菌中燕窝”
本报讯 （记者 周淑丽）

种植木耳很常见，但通过无人

值守的智能方舱种植金耳却

不常见。近日，记者走进渭滨

区高家镇上川村，通过智能方

舱的观察窗看到，一排排即将

收获的金耳仿佛绽放的“黄金

花”，十分漂亮（见右图）。智能

方舱种植金耳成为村民增收

致富的新产业。

“平时不用人管，只需在

种植和收获时才进入方舱作

业。”上川村党支部书记吴建平

向记者介绍，今年7月份，村上

在全市率先引进了26座智能

方舱，其中24座方舱用来种植

金耳。智能方舱使用中央物联

控制系统，无须人工值守，就能

自动调节金耳生长所需的光

照、水肥等。而且方舱种植金耳

周期短、效益高、口感佳，目前

已经收获了两茬成熟的金耳，

每茬种植周期45天。

金耳被称为“菌中燕窝”，

可以生食，也可加工成各种食

品。目前上川村的方舱金耳虽

然还处于试种阶段，但北京、

西安等地的销路已经打通，此

次宝鸡马拉松比赛的参赛包

中，也有上川村金耳做成的金

耳羹。吴建平说，村上还计划

将金耳菌种植基地打造成一

个集种植、采摘、观光、研学于

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发展基地，

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上接第一版）

一链一城攻坚千亿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白酒

产业，制定了“一个规划、一个

计划、一套清单、一张图谱、一

部条例”。作为白酒产业链副

链长单位，市国资委组织高标

准完成了《宝鸡市白酒产业高

质量发展总体规划》，为白酒

产业做好顶层设计擘画了蓝

图； 出台《宝鸡市白酒产业链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为白酒

产业链工作有序开展明确了

时间表；列出了打造全国知

名凤香型白酒生产基地重点

任务清单；围绕白酒生产、原

料采购、包材配套、三产发展、

专家服务等，绘制了产业链现

状图；《凤香型白酒历史文化

和产区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实

施。从中可以看到，“十四五”

末，我市将建成以西凤酒为龙

头的凤香型白酒产业基地，白

酒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500 亿

元，产业集群综合收入将达到

1000 亿元。

凤香型白酒的优势产区

在陕西，特色产区在宝鸡，核

心产区在凤翔。柳林镇自古

就是酒乡，2021 年, 我市被

授予“中国凤香型酒城·宝

鸡”称号，如今，一座占地 10

平方公里的西凤酒城正在柳

林镇加快建设。从空中鸟瞰，

厂房密布，储酒罐高耸，绿树

繁花环绕其间，花园式工厂

一座挨着一座。根据规划，各

家酒企将推出工业旅游、非

遗旅游，开发旅游系列酒产

品，打造酒文化体验窗口 ；

柳林镇将设计出餐饮旅游精

品线路，加快构建文化节会、

景区观光、生态酒庄等酒旅

融合发展新业态，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未来的西凤酒

城，将是一个酒香四溢、彰显

白酒历史文化的旅游度假胜

地。未来，我市千亿食品产业

集群的核心区域，就在这生

机蓬勃的西凤酒城里。

金秋时节，凤翔区近 10

万亩红甸子高粱成熟了，一株

株颗粒饱满，仿佛举着一把把

“火炬”，这是凤香型白酒专用

高粱。在凤翔区，围绕西凤酒

城，一个凤香型白酒全产业链

已经成型。除了原粮种植、加

工，目前西凤酒城已聚集了西

凤集团、柳林酒业、神泉酒业、

双凤酒业、饮凤酒业、关中酒

业等 12 家白酒生产企业；西

凤包装、西凤艾特、裕凤包装

等 35 家白酒配套企业；陕西

西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陕西

西凤酒营销有限公司、凤翔禧

福祥商贸有限公司等 26 家白

酒销售企业。

大项目彰显大气概
今年是《宝鸡市白酒产业

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第

一年，围绕白酒产业链，一个

个延链补链强链大项目陆续

开工。我市各级各部门，按照

全省“三个年”活动部署安排，

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清

廉务实的干部作风，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跑好了白酒高质量

发展“第一棒”。

当前，我市白酒产业链正

在实施的 10 个重点项目，总

投资 268.94 亿元。这些项目

分别是：西凤酒 10 万吨优质

基酒生产及配套项目、西凤酒

城现代包装科技产业园项目、

柳林酒业智能化白酒生产基

地项目、华山论剑酒庄项目、

西凤科技研发文化综合服务

区项目、西凤酒酿酒工业遗产

群提升改造项目、眉县老窖酒

生产基地、白酒酿造生产线项

目、西凤酒万吨酒海库项目、

柳林酒业生物科技园项目。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为支持白酒产业链建设，我市

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凤翔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华山论

剑酒庄项目审批中，探索“容

缺受理+ 告知承诺+ 联合踏

勘”管理办法，为项目开辟绿色

审批通道；对西凤酒 10 万吨

优质基酒生产及配套项目实

施并联审批、一次办结。除此

之外，凤翔区相关部门还组建

“项目管家”服务队，为白酒产

业链重点项目提供延时服务

和节假日预约服务。在陇县，围

绕总投资5亿元的陇州酒业万

吨白酒生产线建设项目，审批

部门为项目配备了“服务员”，

公安部门给项目配备了“项目

警官”，人社部门给项目配备了

“保障员”，在“三员”呵护下，这

个项目得以快速推进。

一条产业链就是一个新

的增长极。白酒产业链的未来

方向是绿色环保、智能酿造、

品质升级，不断满足消费者对

高品质、健康、环保等需求。随

着这条产业链的日趋完善，上

下游企业逐步“链”上开花，一

个极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增

长极正为宝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