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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宝鸡高新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在传统认知里，每年岁尾都

是农村的“冬闲”季节，如今宝鸡

高新区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吹响

了乡村振兴号角，广袤乡村“冬

闲”变成“冬忙”。大家都在忙什

么？日前记者采访发现，村村都

在发展集体产业。人们认识到，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引领

群众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关键，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

办起食品厂

串起生态旅游产业链

2021 年 12 月 21 日，马营镇

燃灯寺村的“晟和农佰乐”食品

厂揭牌投产了。“每年，食品厂要

拿出 10% 的利润，给全村脱贫

户分红。”63 岁的脱贫户田富田

就在分红名单上，一大早他就高

高兴兴地来到现场。

燃灯寺村有 458 户 985 人，

其中脱贫户 31户 107 人，新纳入

动态监测户 2户 8人。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全村乡村振兴遇到“拦

路虎”，村集体的两个水电站和一

个模型厂因为环境问题被关停，

村集体产业一下子成了空白。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

又要生态宜居。”村党支部书记

郑小军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资源，燃灯寺村村“两委”决

定掘金“赏花经济”，发展“生态

旅游”，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

燃灯寺村村民有种植油菜

的传统，全村地形是错落有致

的梯田，如果种上油菜，四五月

间，不论从山上往下看，还是从

市区高楼上往南看，都是绝美的

风景。油菜籽成熟后可以榨油，

整合村民自己发展的猕猴桃、葡

萄、草莓等产业，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成立了陕西晟和嘉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农佰

乐”商标。去年，村上向上级争取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11 万元，又

自筹资金 45 万元，购入先进榨

油设备，在村办模型厂的旧址上

建起食品厂。2021年12月21日，

一袋袋菜籽被运进食品厂，经过

压榨、精炼、检验，变成一桶桶琥

珀色的菜籽油。“最近，我们正在

筹划建设文化墙，亮化、美化通

往村里各个景点的道路，要在村

里建一批网红打卡点。”郑小军

说，今年市民在燃灯寺村就能赏

美景、品美食、购买绿色农产品。

招来大企业

做大做优鲜花产业

“没有资金、没有技术，要

发展产业谈何容易。”千河镇杨

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杨宝平说，

2021 年初换届时，村集体没有产

业、账上几乎没有钱，如果不想

办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乡村振

兴就是空谈。他们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招商引资，从外面引进龙头

企业实施“玫瑰计划”。

过去，杨家沟村村民发展鲜

切花产业，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村“两委”班子调研发现，宝鸡市

场的玫瑰花主要来自云南，运输

成本高、耗费时间长，导致玫瑰

价格高、观赏时间短，村集体发

展玫瑰产业，价格、时间都有显

著优势，如果还能做玫瑰深加

工、开发“赏花经济”，这个产业

很有前景。

一次偶然机会，杨宝平了解

到西安萝莎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玫瑰花产品的

公司，和宝鸡的玫瑰种植户有合

作。于是，村干部开着私家车，一

趟趟地跑西安，动员萝莎公司来

杨家沟村投资种花、建厂。

去年六七月，萝莎公司对

杨家沟村的“玫瑰计划”产生了

兴趣，但是提出土地、厂房等一

系列问题。回到村里，杨宝平他

们一边申请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31.2 万元建成 24 座花卉种植

大棚，修建产业路 1100 米，并配

备全套施肥灌溉设施；一边流转

了 500 亩土地用于露天玫瑰种

植。被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打

动，去年 9 月，萝莎公司与杨家

沟村委会达成合作意向。

“现在，24 座花卉大棚里，

一部分种的是菊花、玫瑰、向日葵

等花卉，一部分种的是菠菜、小青

菜，集体经济已经有了效益。”去

年，村里化解了庄基界限矛盾，

修通了排水渠，修复了塌陷道

路……村委会给群众办的实事、

好事，赢得了民心，凝聚了人心，

村民们积极支持“玫瑰计划”，很

快就流转出 500亩土地用于种植

玫瑰。杨宝平说：“过完春节，我

们就要种植大马士革玫瑰，开发

玫瑰精油、玫瑰茶、鲜花饼等产

品，让杨家沟村花香四溢。”

6 台烘干机

让农产品从卖难到卖火

2018 年，磻溪镇上站村和下

站村合并成新站村时，村集体账

户上只有 2900 元。新站村有 641

户 2579 人，2890 亩土地近一半

是坡地，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花

椒产业，75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

脱贫。2018 年 7 月，部分村民

种植的花椒成熟了，却遭遇连阴

雨，30 万斤花椒卖不出去就会

烂掉。村民们找到村党支部书记

支小娃说：“你是书记，你得想

办法帮我们把花椒卖掉。”不得

已，支小娃跑到岐山、凤翔等地，

到处找客商来收购花椒。

新站村的花椒皮厚、味浓、

麻而不苦，比凤县、西山地区的

花椒早熟 20 天左右，很受市场

青睐。2021 年村民种植了 1280

亩花椒，为应对鲜椒上市可能出

现的卖难、阴雨天气等问题，村

集体去年 3 月成立花椒种植加

工农民合作社，申请乡村振兴衔

接资金购置烘干机加工鲜花椒。

眼看着花椒就要成熟了，申请的

资金还没有拨付到位，村“两委”

干部筹钱购买了 6 台空气能花

椒烘干机。

七八月间，新站村成了全镇

最热闹的地方，村委会旁的厂房

里，6台花椒烘干机昼夜不停地

作业，全村飘散着花椒的香味。

不仅本村收获的花椒在这里烘

烤，凤翔、岐山、陈仓等地的群众

也把采摘的鲜花椒卖给新站村

合作社，新站村的 4 个路口排着

长长的交花椒的队伍。闻着椒

香，各地客商的大货车也开进了

新站村，重庆客商一次就收购了

30 吨花椒。不到一个月时间，新

站村的花椒采完了、烘干了、卖

完了，全村花椒产值达到 580 万

元，村集体账户多了 4万元。

说到发展产业，新站村“两

委”干部踌躇满志地说，2022 年

要增加3台烘干机，建一座冷库，

对花椒进行分色、分级，生产花

椒油，把集体产业做大做强。

燃灯寺村、杨家沟村、新站

村的实践说明，村集体产业发展

壮大后，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是巨大的。去年以来，宝鸡高新

区采取资金支持的方式，重点扶

持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各村纷纷

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立足资源优

势发展特色产业，取得丰硕成

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蹚出了新路，

也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打

下坚实基础。

宝鸡高新区：

民营企业捐赠
673万元物资支援抗疫

本报讯 1 月 9 日，宝鸡鑫诺新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捐赠的 10 吨面粉运抵西

安，为西安抗疫加油。连日来，宝鸡高新

区民营企业协会组织 20 多户企业，向西

安以及我市防疫一线，捐赠物资、现金总

价值 673 万元。

自上月 29 日起，育才集团开始向西

安捐赠口罩和蔬菜，至今已累计捐赠价

值 460 万元的物资；宝鸡中立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捐赠的口罩和方便面等物

资，已送到太白县防疫一线；聚旺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捐赠的喷雾器、消毒液

等物资，已在西安发挥着防疫作用；宝

鸡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的爱心蔬菜、手套、围巾、牛奶、方便面、

口罩等物资，已送抵西咸新区；华厦集

团捐赠的擀面皮和速食臊子面已经发放

到部分西安市民和防疫人员手中；宝鸡

高新医院先后四次，派出 133 名医务人

员驰援西安……连日来，一辆辆大货车

从宝鸡高新区启程，将防疫物资和民生

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西安以及我市防疫

一线。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宝鸡高

新区民营企业协会 20 多家会员单位，共

捐赠 260 万只口罩、1万个喷雾器、2.5

吨季铵盐消毒液、8 万份真空面皮、17

万盒速食臊子面、1 万箱方便面、1 万

份蔬菜、15 吨面粉、1 万件矿泉水以及

水果等物资。

这些物资送到防疫一线，大大缓解

了部分社区防疫物资紧缺的局面，为疫

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充分彰显了宝鸡企业家的担当和奉献

精神。

本报讯 2021 年，宝

鸡高新区外宣工作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精

心策划、主动作为，讲好

发展故事，传播高新区好

声音，全年工作捷报频

传，再上新台阶。在“2021

年度国家高新区门户网

站暨微信公众号综合影

响力评估”活动中，宝鸡

高新区荣获门户网站园

区宣传领先奖。

去年以来，宝鸡高新

区整合新闻信息资源，加

快门户网站、微博、微信

公众号等融媒体建设，全

面提升新闻宣传质量，助

力宝鸡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2021 年，全年在经

济日报、陕西日报、陕西

广播电视台等中省媒体

刊发（播）稿件 300 余篇

（次），在市级主流媒体

发稿 1200 余篇，围绕建

党 100 周年、科技创新、

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文

明城市创建等主题，策划

专题专版宣传 15 次，编

发宝鸡日报《今日高新》

26 期，围绕钛博会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在

《中国高新区》杂志刊发系列宣传报道，

拍摄《中国钛谷·丝路车城》形象宣传片，

开展了迎国庆·“智慧高新 活力新城”

主题摄影展，打造宝鸡高新形象。在用好

高新区门户网站、“宝鸡高新”微信公众

号的同时，宝鸡高新“两微一端”推送稿

件 2000 余条，已成为展示宝鸡高新区良

好形象、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平

台，为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环境。

宝鸡高新区成为国家级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本 报 讯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发布

《202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

范基地认定通知》，宝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榜上有名，全国仅

19 家。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宝鸡高新区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激励、强化

服务、搭建平台等措施，一方面引

导企业与清华大学、西安交大、西

工大、西安石油大学、宝鸡文理学

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

研合作关系，对接了 30多名两院

院士、专家教授，达成 281项次产

学研合作项目；另一方面鼓励高

校在高新区建设各类国家级创新

平台，建成省级以上各类研发平

台 55个，以及市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 19 家，区内集

聚各类产业人才 3万余人，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 200 多家、瞪羚企

业 109 家（包括国家级 28 家、省

级 5家）。在人才和科技要素的推

动下，宝鸡高新区实现了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企业孵

化、产业集聚，培育形成“钛及钛

合金、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

造”三大优势产业集群，走上了高

质量发展的路子。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

基地”每年评选一次，由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会组织评审。此

次，宝鸡高新区被认定为“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是

因为宝鸡高新区在吸引创新人

才、创新基金、重大科技项目入

驻，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提升

区域创新发展能力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未来，宝鸡高新区将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探索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

体系，为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刁江岭采写）

联防联控在行动
乡村振兴 进 行 时

葡萄熟了村民乐了 （资料图片）   徐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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