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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陇县固关镇殿咀村村民朱林章：

种地有了田保姆
本报记者 唐晓妮

“今后，家里的地由‘田保姆’种、

管、收，我们只负责庄稼成熟后领收益

金。这个收益金比我自己种地的收益

还高……”近日，陇县固关镇殿咀村村

民朱林章欣喜地说。 

朱林章今年74岁，家里有9亩地。

儿子和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子去了外

地，过年才回来一次，土地慢慢撂荒。

同朱林章家一样，村里不少人家的土

地变成了撂荒地。

去年 7 月份，村上启动土地托管

项目，朱林章特意仔细听了听。殿咀村

党支部书记张旭红说：“土地托管就

是咱的‘田保姆’，有了‘田保姆’，咱村

的每一块地都是宝贝疙瘩。以后，‘田

保姆’负责统一整地、统一买种子、统

一购化肥、统一播种、统一机械化管

理、统一收获。咱只要坐在家里等分红

就行……”

“‘田保姆’帮忙种地，我们交 350

元费用，国家还给我们补贴 120元,这

就是说 1亩地每年的成本降低了 100

多元。”“1亩地降低 100 多元，9亩地

能节省 900 多元。”“一年啥都不用干

就能收粮，挣的钱更多了。”

于是，朱林章与同村的160户村民，

郑重地将517亩土地交给了“田保姆”。 摸着现代化农机，朱林章心里踏实多了。

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村民邵引娃：

依靠养殖收入不犯愁
本报讯 “现在我不仅养

羊，还养猪、养鸡，学会用多条

腿走路，致富之路宽了不少，日

子是越过越红火，每年有将近

5 万元的收入。”日前，渭滨区

高家镇上川村村民邵引娃兴奋

地告诉笔者，今年，他计划将养

鸡数量增加一倍，并利用年末

预留的母羊、母猪让繁殖数量

增多，只要繁殖量上去了，家里

收入就不愁。

今年 63 岁的邵引娃，前

些年妻子因病去世后，留下两

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为给妻子

治病，欠下的 10 多万元外债，

家庭的重担就压在他一个人

身上。家里日常生活只能靠种

植小麦、玉米、应季蔬菜勉强

维持，向亲戚朋友借的钱也是

一拖再拖。2015 年，邵引娃

被纳入贫困户后，村里为其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他家状况及

市场需求，建议其发展养殖产

业，并通过村书记帮扶，认领

了 20 只山羊。经过几年发展，

邵引娃每年的山羊数量达到

90 只。不仅如此，在村干部的

指导下，他还发展了养猪、养

鸡产业。2017 年，他成立了农

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村

里 5 户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王菁）

麟游县崔木镇杨家堡村村民单连军：

企业带动走上黄金路
本报记者 唐晓妮

本报讯 “老明，告诉你个

好消息，你家的土蜂蜜联系到

销路喽！”春节期间，太白县王

家堎镇消费扶贫馆负责人王海

燕激动地给脱贫户明小平报

喜。原来，经过镇村多方协调沟

通，王家堎镇古道明珠专业合

作社与陕西太白黄金矿业有限

公司达成消费扶贫定点采购协

议，这次一次性采购价值五万

元的土蜂蜜、土豆片等土特产。

近几年，王家堎镇针对耕

地少、林地多、群众致富门路少

的实际问题，鼓励群众大力发

展中蜂养殖、中药材种植及菌

类等特色产业，依托得天独厚

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产出了一

批绿色土特产品，靠多种办法

拓宽销售渠道，让土特产变成

了“抢手货”。这不，年前在中明

村消费扶贫馆，大家手把手把

这批“新年大礼包”欢欢喜喜地

送了出去。

王家堎镇党委书记张广田

兴奋地说：“去年以来，全镇实

现消费帮扶30万元，辐射带动

群众173户 425人，提供就业岗

位135人，发放工资56万元，蹚

出了一条产业致富的新路子。”

       本报记者 周勇军

“ 农 闲 时 节，在 家 门

口 打 工，两 人 纯 收 入 5 万

元。”“种地十余亩，纯收入 1

万多元”“家里新买了一辆轿

车”……除夕夜，麟游县崔木

镇杨家堡村村民单连军，骄傲

地晒起了自己家去年的成绩

单。一双儿女总结说 ：“咱家

种黄精，收‘黄金’，走上了‘黄

金’路。”

单连军家所在的杨家堡

村，地处渭北高塬沟壑区。当

地沟壑纵横，土地贫瘠，贫困

人口占比超过全村总人数的

三分之一，是麟游县最穷的地

方之一。为了脱贫，与同村其

他人一样，单连军一家人拼命

地开辟荒山、荒坡，最多的时

候全家的土地累计达几十亩。

围着几十亩土地，单连军一家

人奔忙着选种、锄地、拔草、喷

药，将全身力气和满心希望化

作汗水，摔进了庄稼地。但单

连军给力，土地和老天爷却不

给力。地力薄，庄稼长得并不

好；老天爷不是雨水过多就是

干旱，庄稼又死了一批。临近

收获时节，野猪跑过来一拱，

又毁了一部分。回头一算账，

辛辛苦苦一整年，但即使不算

人力成本，依旧不赚钱，有的

年份甚至还要亏钱。

陕西倬瑄农业科技管理

有限公司来了之后，他们在村

里建起了中药材种植基地，采

取“公司+ 基地+ 合作社+ 农

户+ 康养”模式，辐射带动崔

木镇、丈八镇、招贤镇的群众

发展柴胡、黄精、苦参、五味

子、金银花等中药材种植。除

了陕西倬瑄农业科技管理有

限公司之外，不少企业也接踵

而至，在杨家堡村发展起药材

种植业、动物养殖业、民俗旅

游业等，带动杨家堡村家家户

户走上了“黄金”路。

太白县王家堎镇：

土特产变成抢手货
本报讯 虎年新春，千阳县南寨

镇大寨村的妇女们如果不走亲戚，

就会坐在家里飞针走线绣虎头帽、

虎头枕。“这两天，我们合作社忙得

不可开交，每天都要加班加点赶制

刺绣产品，一天要发出 100 多件快

递呢！”千阳县太阳鸟工艺品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惠莲说。

李惠莲 8 岁开始学习传统刺

绣，高中毕业后，潜心钻研刺绣技

艺。2008 年，她牵头成立了千阳县

太阳鸟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我们

合作社以老虎刺绣手工艺品为主，

目前有156名社员，采取分工合作，

流水线的制作形式，这样生产效率

高，也能保证产品质量。”李惠莲

说。近年来，合作社打造“设计—生

产—销售”一体化农村电商运作模

式，根据顾客需求订制刺绣品，每

年底，都有山东、广东等地的固定

客户订单。

今年是生肖虎年，老虎刺绣品

很受欢迎，随着《西秦刺绣——福

虎》邮票发行后，五毒老虎图案的虎

头帽、虎头枕卖得火爆，供不应求。

去年 9 月份起就陆续有订单，12

月份到春节前每天要接 100 多个订

单，产品不仅热销全国各地，还走出

国门远销东南亚和欧美。2021 年

销售收入达 100 多万元。 

“以前靠打零工每月能挣 1000

多元，现在在合作社每月能挣 2000

多元，既照顾了孩子，又能赚钱真

好！”该合作社机工张小红说。

据了解，现在南寨镇通过发挥

合作社的作用带领妇女就业增收，

越来越多的妇女经过培训加入刺绣

合作社，通过自己的双手“绣”出幸

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杨青 

千阳县南寨镇大寨村：

绣出乡村新生活

村民制作虎头帽、虎头枕

2 月 5 日，笔者来到岐山县蔡

家坡镇安乐社区，只见螃蟹养殖户

蔡洋正在为下一季的养殖做准备。

“前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大年初二

螃蟹全卖完了，稻花香大米也是供

不应求，从 1 月初到目前，销售额

达 10 万元。”蔡洋说，之所以春节

期间螃蟹销售这么火爆，主要得益

于他的螃蟹暂养、错季销售的经营

思路。

2018 年，蔡洋承包了 50 亩地，

发展稻田生态种养殖。“稻田养蟹是

近年来兴起的一

种‘以稻养蟹、以

蟹养稻’的生态种

养殖模式，其方式

是发挥螃蟹具有

除 草、除 虫 的 作

用，在 稻 田 里 养

殖，可减少稻田农

药的使用，预防水

稻虫害，同时，螃

蟹还可以为稻田

通气疏松土壤。而

螃蟹的排泄物还

可作为肥料，促进

水稻生长，形成了

“水稻护蟹、蟹吃

虫饵、蟹粪肥田”

的 天 然 生 态 链。

“稻田套养螃蟹，

不 施 肥，不 打 农

药，有利于生态环

境保护，还提高了

经 济 效 益，比 单

种水稻亩产值多

4000 元左右。”蔡

洋说，2018 年 11

月，他们成立了生

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目前，已带动

周边合作社及散

户 60 多人发展稻田综合种养殖。

“稻田套养螃蟹实现了一水两

用、一地双收，去年由于长期降雨，

导致大闸蟹及优质蟹田米减产，销

售额 98 万元。”蔡洋说，今年他计划

再扩大 130 亩。

岐山县蔡家坡镇安乐社区蔡洋：

搞生态养殖带乡亲致富
温瑶瑶

蔡洋打捞螃蟹

单连军在收获药材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