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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前三季度有机农业产值达13.94亿元

蒜苗“长成”勉县金泉镇群众致富特色产业
本报讯 （通 讯 员 欧红伟 王

菲）近日，走进勉县金泉镇雍西村蒜苗
种植地，郁郁葱葱的蒜苗长势喜人，田
间地头蒜农们正忙着拔草，施肥。

“今年的蒜苗长得好，估计再有
一个月就能采挖，每年采挖的时候
都供不应求。一亩地能有 4000斤的
产量，价好时能卖到 3块钱一斤。”村
民们高兴地说。雍西村土壤肥沃，
水源充足，种植的蒜苗粗壮翠绿，蒜

香浓郁，品质较好，深受市场青睐，
每年都能给农户带来稳定收入。

目前，雍西村农户自发种植蒜
苗 面 积 达 400 多 亩 ，每 亩 纯 收 益
5000 元 ，村 民 人 均 收 入 较 之 前
17890 元增收至 22785 元，初步形成
了 村 民 增 收 ，产 业 增 效 模 式 ，蒜 苗
已 成 为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特 色
产业。

据了解，蒜苗种植是金泉镇的

传 统 种 植 产 业 ，尤 以 生 长 时 间 短 、
产量大、见效快、行情稳定、经济价
值 高 的 特 点 广 受 金 泉 镇 广 大 农 户
喜爱，且该镇所产的蒜苗、蒜薹、大
蒜品质好，往往还不到大量采收季
就被附近商超抢购一光，是该镇的
传统特色种植产业。

近 年 来 ，金 泉 镇 因 地 制 宜 ，充
分利用各村气候、土地、人力、土壤
结构等优势条件，各展所长发展高

效经济作物种植产业，形成了自内
向外蒜薹、瓜蒌、猕猴桃特色种植，
板蓝根、决明子、红丹参、何首乌等
中 药 材 种 植 ，制 种 油 菜 制 种 产 业 、
葡 萄 、刺 梨 、蓝 莓 特 色 水 果 种 植 以
及 花 卉 苗 木 产 业 的 种 植 产 业 发 展
圈，带动产业联建集群，形成了“政
府 支 持 推 动 、企 业 联 合 带 动 、市 场
效 益 拉 动 ，群 众 参 与 主 动 ”的 发 展
格局，让种植产业焕发新生机。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锐 姚新
运）初冬时节，走进洋县大地，一望
无际的莲藕基地随着水泵的冲洗，
鲜嫩的藕节浮出水面；鱼菜共生基
地青菜吐芽，鱼儿欢腾；有机蓝莓
在自动化水肥滴灌和智能温湿度
控制下正开花吐蕊；设施大棚里黄
瓜、辣椒鲜嫩翠绿；黑米茶、黑米酒
系列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车车的厚
朴、山茱萸正整装待发……

据统计，前三季度，洋县有机
农业产值达到 13.94 亿元，预计全
年完成农牧渔业总产值 78.4 亿元，
实现一产增加值 45.25 亿元。今年
以来，该县把加快发展有机、品牌、
设施、智慧、观光“五个农业”和农
业产业集群作为推动特色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园区引
领、龙头带动，合作社衔接，特色产
业村承载，持续推进农业强县建设
步伐。本年度实施特色产业发展
项目 60 个，总投入 1.37 亿元，打造

“五个农业”市级示范园区 13个，县
级示范点 35个，发展（认定）国家级
及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6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797 个，培育

家庭农场 280 家，打造特色产业村
75个，培育高素质农民 1171人。

该县组建专家院士工作站，充
分挖掘农业科技人才资源，统筹财
政衔接资金、农业专项资金和社会
资 本 ，全 力 支 持 产 业 集 群 打 造 和

“五个农业”发展。聚力打造全国
一流的有机产业集群和优质有机
产品供给基地，深入实施三年行动
规划，推动“一县一策”首位产业发
展，累计建设有机基地 115个，打造
生产标杆示范基地 10个、有机产品
标杆示范加工生产线 10条，建成全
国 最 大 的 有 机 厚 朴 、有 机 牡 丹 基
地 ，认 证 有 机 产 品 15 大 类 113 种
18.23万亩、4.31万吨。

以龙亭镇智慧农业产业示范
园、马畅镇宇畅源智慧渔业智能系
统 为 样 板 ，该 县 积 极 探 索 遥 感 监
测、物联网测控、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应用，努力提升“四情”（墒情、苗
情、虫情、灾情）监测能力。将大数
据、信息系统、智能装备与传统农
业中的土地、动植物、生产工具等
要素深度融合，全县建成智能化种
植 基 地 16 个 、智 能 化 养 殖 基 地 9

个、智能生产线 5 条、“智慧农业数
字乡村”示范村 1个。

围绕设施农业发展，该县聚焦
技术改进、规模扩大、品种多元、设
施完善等维度发力，建成日光温室
及镀锌钢管塑料大棚 1709个，发展
设施蔬菜 1.03 万亩，设施食用菌装
袋量 20 万架 950 万袋。新建标准
化生猪、肉牛养殖圈舍 23栋，23900
平方米。改扩建蛋鸡养殖圈舍 2座
50000平方米。扩建林麝设施养殖
基地 1 处，建成农产品冷链集配中
心 1 座，仓储保鲜设施 27 个，总储
藏量达到 1万吨以上。

坚持做大做强“洋县有机”“朱
鹮”“洋县黑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加快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农业品牌体系，健
全品牌运营机制，强化品牌市场营
销。该县先后在经济发达地区、苏

陕协作区设立前置仓、直营专卖店
等品牌专营店 26个，依托阿里巴巴、
京东、832消费扶贫等发展电商企业
78家，个体电商 200余户，组织参加
2024亚洲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杨
凌农高会等产销对接活动，截至三
季度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达到 1.14亿
元。“洋县黑米”和“朱鹮之原有机洋
县”公用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引导龙头企业、各类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小
农户建立稳定、有效的利益联结机
制，拓展劳务用工、土地流转、收益
分红、订购帮销、同步同业等带农
增收模式，形成企业、合作社和脱
贫 户 、小 农 户 在 产 业 链 上 优 势 互
补、分工合作的格局。该县培育联
农带农经营主体 147 家，2024 年累
计带动 1.98 万户农户增收，其中脱
贫户和监测对象 5016户。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婷）为培育壮
大非遗传承队伍，促进非遗传承人提
升技能，发展壮大“汉中藤编师”劳务
品 牌 ，日 前 ，南 郑 区 2024 年“ 百 名 工
匠”汉中藤编传承人综合技能中级培
训班在南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开班。来自全区的 50 余名藤编产业
工人和手工艺爱好者参加培训。

为 期 12 天 的 培 训 ，从 手 工 艺 传
承 的 深 远 意 义 ，到 经 验 技 巧 的 分 享
交流；从藤编编织的基础技法，到理
论 实 践 的 互 动 结 合 ；从 劳 务 品 牌 的

发 展 思 路 ，到 营 销 融 合 的 发 展“ 钱 ”
景 ，学 员 们 不 仅 深 切 感 受 到 了 非 遗
传 统 文 化 的 巨 大 魅 力 ，也 坚 定 了 继
续走非遗特色产业致富之路的信心
和决心。

为发展壮大“汉中藤编师”劳务品
牌，南郑区从“创新藤编发展思路”“壮
大藤编从业市场、“提升藤编技能水
平”“开阔藤编产业‘钱’景”四个方面
稳扎稳打，初步形成了“品牌产品—品
牌企业—品牌产业—区域品牌经济”
的良性发展。

南郑开展“百名工匠”藤编传承人技能培训

牛 义 升 一 颗 天 麻 拍 出 20000 元
本报讯 （通 讯 员 石晓婷 祝黎

明 穆凡）在日前结束的略阳县第二
届品质天麻采挖节上，该县晔森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义升培育的一
颗天麻获得“麻王”称号并拍出 2万元
的高价。

本届天麻采挖节经过前期宣传动
员，参赛选手积极报名、实地拍摄，在两
轮评选中，根据大小、体重、形状、颜色、
气味、芽头等 8个方面的评选指标进行
严格细致地考量与评估，略阳县晔森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义升培育的
天麻凭借出众的品质和优异的各项指
标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一颗天麻全长
15.5cm，中部宽 9.3cm，重 690.7克，环纹

清晰、颜色明亮、整体通直、气味浓郁、
芽头饱满、展示出优质的“麻王”特点，
赢得了专家一致认可。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博士
周 豫 新 这 样 评 价“ 麻 王 ”：重 量 高 达
600 多克，外观比较均匀，色泽比较明
亮，气味也比较浓郁，芽头也特别饱
满，因此被选为本届的‘麻王’。这个
品种特别好，同时也凸显了略阳天麻
产业的实力。

竞拍环节，来自陕西、甘肃、安徽、
贵 州 、四 川 、河 南 等 地 的 100 余 家 客
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安徽协和成药
业饮片有限公司以 20000 元拍下了这
颗“麻王”。

城固创新推行“审判+金融”解纷机制
本报讯（通 讯 员 胡鸿亮 王兴

华 邹丽）城固县以深化“三个年”活
动为抓手，聚焦金融领域涉企案件多
发、企业涉诉负担重等问题，优化思
路、精准发力，创新推行“审判+金融”
解纷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金融领域诉
源治理，实现金融纠纷源头预防和前
端化解，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能力，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
建设保驾护航。

该县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在
中国邮储银行城固支行挂牌成立陕西
邮政系统首家金融调解工作室、在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设立汉中市法院系
统首家金融调解工作室，开展诉前金
融调解，为企业提供一条高效率、低成
本的金融解纷路径，成立以来调解成
功率达 72.2%。创新设立金融案件合
议庭，建立合议庭评议机制，集中治理

金融疑难案件，提升金融案件质量和
审判效率，确保金融纠纷稳定化解。
建立会商机制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定期召开金融联席会议，共同研判金
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和地区
金融风险。发放《企业经营常见法律
风险宣传手册》，依托“一企一法官”工
作机制，组织法官深入金融机构和企
业开展大走访活动，持续宣讲法律风
险，及时研判金融风险，共同商讨解决
对策，提升金融机构依法依规经营管
理能力。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扎实推进法律“六进”活动，
加大普惠金融纠纷案件的法律、政策
和裁判释明引领力度，创新开展金融
案件以案说法，让群众面对面交流、沉
浸式感受，不断增强法治宣传针对性、
实效性。截至目前，共审执联动办理
案件 544件，涉诉金额达 2904.5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石晓婷）略阳
县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不断织密织牢社会民生
救助保障网，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拓
宽救助渠道、提升服务水平，让困难
群众感受到温暖与关怀，切实筑牢民
生幸福底线。

该县充分发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平台功能，常态化开展风险人群筛
查，建立部门信息共享协作机制，落实
分级预警、分类管理、限时核查措施，
坚持户户见人、核算收入、核查财产、
核实病容户貌的“一见三核”复审标

准，定期综合分析研判、联审认定。持
续开展困难群众帮扶救助行动，加强
救助“一站式”办理模式，推广利用“e
救助”“智慧三码”网上申办，进一步提
高服务效率。目前累计走访各类困难
群众 7933 户 1.5 万余人，保障各类低
保、特困对象 4841户 1.1万余人，实施
临时救助 2.1万人次，累计发放各项社
会 救 助 资 金 7225 万 元 、残 疾 人 补 贴
848 万元、孤儿基本生活费 37.8 万元。
摸底排查农村互助幸福院 123户，实施
特困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121户，落实
高龄补贴 1.8万人 698万元。

略阳加大帮扶救助全方位守护困难群众

新技术“争奇斗艳”，人工智能大
模型提供降本增效新方案，“直播+电
商”出海模式方兴未艾……

15日至 18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十
九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新”
意十足，传递出中小企业发展的新
动向。

新技术：首发首展向“新”求质

“我们可以和你合照吗”“请介绍
下你自己吧”……中博会广东展馆现
场，广州里工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里掂人形机器人”正在和观众交流
互动。

展台后方，另一款移动机器人模
拟展示着生产线“上下料”环节。“它可
以自主规划路径，能够安全避障，应用
于柔性智能制造、实验检测等多种场
景，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市
场经理卢秋映说。

新技术“争奇斗艳”，是本届中博
会的一大亮点。众多参展企业带来最
新的创新产品，引人驻足。

躺在“智慧监护床”上，睡眠情况、
呼吸频率、心率等数据即刻显示；点击
手机 APP，数据就能实时发送到智能
监护站……凯泰科(中国)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向人们展示养老照护的新
场景。

广东木几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展出
的多功能贴片机，引起了来访者的兴
趣。公司副总经理温妮介绍，这款多
功能贴片机，与同类产品相比提速
35%以上，极大提升了电子元器件生
产效率。

从智慧生活到智能制造，从终端
产品到关键零部件、上游材料，一个个
新技术、新产品既体现了企业向“新”
而行的努力，也体现了消费需求升级、
产业转型的趋势。

“小企业也能干出‘大名堂’。”中
国信通院广州分院副院长李耀华表
示，从展会的逐“新”热潮可以看到，广
大中小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正以
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的韧性和动力。

新融合：乘“数”而上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既是助企纾困之举，
也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近年来，相
关部门推动降低数字门槛、做大数字
生态，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届中博会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专题展，集中展示汽车装备、智能家
居、纺织印染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成果。

在中国移动展区，记者看到观众正
与互动式AI数字人进行交流。“它结合
九天大模型技术，可为中小企业提供直
播营销矩阵、互动客服和在线导购等智
能服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广东移
动项目负责人李应安介绍。

广东快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现
场展示了自主研发的数字经济平台。

“平台不仅能够帮助‘链主’企业加强
数字营销，还能帮助生产企业建立‘数
字’工厂，让生产线状况一目了然。”该
公司董事长何灌昌说。

展会上，数字化测评系统能像医
生一样，为中小企业提供“工业诊疗”；
对智能工厂的模拟可以实现 5G视觉
质检、5G视频监控、AR远程协作……
从工业生产大模型到智能化生产线设
计、数字供应链，一个个数字技术的新
应用让人目不暇接。

“既要通过展会向中小企业推介
更多数字化转型的产品和服务，也要
进一步加强引导，加快完善配套服务，
推 动 中 小 企 业 乘‘ 数 ’而 上 。”李 耀
华说。

展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
关部门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
示，将坚持“点、线、面”一体化推进数
字化转型。“点”上打造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标杆，“线”上推进重点产业链数
字化协同改造，“面”上推动重点产业
集群和重点园区数字化提升。力争到
2027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改
造实现应改尽改。

新格局：“链”式出海开放合作

壮大海外“朋友圈”，中小企业同
样大有可为。展会上，一系列多边交
流活动举办，分析海外市场动态，分享
出海政策和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不

少展商也带来了助企出海新方案。
在广东智慧音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的展位前，一排多功能直播智慧机引
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该公司跨境电
商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小
企业尝试“直播+电商”的出海模式，这
款产品内嵌了短视频直播的云导播
台，同时借助外贸专线，方便企业高效
切入海外兴趣电商的“赛道”。

在长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
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练就快速生
产、灵活调整的本领。当平台提供出
海机遇，它们的特长得以更充分发挥。

展会的一场交流活动上，拼多多
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Temu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平台助力企业出海的模式：“我
们还将推出一系列举措，中小企业有
望由此链接全球市场。”

从“单枪匹马”到“链”式出海，中
小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更加多元。

南京乐惠芬纳赫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带来最新的灌装技术——一台机器
上可同时满足常温下封装含气饮料和

高温下封装无气饮品两种灌装需求。
销售经理叶成汝说：“接下来计划与生
产线上下游的配套厂家共同完成整线
方案，为海外终端品牌方提供‘一站式’
解决方案。”

这次，不少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携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体参展。广东省
中山市小榄镇智能锁具产业集群代表
企业，正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向海外客户
推介最新的锁具产品。“在政府的引导
下，企业出海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山锁
具已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中山两穗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杨玉连说。

“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政府主导+企业自主’的抱团出海
模式成为主流。”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
究院副院长梁育填表示，在供应链、消
费市场全球化大趋势下，国际市场会
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出现。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
示，要加大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沟通和
协调，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加强产权保
护，助力中小企业更加有效地融入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新华社广州11月18日电）

“小企业也能干出大名堂”
——从第十九届中博会看中小企业发展新动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胡林果 钟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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