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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沃野满目新
全国农民报全媒体共同解码
“乡村振兴的宝鸡实践”

五月，万物并秀，生机勃勃。
5月20日，“乡村振兴的宝鸡实践”

2024全国农民报全媒体调研采访活动
在宝鸡市启动。连续4天，采访团深入
田间地头、农家小院、龙头企业等地，一
点一滴了解宝鸡有力有效、高品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高水平建设现代农业强
市的发展成就，深度挖掘金台区、千阳
县、陇县、凤翔区等地乡村振兴的新模
式、新做法、新路径，亲身感到了这座中
国版图中心地带城市的现代农业魅力。

来宝鸡看农业，到底看什么？一组
数字或许解出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粮食面积稳定在451万亩，产
量保持在145万吨以上，建成高标准农
田215万亩；

——猕猴桃面积 33.2 万亩，产量
67.9万吨，全国每5个猕猴桃就有一个
产自宝鸡；

——设施蔬菜、高山蔬菜和区域特
色蔬菜“三大蔬菜基地”发展迅速，蔬菜
面积达73.8万亩；

——建成全国最大的苹果苗木繁
育、矮化苹果栽培基地，苹果种植面积
达57.5万亩；

——注册农产品商标1300多个，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5个，纳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31个；

……
在这片广袤的西府大地，农业是最

美、最亮丽的底色。资料显示：2023年，
宝鸡市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增加值
252.7 亿元，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8184元，增长8.3%。

解码一
乡村振兴的“产业范儿”

在宝鸡，说起产业带动乡村发展，
就不得不说闻名遐尔的擀面皮，这小小
面皮里藏着“百亿密码”。

据了解，宝鸡擀面皮是陕西关中地
区特有的传统名小吃，因其独特的地方
风味和文化内涵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
近年来，宝鸡市擀面皮产业发展促进会
聚焦宝鸡擀面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
2023年，该市日销擀面皮100万份以
上，年产值达到55.5亿元，带动上下游
产业链产值30亿元，预计到2025年，
宝鸡擀面皮及上下游产业链年产值均
达到100亿元。

走进龙头企业陕西杂八得食品有
限公司，一条条流水生产线快速运转
着，一箱箱包装好的面皮被运往世界各
地。“去年，杂八得日产30万份擀面皮
食品产业园顺利生产，园区设置生产加
工区、体验区、综合办公区，在标准化生

产中植入了电子商务运营孵化。”该公
司负责人介绍，项目运行可带动上下游
产业面粉、菜籽油、辣椒、花椒、餐店、
电子商务、直播等综合价值超过10亿
元以上。

得益于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优势
因素影响，宝鸡把苹果产业也做得风生
水起。

千阳县张家塬镇宝丰村以矮砧苹
果为主导产业，5年来累计建设苹果园
3000亩，繁育优质苹果苗木171万株，
销售优质苹果1.5万吨。为壮大苹果产
业，该村通过构建“党支部引领+龙头
企业带动+合作组织服务+能人大户示
范+群众自主发展”新模式，按照集约
化生产、市场化运作、品牌化销售、专业
化管理，让红苹果变成了“致富果”。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卖得好，就要
存得好。南寨镇13个村联建成的冷库，
可以同时储存万吨以上苹果。“这个‘田
间冰箱’左右了苹果上市的时间差、市
场竞争力，使苹果卖出了高价格。”南寨
镇党委书记张永刚说，“万吨冷库通过
延长供应链，让苹果放得下、存得住、卖
得好。”

千阳县作为苹果优生区，“一个苹
果”到底价值几何？答案是一条产值25
亿元的全产业链。

同样，在凤翔区绿宝果业有限公司
却有着“早熟苹果卖多钱，凤翔苹果说
了算”的说道。“这里的苹果不论斤而是
论个卖，源于苹果的高品质。”总经理曹
铭元的一句话解开了记者心中疑惑。多
年来，绿宝果业坚持高标准建园，规范
化管理，严控产量，保持果园产量与质
量合理平衡，实现了连年稳产高产，优
果率达85％以上。注册的“曹儒”牌苹
果商标深受市场青睐，品牌价值已达到
1.54亿元。

在宝鸡，日照充足、水质良好、饲草
丰茂……众多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
成为奶山羊养殖黄金区，围绕奶山羊的
全产业链条被发展的出类拔萃。

奶山羊产业是千阳县首位产业之
一。到目前，该县奶山羊存栏达26.5万
只，带动全县1.2万户群众通过奶山羊
养殖、园区务工、饲草种植、搭载分红
等，实现年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步入陕西飞天乳业有限公司全自
动化生产车间，“科技感”十足的场景令
人眼前一亮，一盒盒新鲜出炉的酸奶，
正沿着传送带有序进入包装环节。“这
些酸奶加入冰袋后完成装箱，然后通过
空运销往全国各地。”飞天乳业董事长、
总经理何文辉介绍。

走进崔家头奶山羊高效养殖示范
场，羊舍干净整洁，羊儿膘肥体壮。示范
场由崔家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总投资

450万元建成，依托正大集团先进技术
统一托管代养，使奶山羊产业成为全村
致富增收的“金钥匙”。“养殖场采用良
种、良舍、良料、良法养殖模式，全阶段
使用优质配方饲料精准饲喂，有效提升
了奶山羊产量和羊乳品质。”陕西正大
奶山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景辉说，“我们将产业增值留在乡村，把
产业受益留给农民。”

在陇县，走进陕西和氏高寒川牧业
有限公司的现代化智能奶山羊养殖基
地，建成基地总投资3.2亿元，是陕西省
千亿奶山羊全产业链重点项目，年鲜奶
产量1.5万吨，组建了2000只规模的核
心育种群，成为推动当地产业发展的龙
头。

步入陕西和氏乳业集团陇州有限
公司，置身智能化车间，流水线上奶粉
罐依次封罐，进入杀菌环节；智能控制
器中，工人正用电脑随时检测着生产的
每一道工序。据了解，该公司产品畅销
全国200多个地市近3万个门店，有力
发挥了龙头企业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
作用。

目前，陇县建成规模羊场216个，
年鲜奶产量达11.2 万吨，奶粉加工能
力达10万吨。“近年来，我们大力发展

‘领头羊’经济，聚力打造百亿生态乳
都，蹚出了一条首位产业赋能县域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陇县县长
李维芳介绍说，该县相继引进中粮包
材、飞鹤集团、关山尚品乳饮料等延链
企业30多家，吸附2.4万多人在各链群
就业，羊乳全产业链产值达到75亿元。

解码二
乡村振兴的“农旅范儿”

宝鸡，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中国
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一系列古代符号，
让宝鸡成为热门的旅游之地是必然。

接近宝鸡乡村，所见的一个个村庄
充满了各具特色的“农旅范儿”，真是把
乡村发展与文化旅游融合的恰到好处。

——一条老街唱起新式秦腔。金台
区西府老街是网红打卡地，每天游人如
织。2017年开街，除汇集各种地方特色
名吃外，集聚了30多家非遗品牌，并依
托当地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建成“西府
里文化艺术村”，还建成了一批以丰富的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为基础的李继
友社火脸谱艺术馆、周少平彩绘泥塑、西
秦刺绣小院等艺术小院，让游客在一条
街上就可见识到陕西的历史传承。

——一针一线绣出大产业。千阳县
南寨镇闫家村被誉为“西秦刺绣第一
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刺
绣”的传承、生产、保护基地。近几年

来，千阳刺绣上央视、印邮票、走红冬奥
会，名气越来越响。初入闫家村，随处可
见造型美丽、色彩鲜艳的西秦刺绣元
素，特别是古朴雅致的“西秦刺绣坊”成
为游客了解刺绣文化、选购刺绣产品的
一扇窗。在千阳县西秦刺绣产业园，感
受到了西秦刺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
明的地域特色，虎头枕、虎头帽、虎头鞋
……琳琅满目的刺绣产品，令人喜爱。
近年来，千阳县持续壮大刺绣产业规
模，成立刺绣合作社21个，发展刺绣专
业村11个，带动1.2万名妇女在家门口
就业创业，刺绣产业年产值达8600万
元以上。

——一山一草绘出生活新希望。陇
县天成镇关山村地处国家4A级景区
关山草原核心区，如诗如画的美景，加
之高寒气候使关山草原的夏季气温凉
爽，来这里避暑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
目前，该村200户参与旅游，80户开起
农家乐，投资2100万元建成关山民宿、
旅游研学基地、关山神马驿站等，村集
体年收入突破80万元以上。天成镇马
曲村“近水楼台先得月”，依托关山草原
景区的带动，村旅游产业带动了全村经
济增收。如今，村内风景秀丽，河水潺
潺，山峰耸立，有山水庄园、百年柿园、
百亩银杏等旅游景点，让游客在宁静乡
村中度过美好时光。

——一尊泥塑托起了幸福底色。凤
翔区城关镇六营村被誉为“中国泥塑第
一村”，凤翔泥塑闻名遐迩，多次走出国
门，泥塑年产值达4200万元。凤翔泥塑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胡新明创作的“十
二生肖”泥塑作品先后两次被国家博物
馆收藏，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
的“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六营村泥
塑一条街，仿古照壁、木质牌坊、非遗绘
画、研学园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得益彰，成为游客参观凤翔
泥塑制作、体验传统文化魅力的打卡地。

——一份红色产业挑起“富民担”。
凤翔区陈村镇紫荆村广场上、房墙上的
红色文化，吸引着我们去探寻红色文化
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的？紫荆村依托

“西府出击”革命旧址所在地，打造紫荆
红色教育基地，先后建设了红色革命旧
址广场、雕塑、红色走廊、墙面浮雕和配
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了彭德怀西府出
击革命旧址纪念馆。如今，紫荆红色教
育基地已成为全省响当当、硬铮铮的红
色教育示范基地。

乡村振兴，时不我待。行走于宝鸡
乡村间，一股股振兴乡村的劲风扑面而
来，宝鸡人正用“精准落子”的定力，浓
墨重彩续写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华
美篇章！

本报记者 侯庆强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历史典故就出在宝鸡。宝鸡古称陈
仓，位于陕西“八百里秦川”西端，已有8000年文明和2770余年
建城史。今天，一座有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与磅礴的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的城市，是如何以最优美曲线展示着现代农业发展的傲人身
姿？全国农民报全媒体调研采访团走进宝鸡市探寻其中的密码。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