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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我们息息相关，
与我们并肩同行。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共性与个性
的关系。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
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
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
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二者相互依赖，
相互共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共性（乡村振兴）是全面发展，整体提
高；个性（脱贫攻坚）是因户施策，逐户改
善。个性和共性可以相互转化，其原理贯
穿于对立统一规律诸问题的一切方面，推
动着事物的发展，为实现小康社会打下坚
实基础。

脱贫攻坚，建户档、录信息，见证个性扶
贫历史，见证“两不愁三保障”所取得成就和
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的差距。乡村振兴，
多规划、兴产业，树立长远目标，因村、因镇、
因区域施策，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
制宜，实现“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和文化振兴。

其实，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扩大和
提升，是巩固和提高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
举措。脱贫攻坚是前因，乡村振兴是结果，
是必然。

脱贫攻坚做到了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
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实
现，极大地缩小了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基
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及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
差距，但是仍存在短板，如基础设施方面自
然村庄还存在着安全饮水的缺陷，村内的公
共照明、道路、公共卫生、垃圾处理，尤其是
雨水收集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维护等。

脱贫攻坚极大地促进了脱贫地区产业的发展，形成大批符合当地特色
的产业体系。但是，大部分的产业体系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存在着与市场对接不紧密，有的甚至存在着脱离市场需求的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工作中，要认真做好长远规划，
做到适地、适时、适人，共同发展，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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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章慧）今年以来，丹凤县龙驹寨街办资峪沟村
围绕全县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这一目标，加快打造成乡村振兴

“城郊融合”型示范样板，走出一条夯基础、兴产业、促振兴的强
村富民新路子。

产业共建发展共赢。以“三建三带”活动为抓手，创新“支部+
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致富带头人+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设置
产业链党小组 4 个，39 名党员聚在各个产业链上，2 名支委带头入
股 30 多万元发展集体经济，创办花椒等产业试验田 3 个，建成全
县第一个优质花椒基地 2100 亩，修建产业路 2 条，新建大棚 8 个，
种植无公害冬枣 30 亩、育苗 10 万株，种植葡萄 30 亩、蟠桃 20 亩，
新栽植大樱桃 2000 株，开办特色火锅店 5 家，示范带动全村 280
户 1066 人共同致富，村集体经济累计可达 50 万元，户年均增收
8000元以上。

社会治理共治共享。以落实“开门一件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契机，广泛发动“四支队伍”及党员力量，深入开展为群
众解难题、办实事、送温暖和“牢记嘱托奋进商洛”党建主题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等活动，组织 23 名党员干部进组入户，解决群
众难事 10 件，化解矛盾纠纷 5 起。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开
展河道清理、垃圾打扫等 20多次，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人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强，共治共享成效显著。

资 峪 沟 着 力 打 造

“城郊融合”型样板村

本报讯 （陈风军 唐瑞希）“自从片长组织群众打扫石关路
以来，来这户外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今
年以来，在镇安县北阳山户外经营农家乐的马勇深刻体会到了秦
岭山水乡村建设带来的变化。

北阳山是一处充满着大自然野性美的胜地，独特的喀斯特
地貌一直吸引着人们前来访幽探奇，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给人
们带来了美景的同时，落石又给这条风景走廊添上了一丝瑕
疵。许多游客向镇、村反映：石关路虽然景色漂亮，但路上的石
头影响了出行体验。

自推行“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来，西口镇将石关路
划分成 40 多个片区，实现清扫精细化管理，每个片区的片长在日
常巡查中发现落石及时组织群众清扫干净，终于让这一问题得到
了彻底解决，让风景石关路不再有瑕疵。

实现生态宜居美丽西口是每一个西口人的愿望，为此，全镇
220名片长都积极投入到了山水西口的建设当中。

“西口是我的家乡，把西口建设成山水乡村光靠党委、政府努
力太难了，我爱我的家乡，我也要为山水西口建设出一份力。”这是
兼职片长护林员白宗汉所说，也是西口镇 220名片长的心声，他们
正在用自己的积极行动守护着西口镇如画美景。

220名片长守护

西口如画美景

本报讯 （刘卫锋）今年以来，洛南县三要镇杨
川村紧盯村域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富裕目标，着力
打好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环境整治和驻
村帮扶“五张牌”，不断巩固脱贫成果，为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保障。

党建引领聚合力。以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和
长效化推进“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为契机，
强化党建引领，实施头雁带富领飞，加强党组织阵
地建设，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规范组织生活，开展党员培训，推动全面
从严管党治党，持续提升村级党组织建设水平，凝
聚干事创业活力。

产业发展帮民富。围绕群众增收和生活富裕
目标，按照“两边一补齐”工作要求，聚焦全村 102
户脱贫户和重点监测户，强化政策宣传，精准施策
推进，拓宽增收渠道，加大技能培训，引导更多人员
外出就业创业，同时鼓励发展烤烟、天麻、桔梗、
洋芋和山羊、中华蜂养殖等产业，确保
全年劳务输出 450人以上，发展
烤烟 110 亩、栽植天麻

150 多亩、种植桔梗等中药材 300 亩、种植洋芋 200
亩，发展山羊养殖 200只以上，养殖中华蜂 80箱。

项目建设强发展。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和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积极走访调研，想方设法协调上
级部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40 多万元，实施村级活
动场所改造和院落硬化工程 1200 平方米，全面修
复因去年暴雨灾害导致的滑坡路段、河堤、护坡
300 米，修建垃圾填埋场 1 处，加固安全饮水管道
200米，为村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环境整治促提升。以建设秦岭山水乡村和提
升群众生活质量为抓手，加大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引导全民参与环境卫生，落实村干部专人负责
和包联机制，加大 17 名保洁人员业务培
训，实行每周一、三、五集
中清扫，积极

打造村道文明示范路，定期召开保洁人员专题会和
卫生观摩点评会，加大监管力度，建立薪酬奖惩机
制，进一步打造干净卫生舒适的人居环境。

驻村帮扶有活力。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作用，全力巩固脱贫成
果，积极推进“党员驻村兴农”帮扶行动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驻村工作队当好“战斗员”，扎
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遍访脱贫户、走访一般农
户工作，包扶干部当好“勤务员”，定期深入脱贫群
众家中宣传政策，了解产业发展、生产生活等情况，
解决好群众困难，做到帮扶有活力、工作有成效。

杨川村打好五 张 牌五 张 牌助力乡村振兴

“搬迁前我们住在黑窑沟的深山里，条件不好，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搬下来后，在社区的帮助下，我和
老公在家门口园区一家公司应聘了工作，他每月能拿
5000 多元，我一个月能拿 2000 多元。”对于镇安县云
盖寺镇花园社区搬迁户王玲说，四年来，因为移民搬
迁，她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同年搬迁到花园社区的卜明清春节期间也没闲
着，搬迁下来后，社区为她找了一份保洁工作，卜明
清的丈夫在镇上街道务工，他们每月有固定收入，生
活很安稳。

云盖寺镇花园移民安置社区，是镇安县委、县政府

按照“以产定搬、以搬拓城、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思路
建设的一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文化浓郁的
大型综合社区。目前，已面向全县安置搬迁群众 2641
户9923人，其中易地搬迁群众515户2009人。

近年来，花园社区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先后新建了云盖寺镇第二小学、花园幼儿园、中
心卫生院住院楼、供水站、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
健全社区内部绿化、亮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完善广
播电视、通信、文化广场、户外健身器材、便民超市及
商业网点等公共服务，群众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得
到保障和极大提升。

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安居”，也要谋
划“乐业”。镇安县围绕就业和增收两个核心，在社区
对面配套建设了中小企业孵化园，建设标准化工业厂
房 18 栋 3.6 万平方米，与入驻企业签订了搬迁户进厂
务工比例不低于 50%的用工合同。目前，12家企业已
投产运营，700 多名搬迁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进厂务
工就业，月工资均保持在 2000 元以上。2021 年投资
建设了苏陕协作产业园，总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正
式投入运行后将解决就业 1000 多人。这些项目的实
施，让搬迁群众过上了搬出深山、住进社区、落户景
区、就业园区的幸福生活。

乐 业 安 居 新 花 园乐 业 安 居 新 花 园
戴 骏 王 磊 刘先娥

本报讯 （彭建文）近日，
商州区三岔河镇群众紧抓农
时播种洋芋，全镇掀起以洋芋
种植为引领的林下套种春耕
生产热潮。

据了解，三岔河镇广泛宣
传林下套种粮优惠政策，积极
动员群众在樱桃树下套种马
铃薯。在闫坪、七星等村，镇
村 干 部 、公 益 岗 、群 众 等 250
多人忙着套种马铃薯，已完成
林下套种马铃薯 1000 多亩。

发 展 林 下 套 种发 展 林 下 套 种
以 短 养 长以 短 养 长 增 收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