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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叶敬礼）近期，
山阳县通过开展包联干部培训、定责、
督查工作，确保全县“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以“训”助推强本领。山阳县制定印
发了《关于举办全县“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培训班工作方案》，明确各工
作专班限期培训全覆盖，分期培训常态

化。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累
计完成千余人培训。通过培训，使广大
包联干部更加明晰了“三百四千”工作干
什么、怎么干，为强力推动“三百四千”工
程提供了坚强保障。

以“责”助推促落实。该县要求包
联责任单位制定领导、干部工作职责，
交由各牵头单位审核把关，形成包联领

导、干部工作职责汇编，以正式文件印
发各包联责任单位。同时逐包联任务
建立工作台账、工作进度清单，制作包
联单位责任卡 135 个，倒逼包联干部高
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以“督”助推提成效。县上制定印
发了《关于对全县“三百四千”工程督查
检查工作方案》，对七个板块工作进行

了全覆盖督查，完成 18 个镇办 76 个重
点村（社）专项工作督查，下发问题整改
清单 62 份，通报问题四类 12 个。通过
本轮督查检查，全县上下开展“三百四
千”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任务更加明确、
重点更加突出，为聚力打造“一都四区”
示范县，建设“五好山阳”，推动高质量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阳三项硬举措助推“三百四千”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 安 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
的是丹凤县《税务之声》专栏节目。”4 月 22 日 7 点，随着主持人悦
耳的声音响起，全新改版的《税务之声》最新一期节目正式通过电
波飘入千家万户。

《税务之声》栏目作为丹凤县税务局的重要宣传窗口，近期除
每周安排一名税务分局局长及业务骨干参与节目录制、进行公开
承诺、解读不同政策外，还将邀请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
表与税务干部共同走进栏目，开展现场交流、畅谈获得感。通过多
元化的节目形式、丰富的节目内容、高频次的播放，将税务工作新
动态、便民办税新举措、减税降费新政策等内容传递到人民群众耳
中，全力打造让群众“声”临其境的听觉盛宴。

丹凤县税务局与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丹凤政务广播节目
《税务之声》栏目因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一直以来颇受广大纳税
人缴费人欢迎。为更加精准地响应纳税人诉求、传播税收政策，丹
凤县税务局围绕“智慧税务助发展、惠企利民稳增长”主题，对栏目
内容及形式进行改版，一改过去主持人照本宣科读政策、唱独角戏，
每期邀请不同税务干部参与节目录制，解读更精准、互动性更强。

丹凤《税务之声》改版上线

近年来，笔者在基层走访时，看到
个别镇、村在发展产业过程中，制定了
大干快上的蓝图：栽种数万株乃至几
十万株药材苗或核桃树，产业规模动
辄发展成千上万亩。有的把目标装订
成册，有的把目标装裱上墙，有的把目
标上网公开，目标分工详细，措施得
力，振奋人心。

实际工作中，明晰思路，提出目标，
喊出口号，这对引领发展、提振士气、增
强信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经过多年
发展后，笔者再次回访这些镇、村的经
济发展情况，说到产业类别一大把，实
际有影响力的寥寥无几；说到产业规模
成千上万亩，真正见效的屈指可数。

年年提目标、列计划，投入精力、人
力不少，而实际效益没增长，群众没有
得实惠，发展原地踏步走。分析其中原
因，除个别干部不切实际、好大喜功、朝
令夕改外，就是错把规模当效益，只求
数量不求质量，只算投入不算产出，只
顾当前不顾长远，造成的后果是工作在“落实”声中落空、发展在“推
动”声中停滞，不仅没有真正创造财富、改善民生，还造成资源浪费，
带来债务负担。既错失机遇，也劳民伤财，更引人唾骂。

规模是外在的，效益是内在的，只有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规
模，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在规模中求效益，就要遵循市
场规律，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算账对比，提倡以亩产论英雄，更加
注重结果导向，这样才能形成扎扎实实、没有水分、协调发展的规
模，最终才能产生效益、促进发展，从而留下好政绩、赢得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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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刘 媛 通 讯
员 李 晶）5月 5日，记者走进山阳县高
坝店镇君子涧村，村庄公路蜿蜒于青山绿
水间，路旁农家小屋错落有致，村民们忙着
在厂子里采摘香菇，在地里种植中药材。

“我们村流转了 80 多亩土地种植天
麻，五年来收益稳定，带动 40 多人就近务
工，人均年增收 5000 元。天麻不仅成为

我们村产业最亮丽的‘名片’之一，也是群
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君子涧村党支
部副书记孙俊富自豪地说。

孙俊富不仅是君子涧村的党支部副
书记，更是带动群众创业致富的能手。
他致富不忘乡亲，凭着自己的一腔赤诚，
带领全村群众抓产业促增收，不仅在村
里发展了天麻产业，还建起了香菇厂。

该村的香菇基地投资 90 万元，目前培育
菌袋 30 万袋，香菇、木耳等菌类年收益
达 10 万多元。

光在本村发展还不够，孙俊富把发
展 产 业 的 注 意 力 聚 焦 在 提 升 全 镇 产 业
链上。今年，他又成立了君子涧富君诚
家庭农场，投入资金 70 万元，在牛家坪
村流转土地 110 亩，建起了百亩苍术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带 动 了 当 地 村 民 50 多
人就业。

据了解，自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
赶超行动以来，高坝店镇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示范、帮扶、带动作用，让党建引领激活
人才“蓄水池”，党员带头当好致富“领头
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持续增收，不断
培育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君子涧村党员带头当好致富“领头雁”

5月7日，商州区开展2022年
人工影响天气安全技能培训。全
区3个人影作业站和区人影中心
共 16 人参加了培训。通过此次
培训交流，消除了全区人影作业
装备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人
影作业人员的业务操作技能水平
和安全作业意识，为更加科学、安
全、高效开展人工防雹增雨打下
坚实的基础。

（本报通讯员 郭 涛 摄）

商州开展人影安全技能培训商州开展人影安全技能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寇鑫 南星）今年以来，洛
南县景村镇紧扣“党员驻村兴农”“头雁带富领飞”，
创新推行“三诺五制六保障”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三
百四千”工程，并取得了明显实效。

抓好“党员三诺”，夯实基层基础。该镇以村为
单位，组织村（居）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村党
组织书记和党员致富带头人，科学确定目标任务，
作出承诺，明确重点任务和具体目标，建立台账，
镇村同步公开公示，接受干部群众监督。根据承诺
事项，定责任、定措施、定时限、定要求，全力推进
承诺事项落地见效。通过定期组织月督季考、百分
考评、树旗评星等方式，对各村承诺事项的完成进
度和质量等进行考评，根据结果树旗评星，作为评
优树模、激励奖励依据。

建立“五项机制”，推进工作落实。该镇组建督
查组，对各村（居）承诺事项完成情况每月进行一次
督查，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制定《百分制考评办
法》，针对各村（居）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赋
分，每季度一次百分制考核，确定先进村和后进村。
通过季度考评，对工作业绩突出的个人进行评星，对
排名前列的村（居）颁发流动红旗，并优先推荐为乡

村振兴红旗村。每季度开展一次述职评议活动，每
半年举办一次最美驻村兴农人、最优带富领飞雁、示
范支部书记评选活动，培树先进，比学赶超。聚焦重
点工作落实和承诺事项完成，定期组织观摩评比，通
过现场汇报点评、打分排名、表态发言，学习先进、查
找不足、增添干劲。

强化“六重保障”，引领乡村振兴。该镇坚持选
优配强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班子，探索建立政治
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固本、智治支撑的

“五治融合”治理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乡村振兴
各领域各环节。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定期举办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班，增强党员干部致富
带富能力。对在工作中成绩优异的单位或个人，优
先进行物质、精神双重奖励，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完
善干部管理制度，加大督查检查，对工作落实不力、
承诺事项未完成的村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深化
拓展人、财、物保障支持，积极开展“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活动，不断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为村域
经济发展蓄势赋能。分片区确定 4 个示范点，通过
以点带面、全面开花，推动全镇乡村产业升级、基础
设施完善、治理能力提升。

景村镇创新机制推进“三百四千”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 陈 飞）4 月 29 日，陕西省召开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邮
储银行商洛市分行被授予陕西省“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邮储银行商洛市分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城乡居民
和中小企业战略定位，充分发挥网络、资金等资源禀赋，主动融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服务实体经济、“三大攻坚战”、乡村振
兴、普惠金融取得积极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与赞誉。
先后荣获了“陕西省文明单位标兵”“陕西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党
建工作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

邮储银行商洛市

分行获省上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 毛志
勇）近期以来，丹凤县住建局围
绕打造“一县五区”目标，精心
谋划，迅速行动，夯实举措，高
质量推进“三百四千”工程奋力
赶超行动任务落实落地。

该局成立了“三百四千”工
程领导小组，印发了实施方案，
召开全系统干部职工会议进行
安排部署，成立了局项目办公
室，2 个招商引资小分队，下派
11 名党员干部长期驻村兴农，
组建 15 个重点项目工作小组，
每个项目确定相关领导和业务
干部包联服务，实行周汇报、月
督查管理制度，制定对标推进
清单台账，逐项细化责任分工、
目标任务、推进路径、完成时
限、存在问题、解决措施，形成
闭环责任链条。同时，该局纪
检组实行“问题收集、精准交
办、限时办结、督导通报、结果
反馈、问题销号”工作机制，每
周按照《重点工作落实督查要
点》台账，突出重点，紧盯热点、
直击难点开展问题检查反馈，
有力推动干部责任落实、问题
整改，促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截至目前，该局在包抓竹林
关和棣花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
中，共实施项目45个，已开工40
个。2022年第一季度建筑业总
产值 1.01亿元，同比增长 48%，
房地产完成网签备案136户，销
售额 8174 万元，销售面积 1.2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2.7%。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已入库育才路
二期、西环路改造、丹凤中学护
坡等项目 3 个，完成投资 6500
万元。江滨南路、凤麓路改造提
升及环丹江绿道等 5 个项目将
在二季度集中开工，龙驹大街西
延正在进行征迁，3条断头路中
的河涧路已开工建设，车站南路
和商邑大道老君路口正在征迁，
育才路公园、迎宾大道鹿池段改
造工程已完成。

丹
凤
住
建
局
强
力
推
进﹃
三
百
四
千
﹄工
程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佳琳）近期，丹凤县蔡川镇
按照全县“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有关安排部
署，结合镇情实际，以抓基础、抓进度、抓机制为重点，
全力推进“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实施落实。

抓基础，周密部署制订方案。全县安排部署会议召
开后，镇上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专题学习会议精神，成
立领导小组，设7个工作专班，分头制订工作方案，召开
镇村干部大会宣读印发《实施方案》。

抓进度，夯实责任狠抓落实。镇上围绕“药畜矿
果劳”五大主导产业，成立9个产业链党支部，包联2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更新储备“三百四千”工程项目
库年度重点项目 13个，加快留仙坪红色美丽村庄项

目及 8个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服务辖区 3家
重点工业企业。抽调 40名党员、干部成立 10支招商
引资小分队，包装谋划招商引资项目 10 个。建立乡
村振兴人才工作站，储备各类实用人才30名，召开返
乡人员座谈会，聘请荣誉支书（主任）8 名，培养储备

“双带”型党员25名。
抓机制，多措并举长效巩固。镇上坚决贯彻丹

凤县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督查考核
办法》，落实“月督查、季考核点评、年度奖惩”考核制
度，对标对表评分标准完成工作任务，注重在干事创
业一线培养推荐干部，全面推进“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

蔡川镇“三个抓手”推进“三百四千”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宏）5月 7日，商州区就业创业便民服
务驿站启动仪式在商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举行。近期，就业创
业便民服务驿站将在全区 18 个镇办 39 个信合网点陆续挂牌。届
时，群众可就近就地详细了解就业创业相关优惠政策。

据了解，商州区把“稳就业保就业”放在“六稳六保”首位，先后
出台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2021 年，全区城镇新
增就业 3342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15万人，创经济收入 14.7亿元。新增创业贷款 4394.4 万元，发
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110人 55万元。

启动就业创业便民服务驿站，是商州区落实市委、市政府“三百
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的具体实践。便民服务驿站按照“建设好
阵地、使用好平台、发挥好效用”的目标,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网点
全覆盖的优势，围绕就业帮扶、就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三大板
块,精准对接,多渠道激发农民就业创业的“聚变”效应，推动就业创
业服务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实现政、银、企、群多方互利共赢。

据了解，就业创业便民服务驿站将通过区镇村三级劳务网络，
宣传发布各类企业用工岗位信息及就业创业政策，开展求职登记，
打造就业信息对接平台；对接区“创业项目库”，为自主创业者提供
创业项目推介、开业指导及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指
导，开辟创业服务“绿色通道”；就近掌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技能需
求，组织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知识讲座，提高群众就业技能和
创业能力，实现劳动者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就业创业服务。

商州启动就业创业

便 民 服 务 驿 站

实施“三百四千”工程 推动“一都四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