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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本报讯 （通讯员 代
绪刚 王 悦 张 英）

“几十年了，我们一直没
有找到好的产业，如今镇
政府经过多方调研探索，
发展花椒产业，终于找到
了一条为大家增收致富
的路子。”商南县十里坪
镇梁家坟村村民刘成友
感慨地说。

连日来，在商南县十
里坪镇的田间地头，到处
都是党员干部和群众围
绕花椒产业开展农事活
动的场景，宣传发动、协
议签订、整地挖土、增幅
扩面、科学栽植……一场

“抓产业促致富奔小康”
的花椒种植行动正在轰
轰烈烈地开展。

今年，十里坪镇在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经多方调研，积极探
索，发现花椒耐干旱、耐贫
瘠、成活率高、产量高、见
效快，且易于管理，需求量
大，市场行情稳定、收益
高，决定把花椒产业作为
群众致富增收的优势产
业，引导合作社、群众发展
花椒种植，着力把花椒产
业打造成为十里坪镇的

“朝阳产业”。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

膀子。”十里坪镇紧紧围
绕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组
织全镇党员干部狠抓政
策宣传落地，通过标语、
群众会、广播等形式切实

把发展花椒产业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营造花椒种植
的浓厚氛围。各村采取“白+黑”的工作模式，白天组织党
员干部到田间地头与群众丈量土地，协助群众按要求规
整土地，挖坑浇水，种植树苗，防虫杀菌；晚上宣讲发展产
业的业务知识，普及产业发展前景规划，为老百姓提振信
心。十里坪镇还成立 6 个专项工作组，强力推进各村花椒
种植地块、栽植协议的签订、科学规范种植的技术指导、
任务落实的调度、工作时间的统筹等工作，确保种植顺利
开展。目前，十里坪镇红岩村已建成标准化“杜阳红”无
刺花椒基地 1500 亩，碾子坪村、梁家坟村新规划 2 个村级
基地共 500 亩，3 个花椒基地全部建成后，全镇花椒种植
面积可达到 2000 亩。

据了解，十里坪镇红岩村花椒基地预计明年可实现挂
果，碾子坪村、梁家坟村基地的花椒预计后年可实现挂果。
十里坪镇还正在谋划建设花椒加工厂，届时将为种植户们
提供存储鲜花椒、烘干花椒、加工花椒油等服务,实现花椒
深加工的高附加经济效益，整体投产后，将带动整个十里坪
镇的花椒种植产业,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和商品优
势，走出一条一二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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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初夏时节，万物峥
嵘。走进山阳县城关街办葛条村，随处可见干部群
众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他们在田间地头管护药
材、发展产业，忙得不亦乐乎，成了夏季乡间一道最
亮丽的风景线。

“我在这里主要负责除草、施肥、田间管护等工
作，家门口上班，工作量不大，也能方便照顾孙子，每
个月还有 1000 多元的收入。”正在中药材产业基地
除草的 7组脱贫户李秀英高兴地说。

葛条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种植中药材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近年来，为全面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该村结合村情实际，将中药材、林果产业作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重点培育，积极开展“支部
带创业、支委带产业、党员带农户，合力推进脱贫攻

坚”活动，探索推行“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产
业发展模式，流转林地、撂荒、闲置土地，重点发展
花椒、板栗、黄芩、天麻、连翘等优势特色产业，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 我 们 鼓 励 贫 困 户 种 植 中 药 材 ，在 合 作 社 打
工，帮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村党支部书记郭
等 存 介 绍 ，“ 近 年 来 ，在 驻 村 帮 扶 部 门 的 帮 扶 下 ，
村 子 发 展 花 椒 、板 栗 、黄 芩 、天 麻 、连 翘 等 特 色 产
业 2600 多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设施农业特别是特
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标准化生
产，发展多样化、精细化经营，让特
色 产 业 不 断 激 活 乡 村 振 兴 新 动
能。”城关街办党工委书记杨昌信
心满满地说。

葛条村葛条村

做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史沛鑫 李彦熹）今年以来，丹凤
县花瓶子镇在实施乡村振兴中，不断健全完善“引才、育才、
用才、留才”工作机制及措施办法，着力破解乡村缺少适用
人才的难题，推进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聚焦“振兴之基”，打造“引才磁场”。花瓶子镇紧扣“才
聚花瓶·引领发展”主题打造镇级人才驿站，联系并引进西
安医学院 6 名博士专家驻站。同时，引进本土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13 人、农村实用人才 58 人、高层次
人才和在外企业家 13人，共计 90人。

聚焦“产业之要”，厚植“育才沃土”。花瓶子镇结合全
县“3+3+3”产业体系，以镇“两园一谷”产业园区为承载，明
确“2+2+1”产业布局，针对镇上不断壮大的香菇、中药材、
生猪、肉驴产业，以及油房坪村花千谷农旅融合乡村旅游示
范村建设等产业重点，通过“人才+项目”“人才+基地”等方
式，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400多人次，打造了一支流不走的乡
土人才队伍。

聚焦“发展之重”，搭建“用才平台”。花瓶子镇从镇党
委班子、人才驿站及“四支队伍”中选派科技特派员、人才联
络员 14名，加强对各村集体经济、产业户的学习培训，提升
各村党组织书记“头雁带富”能力，当好产业发展与技术人
才资源间的“传送带”，疏通好用才“最后一公里”障碍，确保
人才作用有效发挥。

聚焦“社会之需”，优化“留才生态”。花瓶子镇党委牢
固树立重德才、重实绩、重基层的鲜明用人导向，依托每月

“主题党日”、人才驿站活动，镇领导班子积极与优秀人才座
谈交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并注重从村“两委”班子、驻镇
企业代表中推荐县镇“两代表一委员”，提高他们的政治待
遇，营造全镇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拴心留人的良好氛围。

花瓶子镇花瓶子镇

着力破解乡村振兴人才难题本报讯 （通讯员 舒 娜 张秀峰）“蜜薯苗得
稍微栽深一点，大约在苗根部四指深处，对着垄中间
往土里插就行。”初夏时节，在商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
蜜薯种植基地，起垄的、浇水的、栽苗的交织成一幅田
园耕作风景图，随着紧张有序的劳作，一株株颜色嫩
绿、叶茎挺拔的蜜薯苗稳稳地扎根在土里，放眼望去，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近年来，青山镇坚持因地制宜，依托自然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特色产业。青山社区具有丰富
的水资源、土壤层深厚、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利
于糖分的积累，非常适合蜜薯种植。在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商南县应急管理局驻青山社区工作队为社区协
调筹集资金 30万元，购置了 35万株烟薯 25号蜜薯幼
苗在青山社区试种。据了解，烟薯 25 号品种来自山

东烟台，是一种红皮黄心蜜薯，生吃鲜嫩爽口，烧烤更
具口味，蜜汁流油，软糯香甜。

目前，该基地已完成薯苗栽植 120 多亩，通过土
地流转、入股分红、基地务工等方式，带动 11 户 26 名
困难群众实现稳就业促增收的目标，为青山社区集体
经济创收增加 6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将蜜
薯产业作为全镇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从种苗选育、综
合科管、康养采摘、加工销售、品牌打造等方面着手，
利用 3 年时间将蜜薯产业覆盖所有村，逐步实现蜜薯
产业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观光化体验、市场化销
售、产业化经营，让青山百姓真切感受到蜜薯产业发
展带来的丰硕成果。”青山镇党委书记殷书宁信心满
满地说道。

青山镇青山镇

蜜薯种植带来新“薯”光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春苗）今年以来，
柞水县大力推进交通事
业发展，全力消除制约
农 村 发 展 的 瓶 颈 。“ 交
通 + ”带 来 的 人 流 、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
乡间双向流动、高效运
转，持续为乡村振兴构
建新格局，注入新动力。

“交通+电商+特色
农业”，激发乡村振兴新
活力。随着现代流通体
系的网络在乡村地区全
面 铺 开 ，柞 水 巧 借“ 交
通+”注入的新活力，将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持
续 挖 掘“ 小 木 耳 ，大 产
业”品牌，辅以互联网、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 、提 高 流 动 效 率 、降
低交易成本，为农产品

“飞”出山村、“飞”进城
市创造了更多可能，提
高 市 场 覆 盖 的 广 度 和
深度，真正让乡村发展
腾飞起来。

“交通+文化+文化
旅游”，创造乡村振兴新
模式。四通八达的交通
更加为人民群众创造了

“诗和远方”的惊喜，需
求也正在以更强劲的力
量拉动供给，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柞水县充分发挥“交
通+”创造的便利条件，开创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绿
水青山、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让“藏在深山人未识”的
奇山异景成为新时代的旅游胜地、网红景点，让民宿产业、
非遗文化、生态观光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让贫
困群众吃上了“生态饭”“文化饭”“旅游饭”，彻底“摘穷帽”

“拔穷根”，助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交通+就业+公益岗位”，构筑乡村振兴新基础。随着

道路的继续通达，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迎来新变化、新
机遇。柞水密切联系群众需求，深入挖掘“公路+”带来的
新特征、新需求，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无论
是道路的巡查路面、平整路肩、排除积水，还是快递收发，这
些开发的公益性岗位都优先向贫困群众倾斜，不仅是向贫
困群众雪中送炭，更是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让乡村振兴的
基本盘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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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 勇）近年来，
丹凤县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主线，聚
焦抓党建、建堡垒、兴产业、聚人才、强引
领、促振兴，牢牢抓住新时代党的建设和
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清单式管理，项目
化推进，常态化督导，不断推进全县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水平提质增效。

建强堡垒，示范带动。突出阵地建
设好、班子配备好、制度落实好、活动开
展好、作用发挥好“五个好”要求，强化
基层党组织“两规范两提升”标准化规
范 化 建 设 。 投 资 580 万 元 实 施 村（社
区）“瘦身提质”行动。整合 2100 万元

资金，打造全市一流、全省有影响的留
仙坪“红色美丽村庄”乡村振兴“红色样
板 ”村 。 整 顿 提 升 软 弱 涣 散 党 组 织 12
个，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 24 个，村级党
组织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100%、示范率
40%，棣花镇、竹林关镇成为全省乡村
振兴示范建设镇。

头 雁 培 育 ，先 锋 引 领 。 实 施 农 村
党 员“ 源 头 活 水 ”“ 素 能 提 升 ”“ 创 业 孵
化”“帮联带富”四大行动，先后联合南
京农业大学举办“发展集体经济·助力
乡 村 振 兴 ”专 题 培 训 60 多 人 次 ，组 织

“党建引领消费扶贫暨电商骨干人才”

专题培训 48 人次，参加“千名党员驻村
兴 农 、千 名 头 雁 带 富 领 飞 ”网 络 培 训
2000 多 人 次 ，切 实 提 升 农 村 党 员 干 部
带富领飞能力。

支部联建，产业联盟。推行“链长
制”，建立“十大产业链”联合党委。新雨
丹中药科技产业园、棣花茶房食用菌产
业园等一批新产业链项目建成投产，丹
凤核桃、蜂蜜、肉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通过 13 个产业链联合党委，
探索“整镇推进、强村带弱村、村企联建”
发展新路径。培育成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21 个、农业园区 11 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 482 个。集体经济“空壳村”
全面清零，54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累计突
破 20 万元。

筑巢引凤，聚才引智。建立文化旅游
等博士（专家）工作站 3 个，引进食用菌、
天麻院士专家科研团队 2 个，中国协和医
药大学王秋颖教授团队入驻天麻小镇。
国家部委 11 名科技特派员帮带培育专业
技术人才 230 名，发挥国家部委科技特派
团作用。组建人才服务团 10 个，建成乡
村振兴人才工作驿站 3 个。吸引 217 名
在外能人回乡创业、回村任职，聘请荣誉
支书（主任）197名。

丹凤启动乡村振兴“主引擎”

近日，镇安县气象局技术人

员走进柴坪镇向阳村西瓜种植基

地开展气象服务，技术人员就大

棚西瓜在生长过程中对温度、水

分、光照、风、地温等需求与种植

户进行指导交流，确保瓜田增产、

种植户增收。

（本报通讯员 程卫红）

气象服务进田园

助力果农稳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