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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记者走进洛南县三要镇罗村，处处呈现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村里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人才引进激发源
头活水，民生工程建设硕果累累，秦岭山水乡村美轮美奂，群
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去年以来，罗村发挥比较优势，把特色产业作为调整产
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通过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规
划特色产业，积聚力量大力发展现代化果蔬基地，建立“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实现了“建一个合作社、兴一
方产业、富一片百姓”的美好愿景。

党建引领促发展

7 月 6 日 ，记 者 在 三 要 镇 罗 村 果 蔬 基 地 看 到 ，一 排
排 新 建 的 大 棚 整 齐 排 列 ，大 棚 内“ 金 晶 蜜 ”小 西 瓜 散 发
着 诱 人 的 味 道 。

“我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今年罗村大力发展现代果蔬
基地，目前已完成一期占地 30 亩反季节大棚 30 座的建设任
务，后期将继续新增 60 座大棚。今年，预计全村集体经济收
益在 15万元以上。”罗村党支部书记吴凡说。

吴凡口中的“合作社”，是罗村在今年 3 月初成立的洛南
县春晖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的统一规划下，目前

罗村以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为主导产业，包括礼品小西瓜、
水果玉米、食用菌、草莓、番茄等。”陕西省残联驻村第一书记
白团民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年以来，罗村党支部围绕乡村
产业振兴，结合村情实际以及地理区域优势，积极引进果蔬
大棚种植项目。2022 年 3 月，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洛南县首
个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洛南县春晖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罗村建立，并成立了由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村“两
委”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要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改变村集体经济薄弱的
现状。今年年初，吴凡和驻村工作队辗转江苏、安徽、陕西多
地，考察合适的项目。经过前期考察对接，他们最终与连
云港晶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加入“晶密
吊蔓小西瓜千县千园”战略，并获得洛南地区唯一合
作授权，以“总部＋分公司＋县域合伙人＋农户”的
方式对合作基地进行管理。

“借助连云港晶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优
势，预计今年我们的基地产值 40 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益在 15 万元以上。基地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20 多万元，并带动 100 多人就业。”看着一箱箱
包装精美的西瓜装上货车，吴凡心里乐开了花。

“下一步，我们将坚
持党建引领、书记带头、
团结互助、求实创新的工
作思路，继续抓好香菇大棚
生产和果蔬基地建设，进一步
培育罗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不断
在合作经济上谋出路，在集体股份
上创新路，在发展模式上拓宽路，
在资源利用上闯富路，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白团民说。

引进人才增活力

7 月 6 日清早，武永良早早起
床，简单洗漱过后，便一头扎进果
蔬基地，仔细查看水果玉米生长情
况，以便精准施策，指导工人科学
管理水果玉米。

武永良是一名退伍兵，也是罗
村的“女婿”，他在部队服役期间，
一直从事温室大棚管理工作，积累
了不少大棚种植经验。

2022 年初，罗村打算发展果
蔬基地，得知武永良经验丰富后，
吴凡与武永良多次进行电话沟通，
希望他回乡做基地技术管理员，带
领群众增收致富。

“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太多，觉
得能够为罗村发展出一份力，就毅
然决然地回来了。”说起回乡的经
历，武永良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冲
动，“还好，现在看着群众手捧西瓜
的喜悦，感觉回乡当这个技术员是
正确的选择。”

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土地价值，
提高大棚单位面积产出，解决农产
品销售问题，罗村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基础上，结合“三百四千”工
程奋力赶超行动，不断吸纳人才，
助力产业发展。

在罗村，不仅有武永良这样的
技术型人才，还有新媒体人才。

在果蔬大棚西南角，有几间

由旧房舍改造的茅草房，外表的古朴与内部的现代形成
强烈反差，三要镇龙山村青年创业人才田野正在开启新
一天的直播。

“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三
要镇罗村种植的水果玉米……”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个补
光灯加上朴实的语言，就是田野每天的工作日常。直播间虽
然人数不多，但是线上成交量却十分可观。

“最近，礼品小西瓜在直播间的销售情况很好，半个多月
销售量就达 1 万多斤。”粗略翻看了后台的数据后，田野忍不
住同记者分享直播带货的成果。

就在田野分享自己创业经历的时候，一位刚从河南省回
来的李先生急匆匆地走进果蔬基地。

“今天抖音上看到的水果玉米还有吗？”李先生一边擦拭
额头的汗水，一边问。

“有，你要多少？这里有新鲜采摘的，你先尝尝。”说着，
田野拿起一根玉米递了过去。

“嗯，甜，很好吃，有牛奶的香味和甘蔗的甜味。给我来
三穗，带回家给家人也尝尝。”李先生边吃边竖起拇指。

“像这样的顾客，每天都有很多，大部分都是看到抖音里
的短视频慕名前来的。”看着李先生满意离去，田野笑着说。

今年以来，罗村强力推进头雁带富领飞、党员驻村兴农
和人才创新创业工作，多措并举推动“三百四千”工程落地见
效，并积极探索“直播+助农+电商”新模式，实现直播和“三
农”的深度融合，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帮
助农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产业兴旺村民富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包装小西瓜和水果玉米，最近一
个月西瓜熟了，每天都要来，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块钱，一年
下来收入 1 万多元是很轻松的。”说起自己的收入，罗村东岭
组村民张月秀笑得合不拢嘴。

无独有偶，今年 53 岁的吴会芳也是合作社务工队伍中
的一员，从 4 月份起，她就一直在这里务工。“现在年龄大了，
出门找工作很难，就算找到了，也是一些体力活，还不如在家

门口干干活，既能照顾孙子，还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在吴会
芳看来，在合作社务工赚取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分红、退耕
还林的补贴，自己的日子过得也十分滋润。

吴凡介绍，罗村从一开始就紧盯产业带动，积极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驻村工作队先后多次带领村“两委”成员赴邻镇调研
苏陕协作项目，积极学习产业种植、管理、销售等关键环
节。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经“四支队伍”集体讨论研究，
结合罗村实际和发展规划，大家决定利用现有集体土地发
展特色果蔬种植项目。目前，村里 10 亩礼品小西瓜已经进
入尾声，紧接着 4 亩地的水果玉米陆续成熟，届时将走进直
播间和县城的商超。

吴凡指着村子远处的空地介绍，今后将探索集农业采
摘、休闲观光、教育学习为一体的园区建设，吸纳全体村民
加入，实现工资、分红双增收，预计村集体年收入达 30 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3000 元，将实现“蔬果常绿、瓜果
飘香”的产业格局。

美丽乡村新画卷

头顶似火的烈日，经过写有“美丽罗村”字样的牌坊，沿
着一条蜿蜒伸向山脚的乡村路，记者“闯”入一幅景美人和的
山水画卷。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房屋，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间，让罗
村有了些许“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景致。

走在村里，随便打探一下，人们都会感叹罗村如今的发
展成就。曾经土里刨食、种植单一、贫困落后的村子，如今果
蔬飘香、村落美观、乡风淳朴，这一切都得益于罗村的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

“以前，村子里面又脏又乱，一下雨，院子全部都是积
水。现在，经过环境治理，村道路边处处都是鲜花。排水渠
从每家每户门前经过，文化长廊成了我们休闲的好去处，麦
田画成了很多人前来打卡的网红地……”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罗村的美丽蜕变。

罗村党支部书记吴凡说：“罗村的美丽蜕变，离不开全市
大刀阔斧进行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去年以来，罗村围绕农旅
融合，多措并举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路，以卵石铺就
二十四节气四季路，建设诗词文化长廊，打造网红打卡地，实
现了村容村貌特色化。另外，我们对村里排水系统进行整
修，新建了文化小广场，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

罗村充分利用村民大讲堂、农民议事厅、道德讲堂等开
展各种文化活动，让村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
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今，行走在罗村，随处可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百善孝为先”等标语。村委会评选的最美人物
事迹公示在文化墙上，成为群众茶余饭后的美谈。

“未来，我们将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将罗村建设为村容村
貌特色化、产业发展规模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人居环境整洁
化的‘四化’乡村，努力实现罗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服务便捷，使罗村从全域治理向全域美丽蜕变。”吴凡说。

乡 村 振 兴 迈 出 铿 锵 步 伐乡 村 振 兴 迈 出 铿 锵 步 伐
本报记者 王江波 谢 非

本报讯 （通讯员 叶敬礼）全市“三百四千”工程奋力
赶超行动实施以来，山阳县联项目精准服务工作专班县发改
局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推行“工作清单”机制，以“包联重点项
目工作清单”的形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山阳县推行“工作清单”机制，严格落实对账交账制度，并
同步纳入县联项目精准服务专项工作督查考核范围。目前，县
发改局已将 135个项目列入今年重点项目，逐个安排包联单
位、制定“工作清单”，倒逼各项任务落实，推进项目提速提效。

在“工作清单”机制推动下，山阳项目推进速度不断刷新
纪录。山阳县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从建设用地规划到图

审施工、主体建设，仅仅用了 7个月时间；县城提升一期项目
从用地规划、图审施工到项目竣工，仅用了 3个月时间；园区
高频变压器一期项目从厂房装修到投产运营，只用了 4个月
时间，工期提前 3 个月时间；西十高铁山阳段先行用地全部
征迁到位，控制性工程已全部开工。

目前，山阳县各包联单位协助办理和丰阳光三期、丰泰
康养中心、山阳抽水蓄能等重点项目前期手续 36个，争取中
央和省上各类资金 15.87亿元。全县全年安排的 135个重点
项目已经开工 111 个，开工率 82.2%，完成投资 70.08 亿元，
占年计划的 45.8%。

山阳建立“工作清单”机制加快项目建设

眼下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沿着平坦的水泥路，
走进丹凤县商镇黑沟河村水杂果产业基地，百余亩成
熟的沙红桃沐浴在阳光下，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果香。
绿油油的桃树上，又大又红的沙红桃压弯了树枝，让
人垂涎欲滴。

来自丹凤县城的游客叶莉霞摘下一个沙红桃
边吃边赞叹：“脆甜脆甜的，味道非常不错。”她对
眼前的风景和鲜美的桃子赞不绝口，还拍起抖音
和粉丝一起分享。

村民叶军海是村里有名的水杂果种植大户，也
是远近闻名的水杂果“专家”。“今年雨水少，别的地
方的很多桃园因水源问题，桃子挂果和长势都不如
往年，减产比较明显。今年，桃子的市场批发价较往
年至少涨了一两元，是近几年价格最好的。我们村
的桃园不缺水、长势好，果品和产量都要好于往年。”

叶军海和家人们一边采摘，一边装箱，对今年桃园增
产增收信心满满。

黑沟河村位于商镇西北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
光照充足、水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宜水杂果
生长。近几年，黑沟河村利用山坡地发展水杂果近
2000 亩，其中有桃林 440 多亩，主要种植沙红桃和京
白桃。2016 年，村里成立了绿怡果业合作社并申请
了国家商标，果业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说起村里今年桃子的销售前景，黑沟河村党总支
书记刘恒喜上眉梢，指着眼前 7 月下旬即将成熟的
300 多亩京白桃说：“今年我们村丰产的桃林有 440
多亩，长势都很不错，预计亩产量至少在 5000 多斤。
按照目前市场上沙红桃最低的批发价算，今年的销售
额保守估计也在 550万元。”

去 年 以 来 ，黑 沟 河 村 通 过 头 雁 带 富 领 飞 带 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村集体流转荒山荒坡发
展樱桃、桃子、葡萄等水杂果特色产业，帮助村民
增收致富。目前，桃子种植已成为村民致富增收
的支柱产业。

黑沟河村发展水杂果特色产业，增加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带动了村民致富增收，也实现了“春赏花、
夏摘果”的目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乡村旅
游奠定了产业基础。如今，黑沟河村已成为当地依
靠产业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明星村”。

商镇宣传科教文卫办公室主任姚婷说：“今年‘三
百四千’工程实施以来，镇上根据黑沟河村的产业发
展现状，同村‘两委’会协商，听取群众意愿，我们投资
50 多万元修建了 1.6 公里的产业路，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着力解决群众农产品运输难题，为黑沟河村产业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沙 红 桃 抢 鲜 上 市 “ 桃 ”醉 游 客
本报通讯员 贺晓霞 彭 璇

罗村水果蔬菜大棚罗村水果蔬菜大棚

村党支部书记吴凡查村党支部书记吴凡查
看西瓜生长情况看西瓜生长情况

村民包装刚采摘的西瓜村民包装刚采摘的西瓜

田野在水果玉米大棚拍摄短视频田野在水果玉米大棚拍摄短视频，，宣传罗村特色产业宣传罗村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