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5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44
责编：王涛 组版：丹蕾 校对：双双 小伟

四方双结对四方双结对 共建示范村共建示范村 丹凤篇丹凤篇

“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南京市雨花台区对口
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长、丹凤县委常委、副县长薛
伟对宁商协作“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村”工作这样
进行概括。

近几年，许家塬村在丹凤县委、县政府和“苏陕
协作雨丹工作组”的帮助和支持下，以“党建引领、
产业振兴”为目标，树立“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的发
展思路，通过引入南京数溪科技的先进技术，围绕
产业数字化、管理高效化、服务在线化、应用普及
化，开发建设许家塬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加强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能力，提升党建管理数字化、乡
村治理信息化、农业生产智慧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水平，为实现棣花镇许家塬村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
力支撑，打造丹凤“数字乡村”新模式。

雨花台区对口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长、丹凤县
副县长薛伟说：“共建示范村建设是多方协同向着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目标发展，通过党建引领和科技赋能，把棣花许家塬
村打造成为商洛市数字乡村建设样板典型。”

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薛伟对许家塬建设数字
乡村充满信心：“我们将搭建以便民服务、游客咨
询、基层治理、创意致富为主要
内容的数字平台，提供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同步’动态详情；
建成以电子地图、遥感影像、三
维实景地图等多类型、多尺度、
多时态的空间数据为基底，叠
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交通、
建设、文旅、民政等部门的数字
乡村底图，呈现出未来乡村发
展新愿景。”

同时建设许家源村现代农
业园区数字乡村平台，通过整
合田间物联网设备、自动水肥
机 等 手 段 ，农 户 在 手 机 APP
上，可以随时查看作物长势，及
时跟进农田管理，在生产上，自
动化管控温度、湿度、光照、水
肥、病虫害和授粉等，实现生产
数字化。在管理上，从生产到
采收全程可视化管理，实现生

产过程到运输过程的全方位监控的管理数字化。
除了数字平台的建设，雨花台区对口帮扶组

还将在许家塬建成智慧销售和溯源平台，通过为
每个商品附带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
实时观看大棚内果蔬生产情况，做到公开化、透明
化生产，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同时，消
费者还可以实时了解产品成熟期、产量、价格变
动，即时下单购买，实现产品网上销售的同时，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管理后台还可以实时更新
客户扫码统计，掌握产品生命周期、扫码分布，支
持精准开拓市场，实现产品质量完整追溯，为农产
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相信，通过数字乡村的试点建设，可以不断推
进“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发展模式，为全村
范围内的农业从业人员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
后”的全方位服务，实现“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
为新农资”，促进农业经营主体集群不断壮大、科
技和管理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农业规模效益和品
牌价值不断提升，
实现农业生产的
跨越发展。

牵头领导话共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位于
“谷桥”（软件谷和两桥）核心地带，下辖 15 个居民
小 区 ，辖 区 共 有 在 建 工 地 14 家 ，企 业 包 括 楼 宇
3347 家，其中“九小行业”462 家，商业综合体 2
家。2021 年，社区获得雨花台区优秀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

在丹凤县委、县政府和“苏陕协作雨丹工作组”的
得力领导下，尹西社区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为抓
手，将“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的发展思路通过双结对
向许家塬村辐射传导，通过引入南京数溪科技的先进
技术，围绕产业数字化、管理高效化、服务在线化、应
用普及化，搭建以便民服务、游客咨询、基层治理、创

意致富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平台，助力许家塬村数字乡
村建设。

在尹西社区的倾情扶持下，目前许家塬村已建
成现代化猕猴桃产业基地 306亩，实现了土地多重
利用，在原有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葡萄等。并完
成了边坡整治、村环山产业路、村组道路亮化等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用技术培训，就业技能
培训，农文康旅联合党委建设等 7个项目已完成。

尹西社区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和许家塬村携
手共进，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为全村范围内的农
业从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跨
越发展。

记者连线 宁商情深结对寄语

今年以来，许家塬党支部围绕“五大振兴”工作要
求，以“果旅融合”为定位，全力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
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的新典范。

他们紧扣“3+3+3”现代产业体系、十大产业链
建设内容，全力以赴为丹凤葡萄酒庄、现代食用菌
产业园、核桃主题公园、棣花古镇旅游园区等链主
企业提供环境保障，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村上依
托天宇润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做好核桃农业与文
化旅游综合发展项目，在现有基础上创新发展农耕
文化体验，融合数字技术将虚拟与现实环境结合，
开发 VR 全景旅游、林中寻宝等新项目，用更多元
的发展方式、更具潜力的发展项目来持续助力乡村
振 兴 。 现 已 建 成 猕 猴 桃 采 摘 园 500 亩 ，葡 萄 园
1200 亩，核桃科管 2 万亩，年产 4000 吨双孢菇示
范园投入运营，修建核桃主题公园产业路 4.2 公
里，完成河道治理 1500 米，建设高标准农田 600
亩，600多户群众依附在产业链上致富增收。

除了兴产业，他们还大力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
设，累计完成 6公里饮水管网铺设，建成供水厂房 3
处，备用井 2 口，安装消毒净化设备 3 套。建成村
垃圾分类处理站和污水处理站，实现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不出村目标，累计改厕 324座，铺设污水管
5 公里，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0％，新建口袋

公园 2处，民居改造 120 多户，栽种各类绿植花卉 5
万多株，实现了“全域整治”向“全域美丽”的转变，
形成了四季有花、有果、有景、有效益的现代农业田
园综合体。

产业兴、设施全，更要精神足。他们通过开展
“美丽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系列活动，提升
群众参与度，培育群众良好生活习惯。相继开展
文艺演出 3 次，组织青年志愿团、党员干部等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慰问贫困老人、春节送福等活动 4
次，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广场舞活动，引导中老年
人参与活动，强化群众自娱自乐班子，群众精神面
貌持续向好。

强化党建引领，成立农文康旅产业联合党委，
在 3 条产业链上组建各类党小组 8 个，实现党组织
服务与产业链条同步延伸、党组织活动与产业园区
扩展同步覆盖，引进三秦学者雷玉山、文化名人王
晓勇等各类人才 8 名，培训本土人才 30 多名，把一
大批新型“三农”人才真正聚在产业链上，为乡村振
兴蓄积了强大后劲。通过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党员干在产业链上、人才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在
产 业 链 上 ，走 出
了一条强村富民
的新路子。

结对共建看头雁

2016年，因为一个美丽的约定，将相距900多公里的江苏省南京市和陕西省商洛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同的风景、不同
的环境，相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成就了跨越千里的宁商对口协作。

7年的对口帮扶，南京、商洛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流合作，拓宽协作领域，把两地优势充分结合，南京帮助商洛实现了
社会经济、基层治理、农业技术、医疗服务、教育教学等各领域上的突破，在19292平方公里的秦岭腹地书写了跨越千里、合
力攻坚振兴的故事。

2022年，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苏陕工作队印发《关于开展苏陕协作“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
村”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要在陕西56个脱贫县各选择1个村开展四方结对工作。通过“四方双结对”，推动苏陕村村结
对做深做实，为助力陕西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搭建机制和平台。

“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村”的提出，为续写宁商情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伴随空气中的淡淡清香，走进商洛市丹凤县许家塬
村，在硕果累累的核桃树丛中，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几年前，许家塬村还是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村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贫困村之一，在当地群众心目
中，这里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山旮旯”。

如今走进许家塬村，一条条宽敞的硬化路，一座座错
落有致的房屋，一片片静待采收的果园，一张张幸福甜蜜
的笑脸，一幅产业兴旺、青山如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
徐徐展开。

“比过去好太多了，我们村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刚刚从
基地忙完的许家塬村二组村民田发操感慨道，“村里的环境
不但变好了，收入也有保证了。以前靠天吃饭，只要吃饱穿
暖就行，现在打工挣钱，工作稳定，收入还高，每年还可以收
入土地流转金 2000 多元。基地忙的时候，一个月光劳务收
入就能拿 3000多元，一年下来最少也有 3万多元的收入。”

许家塬村的蝶变得益于“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村”的建
设成果。“许家塬种植核桃历史悠久。作为核桃老产区，丹凤
县是 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批示
的发祥地。此后，核桃就成了丹凤的主导产业。近年来，许
家塬村核桃种植规模和种植技术也不断提高。”许家塬村党
支部书记许建报介绍说。

为了重拾“一升核桃”的名号，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2016 年，许家塬将原有的 1000 多亩核桃园流转给陕西
天宇润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现有的核桃林地和山谷沟壑
地貌为基础，规划建设了集核桃科普、林下经济、露营体验、
休闲观光、养生养老、民俗体验等多位一体的“农文康旅”融
合的主题公园。

如今，1400 亩的核桃主题园，不仅让核桃变成了当地村
民的“增收致富果”，还为村民解决了就业难问题，带动 157
户群众实现年收益 79万元。

核桃主题园的科技元素满满，助推核桃产业链不断发
展，让其成为促民增收的主导产业，这其中就有着对口支援
丹凤县的南京市雨花台区帮建的“薄壳山核桃示范项目”。

薄 壳 山 核 桃 引 种 筛 选 与 示 范 项 目 为 南 京 市 科 技 计
划项目，被南京市科技局和商洛市科技局选为商洛科技
十大攻关项目。由南京绿宙薄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
西 安 植 物 园 和 陕 西 天 宇 润 泽 生 态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打
造。目前，各成员单位专家组通过业务培训、技术指导
等 方 式 ，已 实 现 碧 根 果 种 植 160 多 亩 ，林 下 套 种 中 药 材
桔梗 100 多亩。经过科技的加持，薄壳山核桃鲜果价值从
7~8 元/斤的价格增长到了 60~70 元/斤，经过改良后的产
品利润提高了近 10 倍。

2021 年苏陕协作项目资金支持 200 万元用于建设棣花
许家塬村北塬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实施 800亩核桃综合科
管，薄壳山核桃培育及林下中药材种植。通过土地流转、劳
务等方式带动周边 45户 143人致富增收。

家门口就业，幸福感爆棚。在许家塬村，这种幸福的氛
围不只体现在核桃产业基地。

与核桃主题园隔山相望的猕猴桃和葡萄产业园中，
果木长势旺盛，藤蔓已经开始爬架，村民套种的大豆也结
满了豆荚。

站在坡顶俯瞰，产业园中几名工人正在弯腰检查喷灌设施。
“在产业园建设过程中，雨花台区不仅为我们解决了一

部分资金问题，同时新建水肥一体化现代种植园，实现果树
浇水、施肥的自动化管理。这两年猕猴桃和葡萄都处于培育
阶段，我们就让村民在地里套种了土豆、黄豆等农作物，实现
种植支出和农作物收入的平衡。”指着眼前漫山遍野的果树
苗木，许建报开心地说道。

在“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村”工作中，许家塬村立足核
桃、中药材“两大传统种植业”和食用菌、猕猴桃、葡萄“三大
新兴产业”，形成以产业引领带动群众致富，以产业发展推动
乡村建设，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旅游的崭新局面。

走入村口夏琳双孢菇产业园区，一股清新的香气扑鼻而
来，数十名工人正娴熟地采摘着，“这块要赶紧采摘，不然菇
肉质量就不好了。”园区负责人正在一个个菇架前查看双孢
菇长势，并指导工人们分区域采摘。“双孢菇和其他菇类不太
相同，它的生长周期短，在适宜的温度里，一夜之间就能长起
来，需要及时采摘。”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双孢菇种植已完全实现工厂化生产，全年都可以
种植采摘。我们南京金时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帮
扶指导夏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指导帮扶，已经实现双
孢菇产量从每平方米 16 公斤增长到 26 公斤，生产效率明显
提升。2022 年度平均每周在南京市场销售鲜菇 3 吨，累计
销售菌菇酱 6 万瓶。2022 年上半年，双孢菇实现出口销售
额 6540 万元。”雨花台区对口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员、丹凤
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顾菲凡说。

在雨花台区和尹西社区的对口帮扶下，许家塬村村民的
腰包鼓了，村庄环境整洁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绿 满 坡 塬 产 业 兴绿 满 坡 塬 产 业 兴
本报记者 赵有良 王江波

许家塬村一角许家塬村一角

许家塬村新建的口袋公园许家塬村新建的口袋公园

雨花台区对口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长雨花台区对口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长、、丹凤县委常委丹凤县委常委、、
副县长薛伟在猕猴桃种植园查看猕猴桃生长情况副县长薛伟在猕猴桃种植园查看猕猴桃生长情况。。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苏陕协作谱新篇苏陕协作谱新篇

打造数字化发展新样本

果旅融合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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