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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花中村在秋粮

生产上主抓玉米套种大豆
试验田项目和种植金丝皇
菊 项 目 ，始 终 突 出 科 学 种
植与管理，坚持标准化、规
模 化 生 产 ，目 前 秋 收 已 基
本 完 成 ，秋 粮 较 去 年 至 少
增加了三成。现在金丝皇
菊 进 入 花 苞 期 ，长 势 也 比
往年好很多。”日前，丹凤
县花瓶子镇花中村党支部
书记邱昆峰向前来实地调
研群众秋收情况的镇上相
关负责同志说。

今年以来，花中村结合
镇上将粮食和茶菊产业发
展纳入党支部年度考核目
标的实际，突出党建引领作
用，适时邀请和组织镇、村
干部、农业技术人员、试验
田农户多次深入田间地头
研判，最终把玉米套种大豆
和金丝皇菊作为村上粮食
生产和产业发展项目，确保
持续稳定增加群众收入。

生产过程中，村上要求
村民注重种植品种、面积、
疏密度等要素，最终落实了
51 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试
验田、60 亩金丝皇菊种植
基地项目，以此带动全镇农
民以小型农户模式发展玉
米套种 680 亩、金丝皇菊种
植 300亩。

在玉米大豆套种实验项目上，镇上确定有机生产的总基
调，突出防虫、防旱、植株间距等要素管理，按照玉米大豆生产
周期，多次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现场“把脉问诊”，及时开展蚜
虫、红蜘蛛等病害的专项治理，坚持科学种植与管理，使玉米
和大豆在不同高度、光照下茁壮成长。

在茶菊生产上，镇上确定了金丝皇菊作为唯一茶菊品
种，抛弃传统平地生产模式，采取覆膜地垄种植办法，在保
障金丝皇菊不耐旱、不耐涝生长条件的同时，还提高了本
年度金丝皇菊种植成活率在 97%以上。镇、村综合考虑金
丝皇菊喜阳特性，在蒿沟组阳坡面整理村级公共土地 15
亩，流转村民土地 45 亩，将豆饼、猪粪、腐叶土等有机肥作
为基肥，有效保证了生长肥力，目前金丝皇菊长势肥壮，枝
头含苞率在 95%以上。

镇、村在粮食和茶菊生产上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生产，
确保产品生产可追溯，质量有保证。在种植全过程采用生
物、物理办法治理病虫害，真正做到了“零农药残留”。借
助村上“花芝源”品牌，不断拓展产品种类，积极把生产的
玉米、大豆、金丝皇菊等初代农产品转变为商品，持续有效
增加了群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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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记者来到洛南县麻坪镇云蒙山村，宽
敞干净的村道、整齐靓丽的屋舍、生机勃勃的木耳基
地……青山绿水，生机盎然，一幅恬静安逸的山水田
园风光图展现在眼前。

短短一年多时间，云蒙山村相继实施了污水治
理、环境整治、道路修复、产业优化等，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村民收入节节攀升。云蒙山村的华丽蜕变，离
不开云蒙山村党支部书记汪春堂。

把后半生奉献给家乡

2020 年底，结合市、县提出的“归雁计划”，云蒙
山村党支部在换届过程中通过摸排走访，发现在山
西打拼的汪春堂有干劲、潜力大，具备优势，便积极
与其沟通。

“当时，刚和我联系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犹豫。
一方面自己在外面收入还不错，另一方面也是担心
自己缺乏村庄管理经验，担心干不好辜负组织的信
任。”汪春堂回忆说。

尽管多年来汪春堂一直心系家乡，也经常给村
里捐款，但是他回村的次数有限，对村里的人和事都
不是很了解，村里一半以上的人他都不认识，很担心
工作难以开展。

经过镇、村多次做思想工作，汪春堂深深地感受
到了村里人迫切希望改变云蒙山村落后面貌的盼
望。经过慎重思考，汪春堂决定放弃经营了 20 多年
的建筑行业和由此带来的丰厚收入，回村竞选村党
支部书记，决心把后半生奉献给家乡。

“钱挣多少无所谓，能在有生之年为家乡出一份力、
尽一份责，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汪春堂说。

真情换真心打开局面

“村里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孤寡老人，三天两头到
家嘘寒问暖、解决困难，天旱帮助浇地，遇到暴雨帮
助撤离，感觉比亲人都亲！”提起现在的生活，村民张
银香高兴得合不拢嘴。

然而，上任之初，面对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的
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上不积极配合，这给了汪春堂不
小的压力。

“村民都不认识我，何来信任？只能以真情换真
心，才能打开局面。”汪春堂说。

为了改变现状，汪春堂挨家挨户上门详细询问
村民的生活需求以及遇到的困难，让村民看到他一
心一意为民办事的诚意。他还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重阳节孝老爱亲”“好媳妇、好公婆、先进个人”
评选和组织“巾帼团”为孤寡老人蒸馍、炸馃子、打扫
卫生等活动，不断凝聚人心，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过了个生日，真
是太感动了！”村里高龄老人宋风花激动地说。

宋风花的儿女在外打拼，不能时时陪伴在身旁，
很多时候都是她一个人过节。后来村里举办各种活
动，每次都不忘邀请宋风花老人，这让她感受到了家
人般的温暖。

“打开工作局面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事多工作忙，
大到村里的发展规划，小到邻里纠纷。”汪春堂说。

一年多来，汪春堂每天都能接到群众打来的电
话，有了解危房改造政策的，有询问低保政策的，有
要求解决家庭纠纷的……他都一一耐心予以解决。
虽然是些琐事，但这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群众对他这
位新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和期盼。

“群众利益无小事，他们能主动来找我，就是对
我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
望。”汪春堂笑着说。

把村上的事当自己的事干

“汪书记刚回村的时候，村集体经济没多少收
入，村民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后来，他带着大家发展
产业，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发展壮大，群众的收入也在
逐步增加。”云蒙山村村干部李峰说，汪春堂上任之
后，首先对村里情况摸排走访，多次带领村干部去洛
南县古城镇、三要镇等产业发展得比较好的村子学
习参观，回来之后结合实际制定出符合云蒙山村的
产业发展计划。

2021 年 ，经 过 慎 重 考 察 和 周 密 计 划 ，云 蒙 山
村流转了 20 亩土地，发展地栽黑木耳 10 万袋，带

动 80 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年底为群众发放务
工 工 资 16 万 元 ，为 村 集 体 经 济 积 累 10 万 元 。 今
年 ，云 蒙 山 在 去 年 的 基 础 上 又 增 加 10 万 袋 黑 木
耳，同时发展红仁核桃 50 亩、光伏产业 600 平方
米 100 千瓦，云蒙山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
收入“双增收”。

“现在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群众配合度也很高，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上就有能
力为村民办更多的实事好事。”看着自己起早贪黑、
打拼赢得的成果，汪春堂开心地说。

“只要把村上的事当自己的事干，就没有干不好
干不成的事。”汪春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善于钻研、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使他很快成为产
业发展方面的“土专家”。随着村上发展越来越好，
前来学习交流的村党支部书记也越来越多，汪春堂
还被 4个村聘请为产业顾问，而他也乐于向兄弟村传
授经验，帮助发展产业。

云蒙山村在党建、社会治理、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相继被授予全国、全省乡
村治理示范村以及陕西省文明村、商洛市先进基层
党组织、洛南县乡村振兴红旗村等荣誉。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股份经济联合社，计划
流转土地 20 亩，先行试验种植油菜、豆角等经济型
作物。同时，通过开展大樱桃采摘活动来带动民宿、
农家乐等产业的发展，不断使云蒙山村在乡村振兴
路上迈出新步伐。”汪春堂信心满满地说。

头 雁 领 飞 春 满 堂
本报记者 李敏 谢非

中秋时节，笔者走进商南县金丝峡镇梁家湾村
蜜桃园种植基地，阵阵桃香扑鼻而来。眼下正值桃
子采摘期，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桃林间，随手拨开枝叶，
一个个桃子挂在枝头，色泽鲜亮，令人“桃”醉。

“每年桃子成熟时，我都会带着家人来这里买
桃，孩子在这里可以一边采摘，一边体验劳动带来
的乐趣。”正在采摘的严先生说，“这里的桃子汁多
味甜，口感很好，价格也便宜。”

基地负责人姚永娟说：“刚开始种植桃树，我
们都没有经验，产出来的桃子质量、产量都不行，
可把我们愁坏了。再三考虑后，我们多次到杨凌、
山东、甘肃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引进了永莲蜜桃。”

按照桃树生长环境和技术管理要求，姚永娟还
邀请商南县农业农村局专业技术人员，对桃树枝丫
修剪、分化等进行指导，确保每一棵桃树都能享受到
充足的光照。就这样，桃园逐步走上了正轨。

姚永娟先后投入资金 30 多万元，流转土地
50 亩，成立了商南县姚家姐妹果蔬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桃子成熟后，她主要是以批发、自由采
摘、电商销售等为销售渠道，年收入 20 多万元。
每年在除草、施肥、采摘的时候，该合作社带动当
地闲散劳动力就近务工。

姚永娟说：“在基地长期务工的只有三四个
人，农忙的时候，需要请10多个工人，一年下来，大
概能提供800个工作日的劳动岗位（一人干一天算
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作日的务工费是60元。”

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刘社香说：“我在这里负责
除草、施肥、浇水、采摘、剪枝等工作，一天 60 元，
一年下来，能挣个万儿八千的，也能给孩子们减轻
点负担。”

近年来，梁家湾村依托丹
江两岸开阔的平原沃土，相继

发展了黄杏、桃子、
大红袍花椒等绿色
产业，建成水果采
摘园、丹江漫步道、
中药材育苗基地、
农业产业园等精品
项目，有效提升了
乡村旅游品质，让
游客有得玩、留得
下、带得走。

梁 家 湾 村 党
支部书记李振说：

“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
资金入股、成立合
作社等形式，我们
将 继 续 大 力 发 展
集高效农业、旅游
休闲、健康养生为
一体的富民产业，
带 领 群 众 实 现 抱
团 发 展 、规 模 经
营、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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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采摘桃子游客采摘桃子 汪春堂查看木耳菌棒长势汪春堂查看木耳菌棒长势

“ 咕 咕 、咕 咕 咕 …… ”临 近 中 秋 ，
蔡 发 启 老 人 心 中 美 滋 滋 的 ，他 提 着
一 竹 笼 鲜 草 ，一 边 撒 草 一 边 嘟 起 嘴
唇 叫 着 ，待 在 棚 里 的 黑 遥 鸡 扑 棱 着
翅 膀 奔 跑 出 来 ，一 拥 而 上 围 着 青 草
争 相 吃 起 来 。

今年 79 岁的蔡发启是山阳县高坝
店镇芦垣沟村三组脱贫户，老伴腿脚不
便，儿子在唐山市工地摔坏了肋骨，后来
儿子离婚后儿媳妇带着孙女离家出走。
与老伴相依为命的蔡发启，在合作社的
带动下，养了 30只黑遥鸡。

“我每天早上出去寻野草，变着花
样喂鸡，现在都养了快两个月，马上就
能卖啦，这茬鸡挣 1000 元么麻嗒。”蔡
发启说。

像蔡发启一样的留守弱劳动力，通
过政府引导，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发
展养殖实现居家增收，只是山阳县积极
实施以“庭院经济”为主的小种植、小养
殖、小加工、小商贸、小田园“五小”经济
的一个缩影。

笔 者 在 芦 垣 沟 村 看 到 ，水 泥 路 旁
的农家院子，围起了 2 米高绿色铁网，
网子内一个灰色的铁皮鸡舍安放在院
墙 拐 角 。 有 的 群 众 为 了 给 鸡 舍 降 温 ，
上面还搭起了一个棚子。每家每户 7

月中旬认领的 30 只青年鸡，在围网内
相互追逐。

“我们村 433 户 1611 人，以种植、养
殖为主导产业，人均纯收入 1.14 万元，
集体经济积累 34 万元。目前，全村发展
连翘种植 1000 亩，养殖黑遥鸡和传统
土鸡 2000 多只。”芦垣沟村党支部书记
方建平说。

今年以来，山阳县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和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要求，
不断强化产业帮扶力度，扶持农村剩余
劳动力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增加农民经
营性收入。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方建平介绍，
芦垣沟村在省林业厅的帮扶下，成立了
山阳县大山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由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林下养殖、庭院
养殖。目前，全村 26 户群众庭院养鸡
780 只，合作社依托集体经济在 12 亩红
油香椿基地规模养鸡 1050 只。

“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由合作
社垫付每只鸡 30 元成本，并负责提供网
子、鸡舍和技术指导，农户进行庭院示
范养殖，成年鸡出栏时，合作社按 100
元每只保底价收购，扣除 30 元成本，其
余利润归农户所有。”省林业厅驻芦垣

沟村第一书记陈煜蒙就“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作了介绍。

经营主体联农带农，降低了农户养
殖风险，激发了群众庭院养殖的积极性。

“我是党员，我带头养殖，群众就放
心了，都争着申请鸡笼要养鸡。”对于政
府为群众办的实事好事，65 岁的老支书

詹盼来更有信心。“这茬肉鸡卖了后，我
准备再上一茬放养母鸡，一只鸡每月产
20 颗土鸡蛋，就可以收入 30 元。在院
子 养 50 只 ，每 月 纯 利 润 在 1200 元 左
右。”詹盼来说。

好 山 好 水 好 生 态 ，养 鸡 养 出 致 富
经。陈煜蒙说：“芦垣沟村森林植被丰
厚，空气质量良好，坡地多平地少，特别
适宜香椿生长，工作队已经与加工企业
达成包销合同意向，并注册了商标，计划
明年扩大红油香椿种植面积，实施林下
立体养殖，带动更多的群众通过养殖生
态鸡实现增收。”

“ 按 照 县 委 、县 政 府 安 排 部 署 ，
高 坝 店 镇 以‘ 五 小 ’经 济 为 突 破 口 ，
量 体 裁 衣 为 农 户 规 划 产 业 ，大 力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让 更 多 的 农 民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增 收 致 富 ，打 好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基 础 。”山 阳 县 高 坝 店 镇 党 委 书
记 董 善 平 说 。

生 态 养 鸡 增 效 益生 态 养 鸡 增 效 益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张 宏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