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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勇）今年以来，丹凤县庾岭镇龙骨岩
村深入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围绕“千名党员驻村
兴农”“千名头雁带富领飞”等工程，坚持全字当头、实字托底、育
字为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延伸产业发展链条，夯实乡村振
兴基石，优化人才引育环境，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龙骨岩村党支部牵头，联合黄坪村、两岔河村、花椒沟村党支
部，建立“庾岭镇食用菌产业园联合党支部”，四村联合总投资
220 万元，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入股 46 万元，创新探索“联
合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建
成生产基地 2个。在两岔河村流转土地 30亩，建成 60棚 40万袋
蘑菇生产基地，可实现收益 150 万元；在黄坪村新建大棚 40 个，
发展反季节蘑菇种植 34 万袋，可实现收益 40 万元；以龙骨岩村
轴心示范带动四村 410 户 1340 人年人均分红 200 元以上，提供
就业岗位 60人，年收入 2万元以上。

村上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持“思想不乱、工作不
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的思路，以农村发展、农村建设、农村
治理为重点，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及时发现，精准施策，

应扶尽扶。围绕天麻、猪苓、茯苓、生猪、劳务五大优势主导产
业，发挥行业比较优势，强化产销衔接，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不
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面实施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开展“一
清两改三提升四巩固五建园”，新修建公厕 1 座，安装路灯 72
盏，增添垃圾箱 10 个，拓宽入户路 1 条，硬化产业路 200 米，划
分户环境卫生责任区，发放倡议书、评选卫生示范户，通过宣传
激励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龙骨岩村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推进创新创业。建立
村级人才工作室，聚焦发现人才、吸引人才、培育人才三大关键
环节，交流对接、柔性引才，推行“专家授课+课堂培训+基地实
训+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邀请省厅专家现场技术指导，开展
技术培训 86 人次，培育高素质农民 3 人、致富能手 3 人、致富带
头人 5 人、产业大户 7 户。同时将 2 名大学生、2 名致富能手吸
纳进村“两委”班子任职，培养后备干部 5 名。通过岗位优选、奖
励机制、政策激励，持续优化乡村振兴人才引育留用环境，实现

“引得回、留得住、用得好”，让乡土人才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
“领头雁”。

龙骨岩村

头雁带富领飞 乡村倍增活力

本报讯 （通讯
员 余偏林）“ 建 设
年产浓缩蜂蜜 1000
吨的生产线，投资 80
多万 元 ，就 业 20 多
人 ，将 带 动 社 区 集
体经济年增收 15 万
元 ……”9 月 20 日 ，
柞 水 县 瓦 房 口 镇 街
垣 社 区 蜂 蜜 加 工 厂
负 责 人 宋 海 东 信 心
满满地说道。

金 秋 时 节 ，硕
果 累 累 。 在 地 处 金
井 河 中 下 游 的 街 垣
社 区 养 蜂 基 地 ，一
个 个 蜂 箱 零 星 摆 放
在 一 片 片 青 草 丛
中 ，蜜 蜂 飞 舞 ，嗡 声
入 耳 ，让 寂 静 的 田
野热闹了不少。

近 年 来 ，街 垣
社 区 坚 持“ 一 村 一
品 ”，依 托 资 源 优
势 ，做 强 养 蜂 产 业 ，
推 动 新 业 态 发 展 。
这 里 平 均 海 拔 800
多米，无霜期为 220
天 左 右 ，属 中 温 气
候 ，群 山 连 绵 ，花 木
众 多 ，坡 塬 地 多 见 ，
村 民 传 统 散 养 蜜 蜂
可谓屡见不鲜。

“养蜂不懂技术
是 不 行 的 ！”宋 海 东
说，“过去不懂技术，
走了弯路，传统养殖
浪 费 大 ，质 量 上 不
去。2020 年我花了
1 万多块，到四川‘蜜

生元’学习养蜂技术，启发和收获很大。”
“我把两次获得全省蜂蜜品质大奖、蜂毒是‘血清

之王’、销售价格、养殖小窍门等小视频发在微信朋友
圈里，关注的人多了，销路慢慢就好了。”宋海东讲道。
如今，他盖起了楼房，日子富了，成了致富带头人，当上
了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带领群众致富重任在肩。

“我们与西北大学蜂蜜产品团队建立合作关系，
对关键技术进行支撑和服务，注册了‘祥蜂垣’商
标。”街垣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莉说。

今年以来，瓦房口镇全力落实“千名人才创新创
业”，培育“领办项目”型人才，建立街垣社区宋海东蜂
蜜产学研工作室，联合六组的黄松山、九组的李华文
等养蜂大户，成立“乡土人才”技术团队，充分发挥能
人带动效应。目前，正在建设的集养蜂生产、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蜂蜜加工厂基本完工，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定点养殖+散养户”模式，培育养蜂专业人才13
人，吸纳养殖户40户，建立优质蜜源基地2个。

“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到位后，采取‘我供货、你
销售、拿提成’的办法，开始收购、加工和销售运营。”
宋海东说。目前，街垣社区正在整合电子商务服务
站资源，开设产品直播间和产品展示厅，做好蜂蜜线
上线下销售，确保群众增收，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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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蔡 铭）

“前些年每到 8 月
份，考上大学的子
女 家 里 都 要 热 热
闹闹庆贺，光升学
酒 就 要 吃 出 去 几
千元，自从将农村
滥 办 酒 席 的 规 定
纳入村规民约后，
大 家 的 经 济 压 力
大 大 缓 解 。”山 阳
县 城 关 街 道 葛 条
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王 林 奎 由 衷 地
说。据了解，这是
该 村 推 进 移 风 易
俗，用村规民约实
行 自 我 管 理 带 来
的农村新风尚。

今年以来，针
对 过 去 农 村 少 数
群 众 受 不 良 思 想
影 响 ，见 利 忘 义 、
诚信缺失、好逸恶
劳、铺张浪费等不
良风气有所抬头，
城 关 街 办 结 合 农
村工作新形势、新
任 务 、新 特 点 ，深
入 开 展 移 风 易 俗
乡 风 文 明 三 年 专
项行动，不断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弘
扬文明节俭新风，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 通 过 召
开 干 部 会 、党 员
会 、村 民 代 表 会 ，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围绕“淳民风、正乡
风、树新风”，紧扣邻里关系、孝老爱亲、村风民俗、红
白喜事、环境卫生、公益事业、村容村貌以及社会稳
定等方面内容，逐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并由村民代
表大会决议通过，张榜公布。

为增强村规民约的知晓率和执行力，葛条村
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承诺书，每家每户发送一份村
规民约并张贴在大门口，让村民对照执行，遵规守
约；成立监督小组，由乡贤代表、村民代表和党员
代表任小组成员，促使相互约束，相互督促。同
时，每季度召开村规民约及道德评议会，对执行村
规民约和违反村规民约的正反典型进行评议，对
正面典型大力宣传，年底表彰，弘扬正能量，对负
面事例举一反三，规劝教育，遏制歪风邪气。葛条
村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大力倡导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小事不办，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和不良
习俗，弘扬文明新风。

“目前，村内乱扔垃圾的人少了，主动维护村容
村貌的人多了；好吃懒做的人少了，勤劳致富的人多
了；铺张浪费的人少了，文明节俭的人多了。葛条村
从脏乱村变成文明村，小小的《村规民约》起到了很
大作用。”村党支部书记郭等存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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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在洛南县石坡镇周湾村黑花生产业基地里，村民正在抢收黑花生，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花生带着泥土的清
香，映衬出丰收的美好。黑花生基地的建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劳务机会，增收致富。（本报通讯员 闫伟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