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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叶词慧 熊小平）“购买牛犊钱
不够，第一书记高建波帮助我申请‘农户贷’小额贷款 5
万元，国家还补贴利息，所以我有信心把牛养好，让家里
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近日，柞水县曹坪镇窑镇社区 7 组
脱贫户张均平高兴地说。

近年来，柞水县曹坪镇聚焦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将解决资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金融帮
扶上做文章，巧用功夫激活一溪“金融活水”助力产业振
兴，使“金融活水”为资金短缺的群众吃上一颗“定心丸”。

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全镇召开 30 多次业务培训会，
对小额信贷政策标准、业务流程等相关知识进行全面培
训。通过镇村干部、网格员发放宣传页 1926 张、电话通
知 368 户、入户走访 1558 户，力争把小额贷款政策讲清
楚、说明白，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目前，曹坪镇发
放“农户贷”128 户 558.5 万元、“富民贷”27 户 118 万元，
互助资金投贷 36 户 8 万元，鼓励动员脱贫户敢用、用好、
用活贷款资金，真正发挥“小贷款”的“大作用”。

把握重点全面摸底。该镇围绕药、果、林、畜、菌等特
色产业和创业意愿开展调查摸底 27 次，筛选形成一批

“征信良好、有贷款意愿、有就业创业潜质、有技能素质和
一定还款能力”的脱贫户 1920户。进一步派专技人员逐
一指导选择发展木耳、中药材、畜禽养殖、农家乐特色优
势产业项目。截至目前，购买农业保险6类 2301户 2.8万元，
进一步使“金融活水”为产业振兴保驾护航。

定期研判防控风险。镇村联合投贷金融机构对贷款
农户产业经营状况进行跟踪指导和贷后管理，做到应贷
尽贷。严禁向不符合条件、明显有金融风险的对象盲目
发贷，发现风险及时化解，有效降低逾期、呆账等金融风
险。通过不断优化措施，夯实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
式”帮扶升级，形成全镇小额信贷“贷得到、用得好、收得
回、可持续”的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新局面。

曹坪镇曹坪镇

金融助力产业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周衍江）
今 年 以 来 ，商 南 县 富 水 镇 因 地 制 宜 ，推 出

“振兴套餐”，壮大镇域经济，有力提升了发
展效能。

富水镇以创建“红旗党组织”为目标，以
“清廉富水”建设为载体，加强镇、村干部队
伍建设，强化党员廉洁教育，严把党员发展
关口，常态开展党员教育培训，提升农村党
员素质水平。聚力打造富水生态茶城核心
区，积极打造油坊岭村、茶坊村市级“乡村振
兴 示 范 村 ”，加 快 推 进 G345 国 道 、“ 西 气 东
输”工程、集镇污水处理等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聘请 3 名县内行业领域专家为富水
产业发展顾问。在油坊岭、茶坊、富水街等
村（社区）推行“名誉村书记”“名誉村主任”
等制度，培育储备一批“乡贤队伍”和“乡土
专家”人才。加大农村“党员致富带头人”和

“职业农民”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农村实用人
才 基 地 1 个 ，培 育 农 村 党 员 致 富 带 头 人 89
名，发展职业农民 11 人，储备村级组织后备
干部 52 名。发展生态茶园面积 3000 多亩，
全镇茶园总面积达 2.6 万亩，茶产业实现 13
个村（社区）全覆盖。建立健全村级“一约四
会两榜”，定期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会、广场舞
大 赛 等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 ，广 泛 开 展 身 边 好
人、最美公民、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儿媳等典
型评选活动。新建村级乡村大舞台 1 个，开
展文艺下乡 2 场，油坊岭村荣获“省级文明
村”称号、茶坊村荣获“市级文明村”称号。

同时，推行“人盯人+”环境整治，采取镇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片、公益岗包路段的方
式，充分发动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群众
力量，对垃圾乱扔、柴草乱堆、车辆乱停、棚
圈乱搭等问题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狠抓
秦 岭 山 水 乡 村 建 设 ，加 大 违 规 广 告 牌 及 违
法建筑整治力度，拆除各类违法广告 283 平
方米，拆除乱搭乱建 18 处 370 平方米，拆除
违法建筑 29 处 4640 平方米，有效提升了乡
村“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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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玉莹 薛
贞）乡村全面振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
键的是产业振兴。山阳县漫川关镇坚持
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创新实施“12317”产业发展模式，因势利
导、积极探索，做大做强产业发展这一

“引擎”，全面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围绕“一个目标”。漫川关镇紧紧围

绕旅游型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目标，抢
抓高铁建设机遇，厚植资源优势，在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上做文章，以漫川
古镇、漫川人家 4A 级景区、小河口 3A 级
景区等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以农业产
业发展为支撑，以莲花黄花岭茶创小镇、
汉华现代农业示范园、万福贺家岭高山
茶叶示范园、纸房沟茶叶采摘体验园四
大茶旅综合发展园区建设为抓手，建设
茶叶旅游景点、茶园采摘体验园 3 个和
茶旅综合园区 4 个，探索“农旅+”“文
旅+”“茶旅+”等融合发展模式，致力打
响“文旅康养到漫川”金字招牌。

走好“两化路径”。漫川关镇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发展道路，着眼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在放大生
态效益上下足功夫，做大做强特色现代
农业、全域旅游等生态产业。依托板庙
犀牛峰山泉水资源，招商引进陕西天竺
饮品有限公司和秦南洞泉水产养殖公
司，发展饮品产业和水产养殖业；依托
康家坪村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白及、苍
术、猪苓、天麻等中药材产业；依托万福
村、莲花社区高山资源，发展高山有机
茶。当前，天竺山泉、秦岭森泉等系列
饮品以及莲花茗茶、古镇仙毫、万福毛
尖等茶叶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产品品
牌远近闻名，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了

“金山银山”。
做优“三大流域”。聚焦靳家河、金

钱河、万福河“三大流域”，坚持“长期+
短期”产业发展思路，镇村联动、重点扶
持、梯次推进整流域产业振兴，突出集

群成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
“一心、一带、四板块”产业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谋划七大产业项目 18 个，新
建 中 药 材 基 地 12 个 3.4 万 亩 、水 杂 果
1.65 万亩、茶叶种植 5.08 亩，培育发展
畜 牧 养 殖 企 业 45 个 、建 成 社 区 工 厂 7
个，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99 个，带动群众
就近就业 5700 多人，实现产业户均增
收 4.8 万元以上。

打造“十大专业村”。坚持“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突出点、连好线、扩大面、
全覆盖，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头雁带富领
飞效应，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培育发展
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以镇区“特色旅游
产品专业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三
大流域”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
造万福莲花“茶叶专业村”、小河口前店
子“农家乐专业村”、水码头“九眼莲专业
村”、康家坪箭河“中药材专业村”、李家
坪“蛋鸽养殖专业村”、南坡东寺乔家村

“水杂果专业村”、板庙“水产养殖专业

村”、松坪猛柱“粮食种植专业村”等十大
特色产业专业村。

做强“七大主导产业”。坚持统筹
谋划、长短结合，按照“提升老基地、建
设新基地”的思路，大力发展药、菌、果、
畜、茶、劳务就业、特色产业加工七大主
导 产 业 ，持 续 培 育 壮 大 秦 岭 优 源 产 业
园、汉华现代农业园区等龙头企业，在
汉华发展茶叶 1.2 万亩、高端无性系茶
500 亩 、五 味 子 500 亩 、红 仁 核 桃 300
亩、猕猴桃 200 亩、大樱桃 200 亩、茶园
套种大豆 12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600 亩。引进安吉白茶、黄金芽等
无性系高端茶叶品种，建成标准化茶园
9500 亩，全镇茶叶种植面积达 4.6 万多
亩，可采摘茶园 2.3 万多亩，发展茶叶加
工厂 5 个、茶叶企业 3 个、茶叶销售点 3
个。李家坪万只蛋鸽养殖、康家坪中药
材、乔村花椒、南坡红仁核桃嫁接改良
等特色产业基地初具规模，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

漫川关镇漫川关镇 做大做强产业发展“引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勇 陈勇勇）“亲
爱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好多人
好奇我们家的芦花鸡是怎么包装的，今天就带
大家一起看看……”连日来，丹凤县寺坪镇的网
红萌萌正在抖音直播带货当地散养的芦花鸡。

今年以来，寺坪镇深入实施“三百四千”工
程奋力赶超行动，落实落细“千名人才创新创
业”工程，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围绕产业
链，布局人才链，推动人才链和产业链深度融
合，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优质农特
产品，进一步拓宽群众致富增收渠道，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寺坪镇按照“发展产业引人才、培育人才兴
产业”的思路，创新探索乡村人才“联、引、培、
育”招引模式，建成寺坪村人才工作驿站。深入
开展校企合作、村企联营，招引聘请南京农业大
学教授李景民、陕西农林学校刘建华、华贸牧业
技术部经理刘晓健 3 名高端人才，为全镇黑毛
驴养殖、中蜂养殖和山茱萸科管等产业提供全
周期技术指导和产品研发支持，把人才聚在产
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破解辖区农特
产品产量低、品质不优等发展瓶颈，积极发展
现代设施农业，提高产品附加值、经营规模和
经济效益。

为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实现
家门口稳定就业，寺坪镇通过 3 名高端人才带

动，挖掘和培育本土实用乡贤技能人才 180人，
组建杂粮种植、畜禽养殖、中药材种植、食用菌
培育等人才服务队 7 个，为全镇产业大户、脱贫
户、有意愿发展种植养殖产业的农户免费提供
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着力补齐产业经营分散、
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差等发展短板。目前，全镇
中蜂养殖突破 800 箱、黑毛驴年存栏 500 头以
上，食用菌装袋 100 万袋以上，经济林扩规至
4.1万亩，市场规模效应初显。

据了解，为进一步打开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寺坪镇党委发挥本地网红的独特优势，积极招
引“北汉宏哥”和“丹凤萌萌”等网红，注册成立
丹凤索影传媒有限公司，有效发挥电商人才作
用，探索“党委+电商+产业联合社+村集体经
济+农户”发展模式，通过抖音直播带货、“832”
销售平台等新载体，以线上线下形式带动拓宽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目前，全镇农特产品销售
额年突破 600万元大关，解决了产品销售难、市
场散等难题，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双
赢”，筑牢乡村全面振兴基石。

寺坪镇寺坪镇

“人才+电商”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讯 （记者 贾书章）今年
以来，商州区夜村镇因地制宜，整合
优势资源，精心谋划布局，聚力发展
区域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该镇坚持“抓龙头、建基地、重
加工、创品牌”的发展思路，坚持“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户
参与”的模式，倾全镇之力打造丹江
沿岸万亩药业长廊，以乐园、高桥、
李河滩 3 个中药材示范村为抓手，
利用两年时间，建成丹江沿线唐塬
至刘一村 18 个村中药材产业长廊，
精 心 打 造 全 市“ 万 亩 中 药 材 示 范
镇”。开展秦岭“道地药材”品牌认
证、地理标志认证，形成品牌效应。
整合丹参、全蝎、板蓝根等资源，探
索建设夜村药养一条街，引进药材
深加工企业，提高药材附加值，进一
步延长产业链条。

采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构建千万袋食用菌产业集群。
将天吉龙白灵菇基地、张碾子久涛
食用菌、将军腿栓曹食用菌等食用
菌龙头企业进行扩能，建设省级白
灵菇标准化产业基地，延伸白灵菇
产业链，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大力
推动孝义柿饼品牌巩固推广及产业
链延伸，对现有柿子品种、产量等情
况进行调研，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科管。在保留原有优势的基础
上，对现存的两家柿饼生产工艺进
行改造升级，确保原有口味不变、产品质量更佳。建立孝
义柿饼民俗记忆馆，追溯孝义柿饼辉煌历史，打造乡村旅
游新视点。引导发展柿子醋加工企业 3 至 5 家，培育柿
子系列产品品牌认定、包装提升、电商平台开发。

按照“一村一业”的发展思路，在李河滩村推进连翘
上山，今年已完成 1000 亩，明年扩栽 1000 亩，建设连翘
产业示范园；在张刘村扩大猪苓、淫羊藿种植，今年已种
植 30 亩，明年再扩植 500 亩；在唐寨子村，支持商洛昌达
康牧业有限公司发展生态猪养殖二期扩建，2023 年实现
年出栏育肥猪 7000 头；在白杨店村，支持商洛迈源科技
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16 亩，新进种蝎 200 万只，实现年产
值超 1000 万元；在白草岭村，支持秦旺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投资 400 万元发展二期林麝养殖，10 月底前再新增
存栏林麝 100 只；加快推进东口前村肉兔养殖二期项目
建设，年内实现肉兔出栏 30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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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柞水县凤凰镇龙潭村围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
策的实施，结合当地生态、土地、气候等资源
优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发展茯苓、
天麻等中药材特色种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开出了朵朵“致富花”。今年茯苓、天麻长
势喜人，预计销售收入达150多万元。

（本报通讯员 姚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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