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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到移民小区时，因为没有营生，我还专门把白
头发染黑，跑到西安工地找活干，结果工地负责人把身
份证一看，超过 55 岁拒绝务工！回家还在纳闷中，没有
想到社区给我安置了公益岗，每月有 500 元收入。”10
月 10 日，在商州区杨峪河镇楚山社区大门内，龙培儒戴
着红袖章查验着进出车辆和行人。对于这份来之不易
的工作，他连声叫好。

今年 60 岁的龙培儒是“十三五”易地搬迁户，2019
年，他六口之家分配到 120 平方米三居室房子。由金陵
寺镇任村的高山险路搬迁到城周的绿化小区，土房瓦屋
与窗明几净的生活对照，龙培儒自然乐得心里开了花。
可是，面对儿子儿媳外出，老伴身患疾病，他还是对未来
生活充满了忧虑。“这下子好了，党和政府为我们搬迁群
众谋实事办好事，有了收入保障，搬出来的日子越来越
甜。”龙培儒说。

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怎样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
衔接？今年
以来，商州区
全 面 加 强 易 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大力开展“三巩固、三提升”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稳
定就业，强化“5+5”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极大地提升了搬迁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

从山区到城镇，由农业耕作转向务工就业，农民失
地不失利。

“前山后山交通不便，过去日子难熬得没法说。”
30 岁的徐毅四年前从杨峪河镇金鸡村二组搬迁到小
区后，于 2021 年 3 月去西安参加服装技能培训，回来
后就进入天姿衣格服装有限公司社区工厂上班，每月

固定工资 3000 元。
“我家住在 10号楼，工厂就在 8号楼，中午厂里还免

费管一顿午餐，生活质量一下子提高了。”徐毅说。
商州区杨峪河镇楚山社区主任李建涛介绍，楚山社

区移民小区共有 34 栋搬迁住宅楼，安置了全区 15 个镇
办 98 个村易地搬迁群众 1804 户 7309 人，其中易地搬
迁户 1656 户 6535 人、生态移民搬迁户 16 户 54 人、避灾
搬迁户 168户 720人。

“ 我 们 通 过‘ 社 区 工 厂 招 工 就 业 、社 区 就 业 指
导 站 联 系 就 业 、社 区 公 益 岗 位 安 置 、电 商 孵 化 中 心
自 主 创 业 、专 业 化 培 训 就 业 、民 非 组 织 就 业 、劳 务
输 出 就 业 、抱 团 组 队 就 业 ’八 种 途 径 ，实 现 就 地 就
近 就 业 1238 人 、外 出 务 工 就 业 2381 人 、自 主 创 业 8
人 、公 益 性 岗 位 安 置 就 业 50 人 ，就 业 培 训 375 人
次 。”李 建 涛 说 。

把“三建三带”与移民搬迁后续帮扶有机结合，是楚
山社区探索的有益途径。该社区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
深化“支部+X+贫困户”模式，坚持社区“管房管人”和户

籍地“管林管地”功能互补，按照
“三建三带”要求，把社区工厂

建在易地搬迁点上。目前，
楚山社区已建成社区工厂 4
个，带动 200 多名易地搬迁
群众实现就地就业。

在商州区俊民林果专
业合作社，几十名中老年妇
女专心致志地进行核桃加
压、剥皮。合作社负责人赵
俊民说：“建加工厂三年来，
已解决 110 多人稳定就业，
人均月收入 2000 元左右。”

素有“核桃之乡”的商
州 区 ，核 桃 不 仅 在 农 民 增
收 中 占 有 一 定 比 重 ，而 且
还 创 造 了 更 多 的 就 业 岗

位 。“ 我 每 天 早 上 把 娃 送 到
城区一小，就赶回来到工厂上

班 ，每 月 还 能 有 2000 多 元 收 入 ，
多亏了社区工厂建在家门口。”易地搬迁户赵竹爱一
边剥核桃皮一边说。

据介绍，楚山社区利用易地搬迁地域和资源优
势，推行便民服务保障、就近教育保障、出行便利保
障 、医 疗 健 康 保 障 、困 难 群 体 救 助 保 障 ，实 行 网 格
长 、网 格 员 、楼 长 、单 元 长 四 级 网 格 管 理 ，开 展 志 愿
者便民代办事项等，彻底解决了“非本土化”的后顾
之忧，让搬迁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贴
心服务。

搬出大山日子甜 后续帮扶措施多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深秋时节，正是大豆收获季
节，走进丹凤县棣花镇许家塬猕
猴桃种植基地，但见猕猴桃树下
套种的大豆长势喜人，颗颗饱满
的 豆 荚 在 阳 光 照 耀 下 随 风 摇
曳。群众抢抓晴好天气，正忙着
收割成熟的大豆，欢声笑语传遍
田间地头。

近年来，棣花镇着力夯实农
业发展基础，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将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
真正实现“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
干、帮着群众赚”，不断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有效确保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许家塬村村民钱发曹闲暇时
候都在猕猴桃基地务工，看着丰
收的大豆，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
容。“家里有四五亩地都流转给了
村上了，一年一亩地就是 700 块
钱。加上平时又在这基地务工，
可以说是两头挣哩，也不用出门，
在家里还能照顾好孙子，真正地
感到很高兴。”一说起现在的生
活，钱发曹感慨万千。

据许家塬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 负 责 人 许 建 报 介 绍 ，这 次 正
在 收 割 归 仓 的 大 豆 有 200 多
亩。从 2019 年开始，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流转村民 300 亩土地
栽种了市场畅销的优质品种瑞
玉 、脆 香 猕 猴 桃 。 为 充 分 利 用
土 地 资 源 ，有 效 解 决 猕 猴 桃 前
期 只 投 入 无 收 入 的 难 题 ，从 去
年 开 始 ，我 们 春 季 在 猕 猴 桃 果
树 下 套 种 了 优 质 高 产 的 马 铃
薯 ，马 铃 薯 收 获 后 又 套 种 了 适
宜当地气候和土壤的“中黄 13”
和“ 金 豆 228”两 个 大 豆 品 种 。
今 年 的 气 候 、温 度 等 自 然 条 件
整体都比较好，种植时间适时，
管 理 到 位 ，大 豆 的 长 势 十 分 喜
人 ，品 质 也 非 常 好 。 估 计 亩 产
能 够 达 到 200 公 斤 左 右 。 猕 猴 桃 地 里 套 种 黄 豆 ，既 能 增
收，又不影响猕猴桃生长，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据了解，猕猴桃套种马铃薯和大豆，能够阶段性地充
分利用土壤空间，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种模式可充分利
用猕猴桃、马铃薯与大豆苗木的高度差异，让几种作物优
势互补、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猕猴桃不减产，春收马铃薯、
秋收一季豆的生产目标。而且套种以后地里不长草了，也
能保墒。每年还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增加 10 多万元
的经济收入，马铃薯和大豆成熟采收以后的秆茎也是很好
的有机肥料，不断提高了农田产量和经济效益，也有效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年来，棣花镇深入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立足地域优势和生态优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
持续探索高效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用规范化、标准化实现土地
合理轮作，大幅度提升土地产能，为丰产丰收和农业科学发展
保驾护航。同时，因地制宜，不断扩大大棚蔬菜、食用菌培育
等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增收致
富，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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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效益还是可以，
去年我们种了 16万袋黑木耳，毛
收入 20 万元。今年我们扩大到
30 万袋黑木耳，净收入应该在
20 万元。”说起村里的黑木耳产
业，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党支
部书记陈伟信心满怀。

深秋时节，走进十里坪镇黑
沟村黑木耳种植基地，一排排整
齐的大棚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
眼。棚内，拥簇在菌棒上的“小
耳朵”散发着勃勃生机。

据介绍，黑沟村黑木耳产业
基地主要采用大棚吊袋种植，能
有效节约用地、保温保湿性好、
管理方便，一亩地可以种两三万
棒 。 黑 木 耳 种 植 是 一 个“ 短 平
快”产业，种植周期短、见效快、
效益高，每个菌棒每年可采摘六
七茬。黑沟村今年共发展了 30
万 袋 黑 木 耳 ，预 计 产 值 160 万
元。该基地除经济效益可观外，
带富能力极强，进入采摘期，村
民到基地务工，每天每人通过采
摘木耳也能获得 100 多元的收
益，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黑沟村村民党诗勤说：“这
个木耳是从去年开始发展，今年
是第二年。我一直在这儿务工，
开始是刺眼，然后吊袋，接着输
水。我一个人一年能挣 2 万多块
钱。村上搞这个木耳主要是通
过土地流转，让我们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得到收入。希望大力
发展村上这个木耳基地，让老百
姓持续增收致富。”

陈伟说：“我们这个地方山
大 沟 深 ，不 缺 食 用 菌 原 材 料 资
源。我们搞黑木耳产业不仅能
解决闲散劳动力就业，还能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已把黑木耳产业作为村上的一个主导
产业来发展，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以来，黑沟村坚持党建引领，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流转土地、务工和入股分红，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将黑木耳发展成了
致富新产业。

陈伟表示：“下一步打算把这个菌棒厂建起来，自己生
产菌棒，节约成本，另外再专门建一个生物颗粒厂。生物颗
粒也是一种燃料，把这个所有的废棒循环利用，这样从生产
到最后的产品回收，既没有污染，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
益。后续要扩大黑木耳种植规模，还要扩大农户种植规模，
我们提供技术指导，并且保价回收，持续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群众增收致富，力争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做
成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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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里的雏鸟期待着破壳，溪流中的小鱼欢快地嬉
戏，屋檐下的蜘蛛在抱团休息……大自然中的精灵们奏
响了属于它们的协奏曲。近年来，无论在山阳县城的公
园，还是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森林中放声高歌的小鸟、河
流中灵动的鱼儿……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

丰富多样的生物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太多的温暖、美丽
与活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秦岭南麓腹地的山
阳县临近北纬34°，有18个镇办244个村（社区）46万人，
境内群山绵亘、沟壑纵横，由流岭、鹘岭和郧岭构成“三山
夹两川”的地貌格局，属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
区，全境处于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内，森林覆盖率达
68%。植物种类繁多，常见的野生植物有 100 多科、884
种，其中红豆杉、银杏是国家Ⅰ级珍稀濒危和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Ⅱ级珍稀濒危和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17种；野生
动物种类繁多，有 200多种，其中兽类 5目 14科 33种、鸟
类16目40科150种、两栖爬行类4目20种。有国家野生
动物Ⅰ级4种，有国家野生动物Ⅱ级23种、省级52种。

2021 年，山阳县依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山阳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编制了《山阳
县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2021—2025 年）》，将在
2025 年完成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健全自然保护地体
系、拯救濒危珍稀物种、加强动物物种资源研究保护和
森林公园建设等目标；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导小组，
将境内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发力点，对山阳县境内分布的野生兰花、石斛、银杏等
珍稀野生物种进行全面保护，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加
快推进生态建设变好、均衡发展。全县审批了 2 家专门
从事红豆杉苗木繁育和产品研发的企业，在县内发展秦
岭红豆杉良种繁育基地 30 亩，年可繁育红豆杉苗木 30
万株。县上不定期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
物”专项行动，设立生态保护区、宣传牌、严厉打击破坏
野生红豆杉资源行为等措施，不断加强红豆杉资源的保
护和发展，确保了全县野生红豆杉资源安全；建立了陕
西天竺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区内的动植物纳入重
点监管保护对象，增加物种多样性。山阳县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正在不断完善，生态系统脆弱性局面得到彻底
改变，生物多样性持续稳定多样化。

2010 年以来，由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县分局牵头联
合多部门每年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考核工作，全面评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对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及保护效果。
2019年开始，连续 3年山阳县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均达到
82%以上，评价结果均为优，作为衡量全县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中的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
数等综合指标，考核工作为丰富生物多样性提供优质的
生态环境保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022年 4月，山
阳县分局开展环保知识进“校园活动”，环保干部将保护
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绘声绘色讲给在
校学生；5 月 22 日是第 22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阳
县分局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传播新理念，促进广大
群众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主题
活动中，山阳县分局呼吁全社会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意
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保护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天竺山镇僧道关村的一位村民说：“最近几年，山上
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野猪的脚印遍布山林，野生名
贵药材山坡上也多了。夜幕降临，还
可听到山羊、野鸡、猫头鹰等动
物的叫声。以前山上的
树木被乱砍滥伐换
取微薄的收入，
根 本 就 不 可
能见到这
么多野

生动物，如今的生态环境变好了，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在造福子孙后代！”

保护生物多样性任重道远，促进人类与大自然和谐
共生是山阳县人的共同心愿。眼下山阳县正在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美好的生态环境将会使得更多
的野生动植物生长繁衍、安家落户，未来的山阳将更加
宜居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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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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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户在社区工厂上班搬迁户在社区工厂上班

搬迁户群众赵竹爱在剥核桃皮搬迁户群众赵竹爱在剥核桃皮

期待破壳的花纹鸟蛋期待破壳的花纹鸟蛋（（20222022年夏拍摄于高坝店镇石头梁社区年夏拍摄于高坝店镇石头梁社区））

豆科植物苜蓿草花朵豆科植物苜蓿草花朵
（（20222022年年55月月1010日拍摄于高日拍摄于高
坝店镇污水处理站内坝店镇污水处理站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