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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州区三岔河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培育农业产业化强镇、农业
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建设，农村面貌显著改善。十年来，全镇
上下勠力同心、砥砺奋进，为三岔河镇高质量发展写下浓墨
重彩的华章。三岔河镇先后获得“商洛市追赶超越暨脱贫攻
坚先进基层党组织”“商洛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党建引领聚合力党建引领聚合力 踔厉奋发强作风踔厉奋发强作风

三岔河镇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贯彻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高质量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党
旗引领脱贫路”主题，成立 9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270名，建立
产业链党小组 6个，实现 8个村级活动场所全面提升、全面达
标；积极探索“党建+人才培育”“党建+基层治理”“党建+融
合联动”模式，带动基层人才、经济、产业全面发展。七星村、
闫坪村成功创建为省级党建标准化示范点。

镇上扎实开展“转作风、夯责任、抓落实、促发展”专项整
治，始终以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为重
点，开展干部纪律作风整顿，全力塑造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
坚持问题导向，打通服务群众、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加强
镇、村两级便民服务大厅建设管理，使为民服务办事更加规
范、行政效率不断提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大问
责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以清正廉洁的实际
行动，赢得全镇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脱贫攻坚结硕果脱贫攻坚结硕果 乡村振兴再出发乡村振兴再出发

近年来，三岔河镇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以产业发展、住
房保障、安全饮水等重点任务为抓手，全力推进“八个一批”
扶贫政策落实；坚持“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原则，整合“四
支队伍”力量，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以“两房”建设为抓
手，实现全镇安全住房全面达标、户户过硬，建设易地移民搬
迁安置点 2 个，集中安置群众 447 户 1834 人；实施危房改造
178户、土坯房改造 171户，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全
镇实现 4 个贫困村、4 个深度贫困村全部摘帽，1024 户 3518
人贫困户全部脱贫达标，实现脱贫“清零”，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决定性胜利。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三岔河镇确定了“以农
促旅、以旅富农”的发展新方向；按照“一条流域、三大主线、
三大风貌主题区、多个核心项目节点”的空间规划结构体系
及“一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基本建成”的总体设想，科
学编制《三岔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规划》以及《镇区风
貌规划图》等五项专项规划；建立“区级领导挂帅、部门分头
包抓、镇村协力推动”工作机制，通过“周汇报、旬督查、月通
报、季考核”推进项目建设，凝聚强大工作合力，着力打造“农
旅樱谷·水美三岔河”品牌形象。

按照樱桃产业为主导，土蜂蜜、设施农业为辅助的农业产
业发展格局，以建设三岔河流域樱桃产业带为发展方向，在全
流域发展樱桃1万余亩，着力打造标准化、新品种、新模式樱桃
示范基地；成立商洛秦源樱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标准化
中华蜂养殖与初加工基地 2个，发展蜂农 100余户，养殖中华
蜂 4250 余箱；建立商州区中华蜂蜜科技创新实验示范站、商
州区良种樱桃科技创新试验示范站，打造蜂蜜、樱桃“产学研”
示范基地，提升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栽植连翘等各类中药材
1万余亩，打造板栗、核桃示范园 2000亩，建设秦岭红豆杉母
树林保护基地 2000 亩，发展葫芦基地 35 亩，育苗 3000 余
株。发展各类畜禽养殖 9817 头（只、箱），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农家乐集群。实现了 846 户 2651 人人均年增收 2000 元以
上，基本实现户户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目标。

全力以赴抓项目全力以赴抓项目 齐心协力促发展齐心协力促发展

三岔河镇把项目建设作为引领镇域高质量发展
的突破口，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完成

了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5 个，建成标准化
村级卫生室 8 个，修建便民桥 8 座，实现通组

路、产业路互通联动，安装太阳能路灯 270
盏，村村通动力电，电力入户率达 100%，各
村体育健身设施逐步完善。三岔河镇至
金陵寺镇铁沟口道路、镇域主干道——
李龙路三级公路拓宽提升改造项目已建
成投入使用，国家级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项目落地实施，清洁流域治理项目成
效明显。该镇还建成年处理 3650 吨的
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厂等基础配套项
目，镇域沿线一批生态停车场、民俗广
场、“口袋公园”相继建成，镇区综合承

载能力全面提升。
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为抓手，立足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三岔河镇扎实开展了“六清六治六无”专项清洁行动、
“两边一补齐”“两拆一提升”等活动。镇上建立了“红黑榜”
亮相、网格化管理、固定日清扫、周评比奖惩等制度机制，统
筹推进“清道路、通河道、美山边、靓村庄、净院落”五大专项
行动，着力打造“田成方、树成行、渠连通、路规整”的田园风
光。全镇实施改厕 1085 座，沿线建成分布式污水处理站 11
个，建设现代宜居民居 1100 余座，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七星村荣获陕西省 2021 年美丽宜居示范村，闫坪村荣获陕
西省 2022年美丽宜居示范村。

聚焦民生办实事聚焦民生办实事 社会治理树新风社会治理树新风

三岔河镇始终坚定“人民至上”理念，用心谋划民生项
目，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全镇有中小学、幼儿园教学点 5 个，
教职工 70 余人，认真落实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儿童无一人因贫困辍学。全镇新农合、
大病保险参合参保率达 100%，开展贫困劳动
力技能培训 450 人，累计实现贫困劳动力
就业 1377 人，自主创业 6 户、贫困户劳
动技能得到加强。对全镇低保户 453
户 1014 人，特困供养人员 121 人，落实
残疾人“两项补贴”780多人，各类社保
资金及时发放。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
8 个村级联防联控组和移民搬迁安置
点综合防控组，明确镇、村、组三级包抓
责任，抓好“防输入”动态排查，实现群
众“零感染”，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深入开展“平安三岔河”创建活动，
加强“治保会”、“调委会”、平安志愿者
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辖区两率一度得
到明显提升。三岔河镇积极开展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以“四扶五风六化”活动
为载体，创新“两会一队”形式，组建社
会化宣讲队伍、“红白理事会”、“道德评
议会”等乡贤队伍，组织开展道德讲堂、
学雷锋志愿帮扶活动，开展“好媳妇、好
公婆”“五美家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建设文化广场、乡村大舞台 10 个，
开展文化活动 40 余场次，丰富体育文
化生活。三岔河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内

涵，引龙寺村文家老祠堂内有一块光绪二十七年流传至今的
“壸儀常昭”古匾，建筑色彩浓烈，是三岔河传统文化的一大
特色，镇上对老祠堂、引龙寺古庙进行重点保护。全村至今
保留传统石板房 100 余座。2022 年，引龙寺村列入第四批
陕西省传统村落名录、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勇毅前行。如今的三岔河，日新月
异，欣欣向荣、蓬勃向上。在新征程上，三岔河镇广大干部群
众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全力以赴推进三岔河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镇建设，打造“农旅樱谷·水美三岔河”亮丽名片，续写
更多的“三岔河故事”，谱写三岔河高质量发展新华章。

十年蝶变展新颜十年蝶变展新颜 镇强村兴如画卷镇强村兴如画卷
本报记者 支晓宇 通讯员 杨锦君

乡村建设乡村建设
这这 年年十十

三岔河镇风貌三岔河镇风貌

三岔河镇中华蜂养殖基地三岔河镇中华蜂养殖基地

三岔河镇葫芦深加工产业三岔河镇葫芦深加工产业

三岔河镇特色产业大樱桃三岔河镇特色产业大樱桃

三岔河镇风景美如画三岔河镇风景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