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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洛南县把核桃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按照“市场+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建设了西北地区功能最完善、现代化程度最高、规模设
施最大的西北核桃物流园区，该园区的建成将解决千余名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2.4万元。图为工人正
在分拣核桃仁。 （本报通讯员 闫伟锋 摄）

以 木 耳 香 菇 为 主 的 食 用 菌 产 业 是
丹 凤 传 统 的 农 民 增 收 项 目 ，特 别 是 北
部、东部的蟒岭山区，富起来的第一代
农民，多数都是抓住了食用菌的红利。
但是，长期不合理的发展，带来了毁坏
林木破坏生态资源的副作用，与国家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形 势 不 相 适 应 。 在 实
施脱贫攻坚战中，丹凤县积极引导群众
从山东等地引入双孢菇生产，由于缺乏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条中的原料供应
和生产脱节、生产产品和销售脱节，导
致了新的“劳民伤财”。在苏陕协作对
口帮扶工作中，县上依托雨花台区项目
资金，在棣花镇许家塬策划建设双孢菇
产业园，依托园区龙头企业带动，迅速
破解双孢菇产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探
索 出 了 一 条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的 食 用 菌 产

业发展之路，填补了商洛食用菌出口从
无到有、从小到强、从国内市场开拓到
国际市场的空白。

坚持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确保不踩生态安全红线

双孢菇作为外来引进新种类，主要的
生产原料为庄稼秸秆、牲畜粪便等“废
品”，彻底改变了过去商洛食用菌生产中
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资源的“硬伤”，确保不
踩生态安全红线。

陕 西 夏 琳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位
于 丹 凤 县 棣 花 文 化 旅 游 景 区 辐 射 带 许
家 塬 村 ，作 为 苏 陕 协 作 项 目 得 到 资 金
注 入 后 ，成 为 迅 速 发 展 壮 大 的 一 家 从
事双孢菇菌种研发培育、菌菇生产、初

产 品 加 工 产 业 化 的 民 营 龙 头 企 业 ，成
为 苏 陕 对 口 帮 扶 工 作 中 确 定 示 范 点 之
一 。 苏 陕 协 作 催 生 了 经 营 者 的 信 心 ，
公 司 从 2018 年 成 立 始 ，便 按 照 作 业 自
动化、管理现代化、设备领先国际的水
平 进 行 规 划 设 计 ，按 照 循 环 经 济 的 路
子 ，先 期 注 册 资 金 3000 万 元 ，利 用 苏
陕 项 目 资 金 1000 万 元 。 该 公 司 正 常
运 转 以 来 ，使 丹 凤 境 内 的 畜 禽 养 殖 业
所 产 5.5 万 吨 鸡 粪 ，以 及 农 业 生 产 8 万
吨 农 作 物 秸 秆 等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利 用 。
曾经的“废物”而今恰好成为了双孢菇
生产的培养基原料，增加了群众收入，
也 促 使 了 农 村 环 境 得 到 改 善 ，实 现 了
物质循环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的共赢，
该 项 目 也 成 为 丹 凤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可 供
复制和推广的范例。

坚持产业化经营思路
产业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丹凤县坚持把苏陕协作的政治机遇转
化为市场机遇，加强两地政府、企业和市场全
方位对接和交流合作。县上成立专班多次
赴福建、河南、山西考察，多方论证，确定建设
食用菌园区，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
一体化服务的发展思路，园区建设达到规模
统一、集中连片、配套发展、整体推进。引导
企业按照“公司+农户+基地”“协会+农户”

“科研机构+企业+农户”的全产业链经营模
式，引导打破小农意识，依附龙头企业从事食
用菌产业，让企业把群众吸纳到产业链上，统
一生产技术、统一管理、统一市场标准进行
生产，确保技术保障和市场安全。（下转2版）

双 孢 菇 从 秦 岭 深 处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苏陕协作典型案例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为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
党员和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市委组织部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以“三百四千”工程为
抓手，深入实施千名头雁带富领飞、千名党
员驻村兴农、千名人才创新创业“三大工
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了强大合力。

“我将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做大做强
木耳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努力把金米
村建成乡村振兴示范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
来越幸福。”近日，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党支
部书记李正森对全村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李正森只是我市村级党组织“头雁”的
一个缩影。当前，全市共有 1200 多名像李

正森这样的“头雁”，带领农村广大党员干部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阔步迈进。

大 力 实 施“ 归 雁 计 划 ”，全 市 动 员 23
名在外务工创业经商人员返乡担任村干
部，聘请 361 名在外务工创业经商人员担
任荣誉书记、荣誉主任，全市 1102 名村党
组 织 书 记 包 抓 1733 个 产 业 ，争 取 投 资
6639 万 元 ，带 领 1.5 万 户 群 众 稳 定 增 收。
着眼于提升村干部能力素质，举办“千名
头雁带富领飞”网络培训班和乡村振兴干
部示范培训班，重点培训产业发展、乡村
治理、党建工作和核桃、板栗、乡村旅游等
内容，共举办培训班 578 场次，6.7 万多名
党员干部受益，镇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振兴
乡村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组织开展

“ 千 名 领 跑 人 ”学 历 提 升 计 划 ，动 员 村 级
“两委”成员及其后备力量提升学历，目前
1155 人参加大专学历教育，共补贴、补助
学费 355.58 万元。

为进一步壮大帮扶力量，我市选优配强
驻村队伍，向新排查的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增
派 7 名驻村第一书记，全市“五类村”第一书
记达到 819人。不断规范驻村干部管理，制
定《违反驻村管理工作规定处理办法》，常态
化开展“走读式”驻村帮扶等问题专项整治，
推进驻村干部走村入户、服务群众常态化。
全市 819 名第一书记协助镇村争取项目
2943 个 、资 金 4.45 亿 元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7401 个。配建产业园区、社区工厂、就业帮
扶车间 268个，实现 4.46万户有劳动能力易
地搬迁家庭至少有 1人稳定就业。

今年以来，丹凤县先后建成棣花镇农
文康旅人才驿站、龙驹寨街道办资峪沟村
乡土人才驿站等示范人才驿站 6 个，选派
28 名科技特派员、334 名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组建 10 个人才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
养殖圈舍、生产一线开展实地培训，实施
生产能手、经营能人等培育工作，有效推

动了当地葡萄、冬枣及肉鸡、毛驴养殖等
产业发展。

围绕“3+N”产业集群和 17 条重点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我市建成 15 支创新创业
团队，分类建立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专
业技术人才、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等人才
数据库，市级入库科技人才 500 名。聚焦
助力乡村振兴，抓住教育、医疗和科技特派
团“组团式”帮扶机遇，探索构建“1+3+N”
工作体系，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
队”方式培养本地人才。组建 76 支人才服
务团，动员 2500 多名骨干专家帮扶 220 多
场次，开展“党支部+科技特派员”三联三
帮行动，向乡村振兴任务较重的村选派科
技特派员 109 人。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投
入资金 13.21 亿元、实施项目 2322 个，服务
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 122 家，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
示范 220 多场次。 （市委组织部供稿）

头雁领飞 党员驻村 人才创新

我市凝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 （通讯员 冯 琦）今年以来，丹
凤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作风建设专项行动
与清廉村居建设结合，围绕“班子清廉、干部清
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目标，强班子、优队
伍、明村务、纯民风，既为乡村振兴注入“廉动
力”，也为美丽村居建设植入“廉因子”。

抓党建强班子聚合力。丹凤县创新“党员
导师 1+N”帮带制度，选聘 186 名导师帮带 258
名新任村（社区）干部成长。结合软弱涣散党
组织整顿，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做到结构
更优、素质更高、作风更实、战斗力更强，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以基层党建质
量提升推动清廉村居建设整体跃升

抓党建优队伍增活力。县上坚持选优配强
村党组织带头人，把建设过硬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作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培育村级
后备干部 1000多人，现任两委班子成员平均年
龄43岁，“两委”干部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51%，形成了较好的人才梯队。同时把红色廉政
文化纳入村组干部、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中，积
极组织村组、党员干部到马炉活色教育基地、留
仙坪红色旅游村庄等红色基地，接受精神洗礼，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廉洁文化和基因、结合
本地廉洁文化打造“廉地标。

抓党建明村务添动力。村级小微权力监督
是清廉村居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该县全面推行

“小微权力制度清单”约束机制，认真落实“四议
两公开”，凡村级重大事项采取民主决议，按要求
进行村级“三务公开”；制定印发《丹凤县村（社区）
干部“九要九不准”守则》《关于加强村党组织书
记、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教育管理监督十条
规定》，进一步规范和约束村级权力运行，为群众

提供监督准则，督促干部知“边界”，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抓党建纯民风树新力。县上组织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党

建+”作用，所有党员家庭带头创建“优良家风”家庭，结合“党员积分
制”管理，形成“党建+家
风”的双积分考核，挖掘
优秀传统家风家训，开
展弘扬家风文化活动，
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丹
凤
党
建
引
领
清
廉
村
居
建
设

新华社北京11月 23日电 （记者 张辛欣）记者

23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

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举旨在释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慧养老”助力“老

有所依”。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产业发展。

不久前，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

品”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明确围绕健康、医疗、养

老等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品”。市场上，聚焦智慧健康

养老的创新同样活跃。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有 1800余家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用科技提升老年人生活

品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 2022 年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

申 报 范 围 有 以 健 康 管 理 类 智 能 产 品 、老 年 辅 助

器 具 类 智 能 产 品 等 为 代 表 的 智 慧 健 康 养 老 产 品 ，以

及 包 括 个 性 化 健 康 管 理 等 在 内 的 智 慧 健 康 养 老 服

务 。 申 报 的 产 品 应 在 功 能 性 、易 用 性 、可 靠 性 、安 全

性 等 方 面 具 备 较 高 的 技 术 水 平 。 申 报 的 服 务 应 能 精

准 对 接 老 年 人 健 康 和 养 老 服 务 需 求 ，深 度 整 合 线 上

线 下 资 源 。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政策主要方向是

推动企业以数字化研发设计促进产品更新，以自主创新

创造引领消费升级，不断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高

品质消费需求。

三部门加大力度推广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 萌）11月 23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媒体总编宣讲团报告会在商洛市举行，省媒体总编宣
讲团成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主任侯忠义作宣讲报告。

宣讲会上，侯忠义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关于党的二十大
精神”“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十大后的几次重要讲话”“我们的
使命与担当”三个方面深刻系统阐述了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结合当
前宣传思想工作就如何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
使命任务，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据了解，省媒体总编宣讲团是省委“1+3+N”宣讲模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省市媒体总编为主要成员，面向省市媒体从业人员、
部分网络大 V、各条战线上的宣传工作者，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
讲，用新闻语言来讲政治，用故事讲述党的二十大，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可感可触。我市将同步组建市级媒体总编宣讲团，深入市县
区新闻单位开展宣讲工作。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媒体总编宣讲团报告会在商洛举行

“二十条优化措施”出台
后，部分干部群众产生放开、

“躺平”的误读，甚至放松个人
防护，这些想法、做法要不得。
优化调整防控措施绝不是放松
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放
松警惕之弦要不得，躺平躺赢
心态不能有。我们必须保持战
略定力，持续科学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

必须深刻认识，“二十条
优化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负面影响
的最新部署。优化调整防控
措施，要求疫情处置必须更科
学、更规范、更快速，必须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提高防控效
率。要求该取消的必须坚决
取消，该落实的必须落到实
处，该管住的重点风险必须牢
牢管住。因此，做好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要坚决摒弃不负责
任的态度，坚决防止打着优化
防控的旗号搞撒手不管、“一
放了之”。

当前，我市周边临近地区
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呈点多、面
广的特点，外防输入压力持续
加大。同时，受病毒变异和冬
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传播
范围和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
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我们
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第九版防控方
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坚决克
服松懈松动、麻痹大意等倾向，
全面严起来、紧起来，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 ，坚 定 不 移 落 实“ 外 防 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
不 移 贯 彻“ 动 态 清 零 ”总 方
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持续
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以实际行动体现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良好成效。

要进一步细化执行方案、开展政策培训、加强社会动
员、做好解释说明、畅通交流渠道，确保无论是常态化疫情
防控，还是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都能准确研判、当机立断，科
学精准地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努力以最小的成
本和代价取得最大防控成效。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
统筹协调、联防联控、物资配备、民生保障、社会救助、应急
响应等方面运行调度机制，系统谋划、做好协调，推动各环
节工作力量形成相互协同合力。

要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条底线”一起守，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落实稳经济
系列政策，力促复工复产，保障项目不停产不停工，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努力交出“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满意答卷。

要高度警惕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引起的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发扬连续作战作风，狠抓不放、严抓不松，
强化分析研判，高质量落实风险管控优化措施，在思想
上不松懈、在行动上不迟缓，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
攻坚战。同时，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强化服务意识，用心用情
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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