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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石 冲）连日来，丹凤县武关镇毛坪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的茶园里热闹非凡，村民们高兴地忙着采茶，个个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近年来，武关镇立足镇情实际，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按照农户入股、合作社统一经营的方式，将群众镶嵌在
产业链上，实现增收致富。

武关镇围绕“一村一品一主体”的产业发展思路，以“支部引领、集
体主导、股份合作、三产融合、多元增收”的模式联农带农，把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全镇建成集体经济茶园
3000 亩，以代料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3 个，以猕猴桃、大樱桃、
葡萄为主的水果采摘园 4 个，以天麻、五味子为主的中药材 200 亩，光
伏电站 11 个。同时，该镇按照“产业+观光+文创+康养”的思路，在段
湾村建成融文化康养休闲娱乐一体旅游园区，在毛坪村建成茶博馆、田
园民宿、农家乐、茶文化体验中心、电商中心等旅游设施，开发农耕文化
体验、水果采摘、垂钓、研学旅行、乡村野餐、星空露营等项目，串珠式发
展“武关古塞—民乐采摘—段湾秦岭山水乡村示范村—毛坪田园农旅
综合体—梅庄千亩茶庄”乡村旅游线路，创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实现农民增收从亩均产值向游客流量转变。2022 年，全镇 14 个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收益均达到 5 万元，实现年度收益 125.5 万元，2286 户脱
贫户和监测户实现直接分红 47.09 万元，带动 4000 多户群众通过“土
地流转得租金、园区务工得薪金、承包经营得营金、入股分工得股金”等
方式，户均实现增收 2000元。

武关镇武关镇

壮大新型集体经济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宁 魏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柞
水县小岭镇规划今年发展木耳 650 万袋。为进一步解决群众后
顾之忧，小岭镇用足用活金融扶持政策，为群众发家致富开辟了
新路子。

小岭镇成立了金融助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召开了领导
小 组 工 作 会 议 ，会 上 对 金 融 扶 持 政 策 作 了 详 细 解 读 ，对 资 金
筹 集 工 作 进 行 了 扎 实 安 排 ，为 干 部 进 村 入 户 能 把 政 策 说 得
清 、讲 得 明 打 下 良 好 基 础 。 镇 村 干 部 积 极 入 户 ，向 群 众 积 极
宣传“农户贷”“富民贷”政策，将贴息优惠政策及贷款办理流
程一一与群众详细讲解，并为群众答疑解惑。镇上抽调了专
职业务骨干做好与各村（社区）对接工作，每天统计意向户名
单 ，及 时 与 县 金 融 机 构 做 好 衔 接 工 作 ，陪 同 工 作 人 员 及 时 进
村 入 户 ，实 地 开 展 资 格 审 核 ，这 样 既 方 便 了 群 众 又 优 化 了 流
程还减少了工作人员往返。

截至目前，小岭镇已办理“农户贷”15 户 65 万元，“富民贷”实
地审核 17 户 300 多万元，资金发放到位 6 户 80 万元，为农民增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岭镇小岭镇

金融扶持兴木耳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晓霞 詹兰兰）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眼下正是连翘种
植的关键期，丹凤县商镇抓住春耕有利时
机，因地制宜在荒坡地发展连翘产业，厚植
致富增收根基。

走进商镇鱼岭村连翘栽植基地，30 多
名村民在林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正紧张有序
地开展连翘栽培工作。他们在开垦过的山
地上挖树坑、修剪树苗、培土，分工合作、忙

而不乱，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
今 年 春 天 ，商 镇 鱼 岭 村 、王 塬 村 、黑

沟河村、桃园村共栽植连翘 300 多亩，进
入盛果期后亩产干品可达 80 公斤，按照
往 年 市 场 价 估 算 ，亩 产 值 可 突 破 8000
元。连翘虽苦，浑身是宝。花开可赏景，
叶 子 能 制 茶 ，果 实 可 入 药 。 目 前 连 翘 产
业已成为拓宽当地群众稳定收入的又一
增收致富路。

商商 镇镇

连翘拓宽致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英）连日来，在
商南县十里坪镇西坪村桃园组的乌红天麻种
植基地里，30 多亩天麻进入了成熟采摘季，
村民们冒着初春的凌寒忙着收获天麻。

在 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里 一 派 繁 忙 的 景
象，村民们熟练而心细地翻开泥土进行采
挖，前面的箩筐里装满了一个个硕大饱满
的 天 麻 。 西 坪 村 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于 2022
年 5 月 通 过 流 转 土 地 ，采 取“ 支 部 + 合 作
社+农户”的种植模式，标准化、规范化种
植 30 多亩天麻。

“此次产出天麻种子 1 吨，种下后今年 8
月可见成效，预计产出 5 吨天麻，收入可达
10 万元；预计今年总产量达 3 吨，净收益 5 万
多元，可带动 700 多人增收致富，户均增收
800元。”西坪村党支部书记井家红介绍道。

本报讯 （通 讯 员 祝鹏钊）销 路 有 保 障 ，耕 种 有 方
向 。 近 日 ，商 州 区 牧 护 关 镇 组 织 各 村（社 区）集 体 经 济 股 份
合 作 社 与 辖 区 内 企 业 —— 商 洛 会 邦 小 韩 峪 食 品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马 铃 薯 订 单 农 业 合 同 ，达 成 合 作 方 式 、技 术 指 导 、订
购 回 收 等 事 宜 。

位于秦岭腹地的牧护关镇年平均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适宜
马铃薯生长。所产的马铃薯更是以生长周期长、个体大、品质优远
近闻名。截至目前，全镇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已经成为当
地农业主导产业。

本次签约仪式共有全镇 22 个村（社区）参与。按照签约合同
约定，商洛会邦小韩峪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将按照每公斤 1.2 元的
价格收购牧护关镇辖区群众种植的合格马铃薯，并在收购期间
负责验质、过秤、运输，提供所需包装物。此举将进一步带动农
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对牧护关镇马铃薯产业链条发展起到重
要推动作用。

以订单形式收购的马铃薯，将用于商洛会邦小韩峪食品加工
有限公司旗下的粉条加工项目。该项目占地 2.8 亩，投资 1200 万
元，已建成 4 条生产线。公司采用“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实
行订单农业，以实际行动保障农产品销售，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

牧护关镇牧护关镇

订单发展马铃薯

本报讯 （通 讯 员 陈少斌）
“2016 年开始，村上先后引进了秦绿食
品等 2 家食用菌企业，为我们村民致富
打开了新门路，我每年可以增收 2 万
元。”阳春三月，正在秦绿食品公司务
工的镇安县云盖寺镇西华村村民郝邦
进高兴地说道。

云 盖 寺 镇 西 华 村 作 为 昔 日 的 贫
困 村 ，2017 年 以 前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不 足 5 万 元 ，村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不 到
5000 元，属于集体经济薄弱村，也是
省 定 贫 困 村 之 一 。 为 了 改 变 贫 困 落
后 局 面 ，西 华 村 党 支 部 以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作 为 工 作 重 中 之 重 ，大
胆 突 破 、先 行 先 试 ，通 过 强 化 基 层 组
织 、招 商 引 资 企 业 、激 发 基 层 活 力 ，
探 索 推 行“ 党 建 +企 业 +基 地 +农 户 ”

新 发 展 模 式 ，依 托 独 特 的 地 理 气 候
优 势 ，发 展 木 耳 、香 菇 等 食 用 菌 产
业 ，5 年 间 ，食 用 菌 每 年 为 村 集 体 经
济实现增收约 80 万元，为脱贫户、监
测户每户增收 3 万多元，更为全村带
来 大 量 就 业 机 会 ，一 跃 成 为 西 华 村
支柱产业。

“ 产 业 有 了 、路 也 修 好 了 ，我 们
的 兜 里 也 有 钱 了 。”西 华 村 开 民 宿 的

石 立 柱 这 样 说 道 。 为 了 让 食 用 菌 发
展壮大，村“两委”先后跑项目、拉关
系 ，先 后 修 通 了 云 盖 寺 镇 的 云 小 路 、
柞 小 路 ，修 建 使 用 产 业 路 1.7 公 里 ，
让 食 用 菌 成 为 撬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要杠杆。

“ 我 们 西 华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从
2018 年 的 几 万 元 提 升 到 2022 年 的
203.66 万元，连续 4 年收入超百万元，

不仅在 2018 年率先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更是成为全县认可的产业大村。”西
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达友激
动地说道。

村集体壮大了、村民富裕了，环境
也好了，伴随着云镇水库的完工蓄水，
西华村正在向生态、康养、美丽、文明、
幸福的目标奋勇前进，为实现乡村振
兴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西华村西华村 食用菌成为支柱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夏泽梅）天气回
暖，春耕生产进入关键时节。镇安县抢
抓农时忙春耕，以马铃薯、玉米种植面
积和单产水平为标准，因地制宜推广马
铃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助力
粮食稳产增收。

在回龙镇回龙村，随处可见农户们忙
碌的身影，大家纷纷抢抓晴好天气，按照
县农技服务中心专家的指导，科学有序开
展春季马铃薯种植，并预留春玉米和夏大
豆种植地块。经过测量、拉线整理过的地
块显得格外整齐、条块分明。

回龙镇回龙村村民乐拥先说：“今

年 我 们 按 照 专 家 的 技 术 培 训 ，合 格 种
植，增产增收。去年我们实行这种种植
一亩地收成达到 850 多公斤，今年预计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些。”

去年以来，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首次在镇安县试点推广 3.4 万亩，平均
增收 493 元，得到群众广泛认可。尤其
是西口回族镇、月河镇、大坪镇成效好、
质量高，为镇安县大面积推广积累了丰
富经验。开春以来，镇安县先后印发了

《春季田管及春播备耕技术管理意见》
《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等
技术指导文件，及时发布苗情、墒情、病

虫、种情报告，深入农资门店和经营网
点，对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进
行 盘 存 和 调 剂 ，全 力 保 障 农 资 供 应 充
足、价格稳定，满足春播需求。

同时，镇安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积极
引导村民抢抓农时，充分利用耕地面积，
合理布局复合空间，扩大复合指数，最大
化利用水、肥、气、热，提高土地产出率，达
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马铃薯和大豆。

镇安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陈会
芳介绍说，2023 年，中心将进一步扩大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严格落实“顶
层推动、党政同责、合力攻关”的工作模

式，严格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选用良
种、统一水肥管理、统一防病控虫、统一技
术培训”的“五统一”技术路径，高标准、高
质量落实全年 4.5万亩的种植任务。

据 了 解 ，镇 安 县 目 前 有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核 心 示 范 区 15 个 2660
亩 ，创 建 标 准 化 麦 田 化 除 及 病 虫 害 防
控 示 范 田 1200 亩 ，油 菜 防 控 示 范 田
1000 亩，云盖寺镇、茅坪回族镇、庙沟
镇等 10 个镇办先后召开了大豆玉米带
状 复 合 种 植 专 题 培 训 会 议 ，并 组 织 出
动 机 防 队 1 支 ，免 费 为 群 众 喷 防 小 麦
2000 亩，确保粮食实现丰产丰收。

镇安镇安 推广马铃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万多亩

天麻种植迎来好“钱”景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水
平）近年来，为切实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丹凤县土门镇党委、政
府积极作为，主动搭台，多措并
举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助力干
部“茁壮成长”。

土 门 镇 认 真 落 实 机 构 设
置、编制额定、职能划分等政策
性规定，并结合工作需要和干
部自身特点，统筹安排干部工
作任务，细化干部分工，确保事
事到人、人人有责；发挥机关支
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
织生活作用，结合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定期开展理论知识
和业务技能培训，提升干部的
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制定干
部培养计划，定期开展“科级领
导 上 讲 台 ”“ 青 年 干 部‘ 微 课
堂’”等“读写将比”活动，提升
干部综合素质。

镇上按照“1+N”导师帮带
制度要求，由班子成员负责，在
分管工作和包村工作中确定业
务骨干，每个业务骨干确定 1
名帮带对象，确定帮带重点、制
定帮带计划、明确帮带期限，并
按照“帮一个成一个续一个”的
原则，实行动态管理；组建重点
工作专班，抽调精兵强将参与
重点项目建设、疫情防控、信访
矛盾化解等工作，着力培养一
批“攻坚型”干部；建立干部包
村工作机制，通过干部走村入
户、访贫问苦、化解矛盾纠纷等
形式，培养一批“全能型”“奉献
型”基层干部；强化后备干部培
养，主动选派政治素质好、专业
素养高、有发展潜力和培养前
途的优秀年轻干部，到村挂职
副支书，到县直部门挂职局长

（助理），进行重点培养。挂职
期间的工作表现作为考核推荐
干部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全面
提升干部阅历和工作能力。

每半年，土门镇党委原则
上对后备干部进行一次综合评价，对符合条件、表现突出的
优秀干部，以镇党委名义向上级组织推荐使用；对思想滑
坡、品行不端、违纪违法、工作重大失误等问题的干部，及时
调整出后备干部队伍；对工作不上心、干部意见大、群众不
满意，且多次批评帮助教育后仍无效果的现任领导干部，及
时向组织提出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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