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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陈 少 斌
马 柠）近日，走进镇安县茅坪回族

镇五福村，村民们正忙着整理庭院。
村民刘厚文的院子干净整洁，院旁花
坛内桃树花开正艳，樱桃含苞待放，彰
显出一片勃勃生机，这一切都归功于
庭院经济的发展。

今年以来，茅坪回族镇组织五福、
腰庄河等村，结合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积极探索
推进庭院经济和产业发展结合点，按
照“因地制宜、宜种则种”的原则，引导
广大农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的“方寸
地”，栽种适合种植的樱桃、桃子等水
杂果，大力发展农户庭院“微经济”，不
仅很好地美化了村上的人居环境，而
且有力促进了产业的发展。“我家院子
以前空荡荡的，很多地方没有利用起
来，这次在村上的引导下，我全面清理
了院子周边的杂草杂物，认领栽种了
2 棵大樱桃树、4 棵水蜜桃树苗，预计
丰产后一棵果树能产 20 至 30 公斤果
实 ，按 市 场 价 折 算 预 计 一 共 可 增 收
1000 元左右。”腰庄河村村民孙守胜

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此次茅坪回族镇共组织 4

个村调运大樱桃、水蜜桃、石榴树等 5
类 800多棵优质水杂果树苗，采取村集
体投资采购，农户负责日常管护，丰产
期共同分红受益的模式，先后与 150 多
户农户签订果苗领管栽种协议，点燃了
群众参与热情，压实了群众管护责任。
与此同时，镇上还邀请了林业技术人员
深入各村开展水杂果栽种技术指导，围
绕土地整理、株行距、栽植深度、树体处
理等技术要领为栽种农户进行详细讲
解，并现场进行了栽植、剪枝等环节示
范教学，对农户提出的相关技术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

“以前村上部分群众对果树种植
技术要领掌握得还不到位，果树品种
也参差不齐，种植的果树或病或死，产
量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群众发
展生产的积极性，这次我们通过统一
采购树苗，统一讲解技术的方式，引导
农户发展优良品种、学习掌握技术要
领，确保群众丰产增收。”腰庄河村党
支部书记张吉国说。

发 展 农 户 庭 院发 展 农 户 庭 院““ 微 经 济微 经 济 ””

本报讯 （通讯员 寇鑫 张哲）今年
以来，洛南县四皓街道中心村坚持党建引
领，建立“五抓五强”机制，着力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谱写振兴新画卷。

抓班子，强活力。中心村党支部把村
级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群
众增产增收作为党建工作重要课题，通过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党
建工作为抓手，将年轻人、回村大学生等发
展为党员，将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人员吸
纳进村“两委”班子，目前村班子中，致富带
头人 4人、大学生 1人、外出务工人员 1人，
平均年龄 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 5人，选优
配强村“两委”干部，班子活力进一步增强。

抓队伍，强支撑。组建“村支部+村

民小组+网格员”的“三级网格”体系，划
分片区 14 个，优选 14 名片长，将党小组
建在网格上，党员认领责任区，引领村内
党员干部、退休干部等各类人员，将活动
融入网格中，在网格内发挥特长，为服务
乡村建设贡献力量。吸纳党员干部 20 多
名，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5 支，带动 200 多
名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提供干
群队伍力量支撑。

抓阵地，强堡垒。建设便民服务大
厅、乡村振兴舞台、党员活动中心、人才
培 育 中 心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图 书 阅 览 中
心，通过打造“一厅一台四中心”，强化党
群活动阵地建设，创新载体，搭建党群振
兴平台，丰富群众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提升组织凝聚力和
群众号召力。

抓产业，强保障。以烤烟、设施蔬菜、
畜牧养殖、劳务输出、休闲旅游等五大产业
为主，丰富产业类型、延伸产业链条、增加
群众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村现有
30 亩以上烤烟种植大户 33 户，蔬菜大棚
120 个，存栏生猪 1.1 万头，外出务工 382
人，并建设了采摘园、垂钓池、陆地摩托营
地等，2022 年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20
多万元，群众增收 500多万元。

抓载体，强引领。村党支部以“树旗
评星”活动为载体，党员领办，发展绿色
蔬菜产业大棚 120 个，带动剩余劳动力
30 多 人 常 年 就 业 ，年 人 均 增 收 6000 多

元；党支部领头，发展文旅产业，拓展户
外培训基地，带动垂钓、户外运动、餐饮
等产业蓬勃发展，探索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新途径，提供村民就业增收和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新的增长点。通过培育
新典型，引领新发展，勇创“红旗村”，争
当“星书记”，实现新突破，村党支部书记
被命名为“六星书记”，村党支部被评选
为“乡村振兴红旗村”。

“ 五 抓 五 强 ”促 发 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巩 聪）今年以来，为贯彻落
实丹凤县两会精神和重点工作安排部署，蔡川镇党委、
政府紧紧围绕打造“一县五区”目标任务，全面部署建
设红色文旅小镇、材料工业重镇、避暑康养名镇、道地
药材强镇，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依托美丽村庄，打造红色文旅小镇。蔡川镇举办
讲解员暨文明礼仪培训，对全镇 25名年轻干部进行讲
解培训和现场实操，壮大培训讲解队伍。截至目前，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的会师广场、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食堂餐厅和学员宿舍等项目已完
工，红色剧场项目、古槐广场项目、重点区域绿化项目
等 9个配套项目已基本落地。

依靠资源禀赋，建设材料工业重镇。蔡川镇地
处山区，辖区内锑、铜、石墨等矿产资源丰富，蔡川
镇利用优势资源，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目前，拥有
采矿权面积 6.9 平方公里，铜铁矿石已探明储量 522
万吨，保有储量 326 万吨。以“露天+地下开采”的方
式已建成年处理 10 万吨和 20 万吨两条选矿生产线
和一条年处理 15 万吨尾矿生产线，年产值 5000 万
元，可实现利税 500 万元，矿产资源潜在价值高，发
展前景好。

依托气候优势，谋划避暑康养名镇。蔡川镇年
平均温度 12℃，春夏秋三季凉爽，气候宜人。镇上
不断完善重点项目和配套基础设施，不断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深化“424”产业培育工程，全面打响红色
村庄、美丽村庄“两张名片”，举办“十二大节会”活
动，丰富文化载体，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休
闲避暑。

凭借产业发展，构建道地药材强镇。依托产业链
联合党委，协同九大产业链，实现组织联建、资源联用、
生产联营、业绩联创。大力发展天麻、猪苓等中药材产
业，蔡川村发展以天麻种植为主的百亩药园基地，太子
庙村形成以食用菌为主的大棚产业，金月村以天麻、猪
苓和五味子为主多渠道发展中药材种植。打造特色种
养殖专业村，撬动全域农村产业发展，力争实现“一村
一业”，带动富民增收。

“四镇”建设兴蔡川

“陈书记给我们老两口联系办理的低
保下来了，每人每月 240 元，这个月的钱已
打到‘一折通’上了，看病有医保、买药有低
保，以后再也不用为买药发愁啦！现在，陈
书记又给俺媳妇陈敏霞申请办理了公益性
岗位，这样她不仅能锻炼身体、丰富业余生
活，每月还能再多领 400元钱，日子是越来
越好了。”家住丹凤县商邑社区的许发良高
兴地说道。

彭竹芳现居商邑社区桃园春城，她
的老家在丹凤县土门镇八十河村，山大
沟深、交通不便，去趟县城单趟近 40 公
里 ，要 么 骑 摩 托 车 要 么 坐 班 车 ，看 病 买

药 、购 买 物 资 、外 出 务 工 都 不 方 便 。 过
去 ，她 的 丈 夫 朱 存 良 卧 病 在 床 、常 年 用
药，时不时还要住院进行治疗，加之儿子
上大学后家中开销增大，日子过得很艰
辛。自 2018 年易地搬迁后，她一家人的
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儿子朱国栋去年大
学毕业后在甘肃上班，每月工资 4000 多
元；女儿朱思语在老君小学上六年级，享
受教育补贴；公公婆婆身体不好，都领着
养老金和高龄补贴。据彭竹芳介绍，陈
书记为她在商镇德木源家具给找了一份
工作，每月工资 2400 多元，既在家门口
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方便她照顾父母和

孩子，她十分感激。
群众口中说到的陈书记，就是丹凤县

招商服务中心派驻商邑社区第一书记陈
波。谈起近乎一年半驻村工作经历，他
说：“驻村怎么驻，怎样才能让群众认可？
怎 样 才 能 用 好 党 的 惠 民 政 策 来 凝 聚 民
心？说到底就是我们帮扶干部要真正沉
下身、静下心、扎下根，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好
事。就是要把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的心坎上，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使我们的工作有
力度、服务有温度。”

据陈波介绍，下一步，他们驻村工作队
将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在搬迁群众融入、惠农
政策宣传、群众稳定就业、基础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狠下
功夫，促进搬迁群众与当地居民的人际交
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协调解决群众反
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和有劳动力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增强搬迁群众的归属感、融入感、
成就感和幸福感，以工作成效诠释一名共
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
驻村干部的责任担当，以有力举措助推乡
村振兴稳步推进。

驻 村 还 要 驻 心
本报通讯员 刘 梅

时值初春，气温逐渐回暖。在商州区
杨斜镇林华村的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果蔬菌循环种植示范园，形如羊
肚、表面似蜂窝的羊肚菌纷纷破土而出，
长势喜人。

“我在这里务工好几年了，一
天能挣 70 元，一年能干 10 个月左
右。”当地务工群众张亚丽说。成
立于 2015 年的商洛盛泽农林科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食 用 菌
菌种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在发展过
程 中 ，企 业 不 断 寻 找 更 优 的 种 植
方 式 ，创 新 探 索 羊 肚 菌 和 蔬 菜 交
叉种植，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快移
动 果 园 建 设 ，引 进 滴 水 灌 溉 和 水
肥 一 体 化 技 术 ；发 挥 废 料 综 合 利

用价值，进行有机蔬菜和瓜果种植。
“ 企 业 年 带 动 周 边 60 多 人 务 工 ，累

计 支 付 工 人 工 资 100 多 万 元 。”商 洛 市
盛 泽 农 林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贾
小 卫 表 示 ，下 一 步 ，公 司 将 结 合 研 学 和

生态农场的发展方向，促进种植产业向
观光产业过渡，推动盛泽园园区实现景
区化发展目标。

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蓬勃发展只是杨斜镇培育特色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杨
斜 镇 按 照“ 基 地 示 范 引 领 、龙 头 企 业 带
动、农户积极参与”的多元化产业模式，
积极推进“村企联建、以强带弱、抱团发
展”产业布局，以陕西千牛土地开发有限
公司与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主，整合全镇 18 个食用菌企业和产业
合作社的力量，建立了汝河食用菌产业
长廊基地，带动全镇 1950 户脱贫群众累
计分红 1500 多万元，年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 力 2000 人 次 ，实 现 户 均 收 入 万 元 以
上，使食用菌产业成为巩固脱贫成效的

支柱产业。
同时，杨斜镇党委、镇政府鼓励企业

和合作社根据种植实情和市场需求，创新
发展模式，使食用菌产业走上了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产业链条升
级，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循环
农业、农业精深加工、智慧农业、电商农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力推进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

杨斜镇镇长韩学纠表示，今年以来，全
镇以打造千万袋食用菌全产业链为核心，
持续推进绿色循环发展，不断强化资源利
用保生态、循环体系促发展。同时，融合天
麻、冷水鱼、果酒等特色产业以及传统种植
养殖业全面发展，以融合农业产业长廊为
依托，积极打造省级农业产业强镇，推动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拓展农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拓展农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本报通讯员 董旦旦

“把鸡蛋放在鸡蛋托里，摆
得整整齐齐，再装入包装盒里
打包封口，一年下来也能赚个
6000 多元。”近日，徐小芳在商
南县十里坪镇中棚村大白岩河
组养鸡场忙着装鸡蛋。据了
解，中棚村像徐小芳这样通过
在养鸡场务工增收的村民还有
20多人。

走进养鸡场，3 个标准化
鸡舍整齐划一，2 个饲料库里
应有尽有，办公室、接待室、休
息 室 一 应 俱 全 。 2020 年 以
来 ，回 乡 创 业 的 李 明 立 足 优
势，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条

“林下养鸡”的发展新途径，采
取“村集体+企业+合作社”的
经营模式，流转 150 亩土地，
分三批共引进鸡苗 1.2 万只，
投入资金 40 万元，于 2020 年
6 月建成生态养鸡场。不仅提
高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解决
了村里的剩余劳力就业问题，
实 现 了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步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目 前 ，养 鸡 场 日 产 蛋 量 可 达
250 公斤，每公斤售价 48 元；
鸡肉每公斤 56 元，一只鸡大
概卖 100 元。目前养殖场运
转良好，存栏的万余只成鸡即
将上市。

据了解，该镇植被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 96％以上，生态
环境好，发展林下生态养鸡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主要在林地、核桃树下自然放养鸡，喂五谷杂
粮，养出来的鸡十分漂亮，肉质鲜美，打响了“芦花
鸡”品牌。

“我们进的是大肉食鸡苗，鸡肉的品质好，销路不
用愁。”据经营人江堃介绍，湖北等地的公司会定期
上门收购出栏的鸡，市场供不应求，他们还在抖音、
淘宝等平台上线上销售。2021 年收入 60 万元，2022
年收入 48 万元，2023 年预计可达 75 万元。

“下一步，十里坪镇将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以全镇
养殖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为抓手。”十里坪镇
镇党委书记王斌表示，会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养殖，深
化村企联建，持续增强造血功能，探索出一条加快推
进乡村振兴、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促进农民致富增
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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