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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深处，草长莺飞，满目皆翠。4 月 7
日，记者驱车前往距丹凤县城50多公里的武
关镇阳阴村，在采访中发现，这个昔日偏僻落
后的小山村，在省人社厅及其驻村工作队大
力帮扶下，如今已实现华丽嬗变。

精准施策精准施策

阳阴村属于典型的沟壑地貌，多年前，
由于居住条件差，交通不便，群众致富门路
窄，一些群众迁往外地居住。

“以前，我们村交通条件不好，进出村子
只有一条砂石路，路况特别差。现在，进出
村子有 4 条水泥路，连各组道路也硬化了，
真心感谢省人社厅给我们办的实事。”60 多
岁的村民代太荣说，“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
了，过上了小康生活。如果没有省人社厅的
帮扶，真不敢想象现在是个啥样子！”

自省人社厅帮扶阳阴村以来，建立了
“厅长挂帅、副厅长轮换负责、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帮扶对接困难户、工作队驻村帮扶”的
工作机制，举全厅之力，真帮扶，促实效。

多年来，省人社厅领导多次到阳阴村调
研走访，了解存在困难和问题，制定帮扶计
划，给予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历任驻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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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与当地干部群众打
成一片，用心用情
修路、拉水，帮助群
众发展食用菌、茶
叶、天麻、核桃等产
业，让群众的腰包
逐渐鼓了起来。

“省人社厅帮
扶之初，第一任驻
村干部面临的条件
最为艰苦。驻村干
部盯准养殖业，为
每户村民提供一头
猪仔。为改善基础
设施，他们勘察花
阳路，帮助建立鑫
盛阳产业园。进行
数据清洗，开展精
准识别，规模养殖
鸡 、羊 。 推 进‘ 三
变 ’改 革 ，建 立 茶

园，硬化通组路；建起村集体经济，修建便民
桥，完成道路亮化等工程；结合实际，协调实
施安全饮水等 10 多项涉及民生的工程建
设。”村党总支书记李敏说，“顾险峰担任第
一书记以来，和驻村队员持续抓好特色产业
发展，更加重视扶志扶智，开展移风易俗，不
仅让群众富口袋，更让群众从思想观念上富
了脑袋。”

帮到实处帮到实处

“您瞧瞧，我们阳阴村的道路加宽了，路
面硬化了，房子改造了，路灯也亮了，整个村
子环境越来越美了……”61 岁的村民代太
坤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变化，是这些年省
人社厅驻村工作队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真
真切切享受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代太坤腿部残疾，以前生活十分困难。
近年来，随着产业帮扶、扶志扶智活动的开
展，村里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性的
文化生活也丰富了起来。代太坤在享受了
国家的危房改造、残疾人补助、特困供养等
政策后，他对幸福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两年，他特别能吃苦，现在年收入在 1 万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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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觉得村干部办事推推托托，我
确实不满意。现在可不一样了，村干部把我
们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每件事都有结果，
非常满意。”代太坤拿出《林权证》说，“办这
个《林权证》太不容易了！幸亏驻村工作队
与村干部多次协调，我们才顺利拿到《林权
证》。”代太坤说。

李敏目睹了阳阴村的发展变化，他深有
感触地说：“从 2014 年，省人社厅就开始帮
扶阳阴村。在省人社厅历任驻村工作队的
大力帮扶下，村里的产业兴了、群众富了、民
风也好了。”

产业富民产业富民

在阳阴村茶园基地，顾险
峰和工作队员商量着打造 130
亩精品茶园的事。村民李道德
和工人正在给茶苗修枝追肥、
除草、维护喷灌设施。

顾险峰说：“我们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因地制宜，
凡事多听群众的意见。我们把
群众满意作为驻村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赢
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阳阴村地理位置偏远，村
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种植香菇
增收致富。顾险峰带领工作队
和村“两委”充分发挥村集体经
济——丹凤县艳阳春菌业有限
公司的产业优势，不断壮大产
业规模。如今，该企业已带动
全村 180 户群众发展香菇、天
麻、核桃、茶叶、中药材等多种
产业。今年，全村发展香菇种
植 80 多户，种植香菇 400 多棚
约 75 万袋，预计年增收约 150
万元。发展天麻种植 130 户
20 多 万 窝 ，预 计 增 收 400 万
元，可为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户
均 增 收 1.9 万 元 ，人 均 增 收
5600 元。现在，全村发展养殖
大户 10 户，带动 83 户村民务
工，人均年增收 1.8万多元。

10 年前，由于两个孩子上
学等原因，村民黄方贵成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但他头脑灵活，手脚利索，
人勤快、能吃苦，在省人社厅驻村工作队和
村干部的帮扶下，每年发展香菇 1 万袋以
上，还参加了省人社厅组织的家政、烹饪、菌
业种植等实用技术培训，享受了产业政策补
助，如期实现了脱贫摘帽。

黄方贵脱贫后，及时掌握新技术，产业
越做越大，繁忙时节带动周边 10 多人在他
的香菇产业基地务工。现在，大家都开玩笑
叫他“黄百万”，黄方贵总是乐呵呵地说：“如
果没有党的好政策和人社厅工作队帮助，我
哪会有现在的好日子！”

多年来，省人社厅一轮一轮的驻村工作
队聚焦群众“家门口就业创业”，积极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解决了一件件群众
急难愁盼实事，化解了一件件陈年矛盾纠
纷，赢得了阳阴村群众的真心点赞。

“组织信任我们工作队，群众拥护我们，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在这
里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辜负了领导
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我相信，阳阴村一定
会越来越好！”顾险峰说。

倾 情 来 帮 扶 旧 貌 换 新 颜
本报记者 贾书章

本报讯 （通讯员 邹 专）今年以来，镇安县大坪镇
压实生产责任，加强服务保障，严守耕地红线，今年春管小
麦 5700 亩，播种马铃薯 9200 亩，完成春玉米备耕 3000 多
亩、大豆备耕 2000多亩，粮食生产开局良好。

今年以来，该镇围绕粮食安全和撂荒地整治两个重点，
多角度宣传强农惠农政策，防范耕地“非粮化”，调动群众种
田种粮积极性。对年度粮食生产任务进行细化分解，与 12
个村签订目标责任书，夯实镇、村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
目标清、方向明、责任实。在县农技中心支持下，该镇在小
河子村、旗帜村建设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150亩，在芋园
村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省级示范区 200 亩，为镇域
粮食生产当示范、作表率。抽调 6 名技术专家成立助农服
务团，巡回开展户外培训、田间指导；动员经营主体及时调
运玉米种、化肥、农膜农药；组织市监所、农综站、派出所开
展“春耕护农”行动，对农资门店巡回检查，杜绝售假卖假、
坑农害农事件发生。

该镇开展撂荒地“动态清零”行动，对 12 个村的撂荒
地再次摸排，并逐地块落实包抓责任，逐户制订复种计
划，确保 25 亩撂荒地在 4 月底前全部复种到位，力求所有
耕地应种尽种。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结合自然
资源部门的“三调”数据，对 15 亩低效产业园复种还耕，对
28 栋废旧大棚拆除还田。去年以来，结合人居环境和秦
岭“五乱”整治行动，组织农综站、米粮国土所，先后在园
山、红旗等村拆除废弃猪圈、烟炉和超限拌料场、砖厂等
违法构筑物 357 处，恢复耕地 176 处 13.5 亩，有效打击了
乱圈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

大坪镇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4 月 7 日，随着气温回
升，商南县高寒地区十里
坪镇红岩村龙凤山茶叶专
业合作社的茶园进入采摘
旺季，漫山茶树新芽勃发，
茶味飘香。茶农抢抓晴朗
天气，用灵巧的双手、娴熟
的技艺采摘新鲜茶叶。

“自从村上有了这个
合作社以后，我再也不用
外出务工了。这几天，采
茶期一天能挣 180 元，加
上平时在茶园务工，不忙
时自己再种植些蔬菜，一
年 下 来 也 有 2 万 元 收 入
呢，比以前外出务工挣得
多，而且离家还近，特别方
便。”正在采茶的工人刘金
连高兴地说。

龙凤山茶叶专业合作
社位于红岩村龙凤山组，
距镇政府约 9 公里，该地
海拔 980 米，土地肥沃、雨
量充沛，昼夜温差大，经帮
扶单位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检验，这一区域为富硒土
地，非常适合发展高山富
硒有机茶。合作社充分利
用树种间高差和层间距，
采取立体、有机栽植模式，
共栽植红仁核桃 1200 株，
间 套 富 硒 茶 叶 1200 亩 。
目 前 ，合 作 社 年 产 毛 尖
650 公 斤 、春 茶 3000 公
斤，每年可实现综合产值
160多万元。

“茶园里都是老茶树，
长势不错，尤其在茶叶采
收期间，采茶、加工、包装
用工需求量比较大，而附
近 的 剩 余 劳 动 力 也 比 较
多，招工这方面不用愁。”
龙凤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兴林说，“目前，村集
体以土地入股，通过返租农户林地，为农户提供就近务
工机会等形式，多渠道带动农户增收，实现合作社营收
与带动群众增收互促共赢。每年通过土地流转和基地
务工，辐射带动红岩村、李家湾村、梁家坟村农户 180
多人务工增收，人均年增收 4800元以上。”

红岩村党支部书记杨兴平说：“合作社由我们村
党支部牵头，按照‘吸引能人回乡创业、多种经营兴
建产业、群众务工带动就业’的思路，依托返乡创业
能人杨兴林成立了龙凤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近年
来，合作社秉持‘高山、富硒、有机’的发展理念，采取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立体种
植，实现红仁核桃和茶叶套种，进一步扩大合作社的
经济效益。下一步，我们将立足‘高山、净土、生态’
资源禀赋，按照‘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的发展思
路，做强绿色产业，做优绿色产品，积极打造高山富
硒有机精品茶叶，努力实现‘一片小叶子，成就一个
大产业，带富一方老百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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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阴村村民在食用菌产业园采摘香菇阳阴村村民在食用菌产业园采摘香菇

省人社厅驻阳阴村第一书记省人社厅驻阳阴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顾险峰查驻村工作队队长顾险峰查
看香菇长势看香菇长势。。

茶园茶园

青山环抱，满山披绿。在山阳县法官
镇黄家店村，远远望去，一垄垄茶树连成
片，宛如一张绿色的地毯，从山脚跃上山
头，再伸向山谷。山谷旁的福青山产业园
里，厂房内机器轰鸣，茶香四溢，工人正忙
着加工茶叶。

明前茶抢鲜上市

天刚微亮，雾气正浓，黄家店村茶农瞿
诗平就骑着摩托车赶往塔元沟茶山，开始
了一天的采茶工作。一捏、一提、一放间，
娴熟的动作在茶尖快速飞舞。

“我家有 10 多亩茶叶地，今年有闰二
月，春天时间长，再加上雨水好，茶叶长得
不错。前几天明前茶的价格是这些年来
最好的一次，价高的时候能卖到 150 元一
斤 。 清 明 过 后 ，一 天 一 个 价 ，要 趁 早 摘
完。”瞿诗平说。

黄家店村塔元组茶山海拔高，日照充
足、气候湿润，每年春茶采摘时间比县内其
他地方早 5 天左右。清明前，不少外地客
商纷纷赶来收购春茶。

人 人 皆 知 明 前 茶 珍 贵 ，到 底 贵 在 何
处 ？ 在 清 明 前 ，由 于 阳 光 雨 露 的 滋 润 ，
加 上 茶 树 经 过 冬 季 的 休 养 生 息 ，茶 树 的
小 芽 迅 速 长 成 鲜 叶 。 芽 叶 肥 硕 、色 泽 翠
绿 ，叶 质 柔 软 、香 气 怡 人 ，富 含 多 种 维 生
素 和 氨 基 酸 ，是 茶 中 佳 品 。 茶 树 一 般 在
春 分 时 才 开 始 发 芽 ，在 清 明 前 开 始 采
茶 ，明 前 茶 只 有 差 不 多 10 天 的 采 摘 时
间 。 茶 农 争 分 夺 秒 上 山 采 摘 ，工 人 们 加
紧 赶 制 新 茶 ，都 在 抢 抓 第 一 波 春 茶 上 市
的大好时节。

政策扶持促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起，黄家店村村民开始
自发种植茶叶。但多年来，村民只会种茶，
不太会养茶，也不会卖茶，茶叶产量、质量
跟不上，村民几乎赚不了钱。

脱贫攻坚时期，法官镇党委、政府一直思
考该怎么办、怎么干才能让群众脱贫致富？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该镇决定把茶产
业培育成群众的致富产业，成立了茶叶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的茶叶发展办公室，按
照“山上茶叶、宜茶种茶”思路，免费向群众发
放茶种，落实奖补政策，鼓励茶农规模化种植
和合作化发展；组织群众代表到邻近县区参
观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坚定发展信心；
在茶叶生长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对群众开
展种植、管护、采集、制茶等技术培训。

镇党委、政府创新政府引导、项目支
持、大户带头、群众参与的资金投入模式，
有效解决了茶叶基地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难
题，全镇现有茶园 4 万多亩，近 60%的农户
都在种植茶叶，2020 年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茶叶示范镇。

茶叶规模上来了，如何提高品质，增强
市场竞争力？法官镇积极向上申请项目、
资金，加大与优秀茶企、高校等合作，探索
确定村“两委”班子领办茶叶专业合作社，
引进 6 家茶企，村村建起加工厂，形成了龙
头辐射带动茶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联农带农助增收

一片茶叶，一抹茶香，可撬动一个绿色

朝阳产业。
“我身体不太好，出去

务工也做不了重活，打理好
自家这 30 亩茶园，一年也有
10 万元左右收入。”村民瞿诗
朝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去
年才种的龙井 43 号，是我们专门
去湖北考察带回来的。”

天竺源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耀邦
说：“我们公司在大寺庙村流转了 1000 多
亩土地，建成了高山有机茶园，有自己的生
产加工厂和茶庄，坚持‘公司+基地+农户’
的利益共享机制，与周围 300多户农户签订
了收购协议，采茶的时候也要招百十来个
人前来务工。”

自从春茶开采以来，黄永琴就到茶园来
务工，1公斤茶叶 160元工资，一天能采上两
三公斤。在家附近务工，赚钱顾家两不误，这
种灵活的工作方式吸引了茶园周边很多妇女
和不方便外出务工的村民前来采茶。

黄家店村村民马全莲家有老人和孩子，
出门打工走不开，她就在离家不远的茶山务
工贴补家用，这让她感到很满足：“我们不仅
可以采摘茶叶，还能在基地给茶园除草、施
肥，最主要的是能和家人在一起。”

“每年采茶季，我都来这里采摘茶叶，
今年是第四年，每天能赚 100多元呢。”来自
碥头溪村的村民殷诗芳说。

据了解，该村每年采茶旺季，可带动周
边 400多人务工增收。

茶旅融合添活力

“每年采茶季都有不少学生来法官镇

写生、体验采茶乐趣。”瑞君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李传慧介绍，茶园每年会开展
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动。

除了研学旅游，当地还通过举办特色
采茶节等活动，大力弘扬茶文化，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将茶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农事体
验等旅游观光项目，初步形成传统农业向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转变。

为进一步推动茶旅融合发展，法官镇
深入挖掘茶道、茶艺、茶事等茶文化，推动
茶产业与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等产业
跨界融合发展，以深层次的文化吸引力抓
住游客。

近年来，黄家店村修建了茶园产业路、
举办了第一届品茗推介活动，法官庙村修
建了茶旅融合体验区和民宿……这些茶旅
融合产业项目的实施，将茶文化旅游的特
色和文化内涵较完美地展现给了游客。

法官镇还借助苏陕协作机遇，积极将
法官的名茶销往南京等地，在拓宽销路的
同时，增进了两地之间的友谊。如今的法
官镇村村有茶企、村村有茶园，茶产业已成
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到 法 官 茶 飘 香到 法 官 茶 飘 香
本报通讯员 赵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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