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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5月的三岔河，山青水绿，一根根定植杆整齐插在田地
上，一座座大棚沿着产业路有序排开，一个个传统文化雕
塑安置在房前屋后，一幅村美民富的画卷正在秦岭脚下的
美丽小镇三岔河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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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商州区三岔河镇，绿树浓荫、碧水环流，清新的
空气令人神清气爽。三岔河镇在实施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镇建设中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高位部署推动，汇聚发
展势能。2022 年，三岔河镇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历史
性机遇，确定“以农促旅、以旅富农”发展新方向，紧扣

“一核两带三区多点”规划发展布局，着力打造“农旅樱
谷·水美三岔河”品牌形象，全力推进三岔河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镇建设。

三 岔 河 镇 按 照 省 级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镇 建 设 要 求 ，建
立“区级主要领导挂帅、专班牵头推进、部门分头包抓”
工作机制，成立了三岔河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工
作办公室，组织各村（社区）推进各类重点项目实施；制
定《三岔河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工作考核办法》，实行
周例会、周考评、季考核、半年观摩、年终奖惩制度，着
力构建上下联动、争先创优的工作格局，全面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同时，镇上召开乡村振兴专题推进会
13 次，召开落实部署会 39 次，并先后组织镇村干部赴
西安、丹凤等地开展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学习观摩活
动 10 多次。

三岔河镇结合镇情实际，谋划了 5 年项目 58 个，计划
总投资 5.49 亿元，其中 2022 年实施项目 45 个，完成年度
投资 2.04亿元。同时，确立“八化”要求，编制完成《示范镇
建设规划》《示范镇风貌规划图》《美丽宜居示范村“三图一
集”设计》《海绵城镇建设规划》及《园林城镇建设规划》等 5
个规划，完成了 5年项目库及 2022年项目清单、沙盘模型、
示范镇标识、宣传册、宣传片等“七个一”工程。

为全力助推乡村振兴，三岔河镇党委、政府聚焦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截至目前，6.9 公里的金
陵寺镇铁沟口至三岔河公路、12.6 公里的李龙路三级
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成投入使用；闫坪村樱桃示范园
产业路、灯塔村食用菌产业园产业路、七星村道路提升
改造项目、引龙寺村红豆杉母树林基地道路提升改造
项目、三星村玉女洞示范园产业路堤结合项目、三岔河
镇垃圾焚烧场道路硬化项目、康河九组及十一组水毁
河堤修复、商州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项目、三岔
河清洁流域治理项目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使用；三岔
河康河大桥、闫坪大桥、杨峪沟桥等桥梁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全镇迁改路线 4000 米，新立电杆 80 根，两个 5G
多 元 化 基 站 已 投 入 使 用 ；村 级 图 书 室 、文 化 室 已 全 覆
盖，三岔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项目、热解气化厂项
目已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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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代诗人王维优美自然
的诗韵山水犹如一曲天籁在三岔河这一秦岭福地得到了
绝好的阐释。

三岔河镇地处秦岭南麓，位于商州城西北约 30 公里
处，因辖区内有泥峪河、康家河、油磨河交汇而得名。镇内
生态良好，环境优越，全域为一级水源涵养地、丹江源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98.5%，空气中每
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 5600 多个，素有“天然氧吧”“康养
小镇”之称。

镇辖区内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樱桃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三岔河镇瞄准“农业产业示范镇”目标定位，依托樱
桃特色主导产业，构建“一带串联、一区支撑、多点辐射”的樱
桃产业带空间布局，着力打造“农旅樱谷·水美三岔河”。

三岔河镇乘势而上，不断优化樱桃发展结构，夯实特
色产业根基，实施三岔河万亩樱桃园提质增效工程、万户
良种樱桃庭院经济工程，打造三岔河樱桃产业带，积极发
展七星村设施大棚樱桃产业园、4 个樱桃优质高产标准化
示范园、2050 亩坡塬樱桃、3100 户庭院樱桃、6000 亩大田
樱桃采摘园。樱桃品种以中晚熟为主，采取超细长纺锤
形、篱壁式、V 字形三种先进栽培模式，着力打造独具特
色、富有影响力的樱桃品牌。

为进一步促进樱桃丰产丰收，三岔河镇采取“技术专
题讲授+发放栽植资料+果园现场示范+指导果农操作”
相互交叉结合的培训模式，组建专业化农民技术服务
队，定期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采取多
种形式培育樱桃栽植、科管能手。同时，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建设商
州区良种樱桃科技创新试验示
范 站 ，建 成 樱 桃“ 产 学 研 ”基
地，进行技术合作，常年实地
指导樱桃产业发展。截至
目 前 ，培 养 职 业 农 民 50
多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管理人才 13 名、樱桃科
管能手 100 多人。

“我在这里主要负
责技术指导，包括水肥
一体化、降温升温等技
术，让樱桃全年都可以保
持良好的生长态势。”4月
27 日，在樱桃大棚内忙碌
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技术专
家李忠一边指导务工人员给樱
桃树拉枝，一边给记者介绍。

三岔河镇采用“公司+龙头企
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模
式，由 8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家庭农
场提供技术、生产托管等服务，并与相关企业联
合发展“订单式”樱桃产业，预计产业带全面建成以后年收
益可达 4700 多万元，可吸纳三岔河镇农村剩余劳动力
1000多人，为辖区农民人均增加收入4000元以上。

通过举办樱花节、采摘节、文化采风、摄影大赛等活
动，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实现“一产”变“三产”，使小樱桃
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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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发展产业成为三岔河镇
的重中之重。三岔河镇物产丰富，樱桃、板栗、土蜂蜜、客
家糍粑、神仙叶凉粉、高山果蔬等农特产品久负盛名，为产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尤其是近年来，三岔河镇党委、政府积极实施产业兴镇
战略，依托辖区内植被茂盛，洋槐、连翘、蒲公英、五味子、五倍

子、椴树、葛条、
党 参 、黄 菊 、黄
芩、丹参等蜜源
植物丰富的优势，

群众有养蜂传统的
实际，大力发展中华

蜂养殖项目。镇上探
索蜂产业发展新模式，成

立了商洛秦源樱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采取“村集体+企

业+农户+基地”模式，培育养蜂合作
社8个、家庭农场2个，以养殖与加工相结

合为方向，与南京花想蜂有限公司、成都等蜂来蜂
业有限公司合作，建立标准化养殖与初加工基地2个；在七星
村规划建设集研学、科普、文化于一体的蜜蜂主题科普基地。

目前，全镇发展中华蜂养殖 100 多户，养殖中华蜂
4250 多箱，年收入 200 多万元，户均增收 2 万多元。为进
一步完善蜂产业发展规划，三岔河镇深化村企合作，全力
推进商州蜂蜜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标准文本编写和特
质农产品申报的认证工作。同时，加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扎实做好蜂产品开发、标准化蜂园建设、蜂蜜品牌营
销、蜜蜂养殖培训等工作，力争达到饲养生产技术高、蜂蜜
产量高、蜂农收益好，真正把蜂产业发展成为推进三岔河
流域乡村振兴、助农稳增的特色优势产业。

除了传统养蜂产业，去年以来，三岔河镇全力以赴推进
连翘产业发展，成立万亩连翘上山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制定

《三岔河镇“万亩连翘上山”工程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向群
众宣传连翘种植病虫害少、见效快、长久受益等特点，免费
发放连翘树苗，号召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连翘栽植。镇上还
有效整合退耕还林土地、坡塬地、撂荒地等土地，每村安排2
名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指导苗木科学处理、整地、栽植。

截至目前，连翘种植集中连片推进，灯塔村已种植
605 亩、杨峪沟村已种植 348 亩、七星村已种植 296 亩、黄
鱼沟村已种植 392亩、三星村已种植 617亩、闫坪村已种植
712 亩、三岔河社区已种植 3486 亩、引龙寺村已种植 692
亩，连翘产业正以村为基础，逐步形成以点带线、由线连片
的万亩连翘产业带，在全镇掀起发展连翘产业热潮。

三岔河镇镇长孙为艳说：“我们对万亩连翘产业带进
行科学管理，制定后续发展路子，在连翘收储及加工上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真正
呈现三岔河镇连翘遍地栽、黄花漫山开、增收新渠道、致富
新产业的繁荣景象。”

环境治理增底色环境治理增底色 美丽乡村入画来美丽乡村入画来

“ 镇 上 在 村 环 境 治 理 中 给 我 们 家 硬 化 了 院 子 和 入
户水泥路，并对我们家房屋进行了外墙粉刷，美化院落

80 平 方 米 ，现 在 我 们 家 更 加 漂 亮 了 ，经 常 有 客 人 来 拍
照留念。”4 月 27 日，三岔河镇闫坪村七组村民文平高
兴地说。

三岔河镇党委政府扎实推动“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开
展“六清六治六无”专项清洁行动，积极创建美丽宜居示范
村。镇上组织学习《秦岭生态保护条例》和《秦岭生态保护
规划》20 多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秉承绿色循环发展和生
态保护优先理念，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持续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全镇建立“红黑榜”亮相、网格化管理、固定日清扫、

周评比奖惩等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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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村庄内的柴草堆、
杂物堆等 100 立方米，清理道路垃圾 100 多公里，整治村
内沟渠 167 公里，清除淤泥 20 吨；清理樱桃园高秆作物及
杂草 2000 多亩。

镇上统筹，改建“三格式”卫生厕所 1150 座，建成公厕
两座，建成 11 个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科学布局垃圾分类
箱；对门户区、三星电影广场等 5 个节点及 196 户民居风
貌、12569 平方米院落环境全面进行改造提升；实施现代
宜居农房和抗震农房试点建设，建成宜居农房 92 户，因地
制宜发展乡村农家乐集群，已建成农家乐 13 户，农村人居
环境面貌不断提质增颜。

三岔河镇风景秀丽，人文气息浓厚。“黄鱼八景”“两寺
五庙”“油磨河迷魂阵”等景点远近闻名，秦岭原乡村落古
韵犹存，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多姿多彩，休闲娱乐、田园采
摘、亲河戏水、乡村民宿、研学体验、文化创意等康养项目
初具雏形，是康养休闲的优选之地。

三岔河镇不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弘扬
文明乡风，积极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完善 8 个村村规民
约，建立了 8 个村“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乡贤队
伍，评选道德模范 16 名、“五美庭院”100 户，开展“文化进
村”活动 1 次；8 个村（社区）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63 名
志愿者参与村级公益活动，组织文艺会演 3 场次，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三岔河镇积极落实“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提
升片区长排查治理水平，完成“雪亮工程”建设，推进数字
乡村示范镇建设，组织全镇 99 个片区长技能知识培训；
紧盯八大领域风险隐患，定期会商研判，切实将风险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2022 年度处理 12345 便民热线平台投
诉问题 143 起，网上信访 8 起，各级转办交办案件 15 起，
接待群众来访 12 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签
订目标责任书，夯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食
品药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森林防火、防汛防滑等专项
整治活动，积极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下发整改通知书 16
份，整改隐患 3 个。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镇域内社会和
谐稳定。

在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推动下，三岔河镇村居环境已得
到明显提升，镇内七星村、闫坪村荣获省级美丽宜居示范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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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岔 河 镇 党 委 书 记 李 刚 彦 说 ：“ 我 们 将 牢 牢 抓 住
高 质 量 发 展 历 史 性 机 遇 ，以‘ 五 大 工 程 ’为 抓 手 强 引
擎，着力实现经济发展质效、产业绿色转型、改革创新
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群众就业增收、社会治理效能六
个 新 提 升 ，着 力 打 造‘ 农 旅 樱 谷·水 美 三 岔 河 ’品 牌 形
象 ，推 进 三 岔 河 省 级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镇 建 设 再 上 新 台
阶、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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