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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煦春风，山花烂漫。漫步在山阳县法官镇法官庙
村，映入眼帘的是漫山茶树新芽吐翠，千亩油菜花海蜂
忙蝶舞，百亩荷塘公园诗情画意，艾草康养产业方兴未
艾……一幅业兴村强、民富人和、美丽宜居、稳定繁荣的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渐次铺展。

近年来，法官庙村坚持塑形与铸魂并重，既擘画出一
幅产业和、文化和、社会和、治理和的发展蓝图，也绘就出
一幅村庄美、田园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美好愿景，实现由
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规划先行规划先行 秦岭原乡擘画蓝图秦岭原乡擘画蓝图

法官庙村依山而建，傍水而居，因山而翠，因水而秀。
但是在 20 世纪，受限于地理空间，身处山坳中的法官庙村
干部群众，走出村子赶集都要通过肩扛背驮，根本不敢想
如何去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法官庙村干部群众
开始思想上的腾挪：“生态+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文
化”“生态+旅游”等发展模式纷纷出现，通过从“绿”里抠资
源，法官庙村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农文旅融合的
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
照‘景镇一体、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思路，高规格编制
了《法官秦岭原乡规划》《山阳县法官庙村乡村旅游提升思
路》等一系列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科学规划。”法官镇镇
长黄铭介绍。

产业兴旺，是法官庙振兴的支撑。在规划中，关于产
业发展的布局，法官庙浓墨重彩。结合自然禀赋和乡村建
设行动，法官庙规划出以法延路沿线和靳家河流域为主的
一条产业带，以现代农业旅游、农副产品加工等为主的产
业发展中心和旅游度假为主的产业发展副中心以及包含
艾草种植体验区、生态原乡农耕区、传统村落保护区、特色
林果种植区、现代农业养殖区和秦岭生态涵养区等六大片
区的“一带两心六片区”产业发展布局。

“原乡原味原生态、宜居宜业宜康养”，这是法官庙村
在乡村建设规划中牢牢把握的原则，实现了法官庙村自然
生态、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有机融合。

纵观整个商洛市，在研究出台《商洛市秦岭山水乡村
建设导则》等指导文件后，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振兴方
案：城郊融合类村庄 82个、集聚提升类村庄 670个、特色保

护类村庄 141个、搬迁撤并类村庄 66个……
村容村貌特色化、人居环境整洁化、产业发展规模化、

公共服务便捷化，这是商洛市在乡村建设中确定的“四化”
总体思路。如今，商洛市已建成最美休闲乡村 5 个、省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 48 个，相继获得“中国气候康养之都”“中
国最佳康养休闲旅游市”等一批“国字号”荣誉。

产业支撑产业支撑 因地制宜兴业富民因地制宜兴业富民

清泉飞瀑，茶山环绕，油菜吐香，艾香四溢。春日的
法官庙村，目光所及皆是美景。沿着盘山的水泥路，走
进秦岭鸿福茶叶基地，一垄垄茶树正抽芽吐绿，散发出
淡淡茶香。

法官庙村立足当地独特旅游资源，将茶文化与草编、
竹编、藤编、酿酒等农耕文化相结合，充分利用错落有致的
原乡风貌优势，积极整合农民闲置房等各类资源，打造茶
旅融合体验区，满足游客参观、消费、餐饮、品茶需求，带动
周围群众发展茶产业、餐饮业、种养业。

“ 立 足 当 地 生 态 资 源 和 气 候 优 势 ，我 们 大 力 发 展
生 态 种 植 、养 殖 和 乡 村 旅 游 ，因 地 制 宜 建 成 有 机 茶 园
2000 亩 ，这 里 的 明 前 有 机 茶 在 市 场 上 十 分 受 欢 迎 。”
陕西秦岭鸿福农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地茶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负 责 人 李 传 慧 说 ，“ 那 片 荷 塘 是 我 们 打
造 秦 岭 原 乡 的 生 态 景 观 ，修 建 了 百 亩 荷 塘 主 题 公 园 ，
探索出‘荷虾共生’的生态综合立体种养模式，带领更
多的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在丹山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产业孵化基地，油脂车
间、粉条车间、大米车间、挂面车间、成品库等一字排开，气
势恢宏。“为了延长产业链条，我们在种植的基础上，建成
占地 15 亩的孵化基地，建设 6 条农副产品生产线，主要加
工当地的绿色有机食品。”该公司负责人徐文根说，如今，
公司流转农户土地 1300亩，每亩每年 650元，带动 45户农
户户均年增收 1200元。

“在种植水稻和油菜的基础上，我们还积极发展康养
产业，开展中药保健品研发、加工与销售。”法官庙村党支
部书记杨伟介绍，目前村里发展艾草 700 亩、核桃 700 亩，
林下种植魔芋、树莓、覆盆子，秋桃园里套种油葵，实现长
短产业结合，让群众能稳定增收。

新风培树新风培树 ““五治融合五治融合””村美人和村美人和

法官庙村坚持把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
有力抓手，在“铸魂强根”上精准发力，着力构建“五治融
合”新格局，不断培树文明新风，通过打造“党建+社会治
理”融合模式，让文明新风吹进法官庙村的角角落落。

“姨，有啥问题直接找我，能解决的我及时解决，不能
解决的我会向上级报告。”张世艳边说边拉起一位大妈的
手。

张世艳是法官庙村的网格员，她的日常工
作就是政策宣传、矛盾调处、安全巡查等。
近两年来，张世艳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官庙
村的变化。她说：“前些年，法官庙村给
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村干部
和 村 民 有 距 离 ，很 多 事 情 都 不 配
合。”

法 官 庙 村“ 两 委 ”探 索 推 行
了“ 人 盯 人 +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工
作 机 制 ，将 全 村 划 分 成 了 18 个

网格，各片区推荐 18 名责任心强的党员、群众担任网
格员，大事小事都在网格解决。在此基础上，法官庙村
还选聘村里有威望的人、能人大户和退休老干部等成
立了“村民说事厅”和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

自从推行“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后，村里大大小小
的事，村民都能在“村民说事厅”参与讨论和管理，不仅培
养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形成了大家的事情大家商议办
的良好氛围，村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氛围好了，矛盾自然就少了，去年全村发生的矛盾不
到 10起。”杨伟说。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张世艳掰着手指说起现在的
变化——村里处处干净整洁，乱堆乱放行为得到了彻底根
除，很多不文明的现象都得以遏制，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
也得到改善，群众干劲足，村干部的精气神也提升了。

在倡导“除陋习、树新风”工作中，法官庙村落实“人盯
人+”基层社会治理，开展“五美庭院”“十星级文明户”“文
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去
年疫情防控时期，村里光报名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就有
120多人。”杨伟告诉记者。

法官庙村强化法治保障和智治支撑作用，全力推进
“一村一法律顾问”普法教育模式，深入开展“八五”普法活
动，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
意识逐渐增强。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头雁头雁””竞飞强劲引擎竞飞强劲引擎

近年来，法官庙村探索建立以党支部引领为核心，以
产业支撑、人才聚力、农旅融合、治理提效为抓手的“1+4”
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发展的新路子。

围绕“双好双强”要求，法官庙村配备村干部 7 名，提
升村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设立便民服务室、“村民说事
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7 个部室；围绕建设“秦岭原
乡·农旅小镇”目标，整合土地、房产、人文景观、田园风
光等要素，探索实施“党支部+‘三变’改革+村集体
经济+农户”模式，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经营性、
工资性、转移性收入。

春风一笑绿山冈，喜见银芽吐芬芳。春日
里，法官庙村茶叶基地一派忙碌景象，茶农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之前我们外出打工，四处奔波，自从
李传慧在村里开了公司，我们在公司打
工，既能照顾家里，也能增加收入。”法官
庙村一位村民说。

“父老乡亲选我做村委会专职委员，
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我要想方设法带领乡亲们增收

致富。”李传慧说，目前茶叶基地已经发展到 2000 亩，
1200 平方米的标准化茶叶加工车间也已建成，开发了绿
茶、茯茶、荷叶茶等 20 多种特色产品，带动 200 多户群众
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在法官庙村，除了李传慧以茶产业为主导的创业人才
外，还有像徐文根依靠特色种植带领村民致富增收的“领
头雁”。

2012 年，年仅 36 岁的徐文根创办了一家建筑装饰公
司，公司事业蒸蒸日上，很快为他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财
富。但是，在外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徐文根，始终放不下
法官庙那片养育他的土地。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梦想，2021
年，他从大城市回到了小山村，开始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刚回家乡，为了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徐文根走东北，下
江南，入河南，进省城，一连跑了几个月，最终选择发展艾
产业。他先后投资 1100 多万元，种植艾草 1300 亩，建成
艾草加工厂和艾香体验馆，持续开发艾产品，目前带动
300多人就业。

法官庙村是商洛市推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的一个典型和缩影。近年来，商洛坚持规划先行，注重模
式创新，全面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打造出了一批山清
水秀、风景如画、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

我市打造乡村建设的“法官庙”模式——

绘 就 和 美 乡 村 新 画 卷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中国乡村振兴杂志记者 刘红涛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柞水县坚持盘活
存量、做优增量，立足县域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坚持不懈抓
项目、兴产业、促发展，不断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全面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

柞水县聚力抓产业聚集群，谋划了新材料、医药健康、绿
色食品 3 个产值超百亿元，生态康养、清洁能源 2 个投资超
百亿元，文化旅游 1 个总收入超百亿元的“321”六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151 个、重大前期项目
165个，年度可完成投资 149.5亿元，逐步降低工业对采矿业
的依赖度，着力构建多点支撑、多业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

聚力抓项目扩投资，落实重大项目县级领导包抓、专班推进
机制，26 名县级领导包抓 50 个投资体量较大的重点建设项
目，突出抓好项目集中开工、观摩拉练和擂台比拼，加快推进
151个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年度完成投资不低于 149.5亿元，
谋划储备重大项目 200 个以上，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支撑。
聚力抓园区提能级，持续增强县域工业集中区、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科技园柞水核心区 3个重点园区承载
力，新建标准化厂房 5.3万平方米，招引入园企业 14家，实施
35 个总投资 48.6 亿元园区项目，力争早日创成省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省级特色专业园区。

柞水持续增强产业发展活力

编者按编者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
强国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美丽乡村到
和美乡村，一字之变，背后是对乡村建设内涵和
目标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在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过程中，商洛市深刻把握“和”字内涵，进
一步丰富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乡村
文化内涵，明确了打造有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且
保留农味乡韵的宜居乡村奋斗目标。其中，山
阳县法官镇法官庙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走出
了一条“规划先行、产业支撑、五治融合、党建引
领”的和美乡村建设“法官庙”路径。

法官庙村法官庙村

艾草基地艾草基地

竹编坊竹编坊

茶叶基地茶叶基地

百亩荷塘百亩荷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