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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5月11日，在洛南县宁农瓜果蔬菜产业示范
园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横溪小西瓜进行人工授粉。
据了解，该产业示范园目前建成大棚420个，主要发
展横溪西瓜、贝贝南瓜、小白黄瓜、七色圣女果、西红
柿等多种瓜果蔬菜，预计6至8月份可实现上市，产
值达3000万元。 （本报通讯员 赵晓翔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管 宁 董颖
颖）走进柞水县小岭镇春日里的岭丰村，
温柔的风、和煦的光、劳作的人，到处都
是最好的光景。

2022 年以来，素有“小岭西大门”之
称的岭丰村围绕“三生三美”建设，采取

“政府投资、社会捐赠、群众参与”模式，
统筹各类资金 150 万元，从产业振兴、生
态振兴、文化振兴三大方面对庙沟乡村
振兴示范点提升改造，以点带面，实现全
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具有岭丰特色的乡
村振兴蝶变之路。

以“生产”为基，做强特色产业，实
现“生产美、产业强”。岭丰村致力于打
造“特色农产品”，因地制宜发展地栽木

耳、板蓝根及水果种植为主的“种植+
绿色休闲农业”，摒弃以往村集体大包
大揽种植木耳旧模式，采用“农户自主
发展+村集体协调指导”新方式，由 8 户
耳农出资 60 万元发展地栽木耳 30 万
袋。依托庙沟基地梯田结构，重点打造
庙沟“木耳观赏园”，栽种木耳 10 万余
袋，内建人行步道 1.3 公里，修建钢架桥
3 座，打造闭环观赏路线 1 条、蓝莓采摘
园 1 个，带动 40 余人实现就近就业，产
生经济效益 50 万元，真正让“小木耳、
大产业”成为现实。

以“生态”为先，做精乡村品质，实
现“生态美、环境优”。以创建生态宜居
村为抓手，在“美起来”上持续发力，抓

细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类有序推
动“厕所革命”，改建厕所猪圈 13 个，发
动群众清理“五堆”1.8 吨，修建化粪池
等排污设施 12 处，一墙一风景、一牌一
阵地的文化墙、公示牌随处可见，通过
路面提升、墙面美化、绿植覆盖等工作
推动由“庭院美”向“村庄美”到“生态
美、环境优”的转变。

以“生活”为本，做优民生福祉，实
现“生活美、农民富”。聚焦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突出“美丽岭
丰·幸福家园”载体，组织广大群众投工

投劳，先后在庙沟修建 200 多米道路护
栏，在河道中心修建涵盖象棋、茶座等
设施的 60 平方米“小游园”，打造集休
闲娱乐、传播风尚为一体的文化“大舞
台”三角形广场，实现了文化舞台农民
唱主角，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岭丰村岭丰村 “三生三美”编织幸福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 岳 栋）今年以来，丹凤县峦庄镇街坊
村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契机，下足“韧劲、狠劲、钻劲、心劲、
干劲”，扎实推进“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着力打造“五小”经济
示范村，辐射带动全镇乡村振兴持续向好发展。

以“水滴石穿”的韧劲抓组织振兴。该村不断深化新时代党
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健全“镇党委+村党总支+片区
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发挥好 49 名
网格员作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学习宣传 5场次，同步申请
在街坊移民小区成立兴隆社区，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以“抓铁有痕”的狠劲抓产业振兴。该村先后争取资金 230
万元建成集采摘、旅游观光、中药材示范种植等为一体的农旅融
合示范园。运营后年可接待游客 2000 多人次，并通过就近务
工、土地流转、生产发展带动 256 户脱贫户及监测户增收，推动
乡村振兴。

以“庖丁解牛”的钻劲抓生态振兴。今年以来，街坊村开展
秦岭生态环保常态化巡查 60 多次，栽种竹子 5000 多棵、丹皮
5000 多株，实施中心广场等地绿化 1000 多平方米。利用农民
闲置屋顶资源，实施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促进农民增收、优化
产业结构。实施街坊村中街组 40户宜居型示范农房改造工程，
完成改厕 117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以“众人拾柴”的心劲抓文化振兴。该村充分发挥村规民
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一约四
会”作用，治理婚丧嫁娶中铺张浪费、炫富攀比、大操大办、薄养
厚葬、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

以“雷厉风行”的干劲抓人才振兴。该村建起 587 名外出
创业就业人员台账，积极对接在外成功人士，鼓励他们返乡创
业，为本村发展建言献策，聘任“荣誉书记”1 名。联系县农业
农村局开展中药材种植、大豆玉米套种培训 3 场次，培养挖掘
带富领飞“头雁”1 名、致富带头人 6 名，为街坊发展提供了智
力保障和科技支持。

街坊村

“五劲”打造经济示范村

家住商南县十里坪镇核桃坪村
杨家庄组的朱宏权，是村里经营民
宿的带头人之一，和他一样依靠乡
村旅游增收致富的还有在栗园山庄
经营餐厅的段宝林，在金丝峡景区
经营茶馆的叶克有、经营根雕作坊
的手工艺人胡朝启。

这是核桃坪村发展乡村旅游的
一个缩影。在核桃坪村杨家庄组，
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上了乡村旅游这
碗 饭 ，去 年 该 村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1.08万元。

在十里坪镇，像杨家庄这样的
村民小组还有 128 个。该镇人口
18827 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超过 5000人，以前更多的村民是依
靠种地养家，靠天吃饭是常态。“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牵引
着这个人口不到 2 万人的小镇迫切
探索出路。

十里坪镇旅游资源丰富，毗邻
金丝峡景区，拥有中共中央中原局
白鲁础会议旧址、梁家坟鄂豫陕南
特委、红七十四师师部成立旧址等
红色旅游资源，花子潭、龙潭沟、黑
龙洞等秀美旅游资源极具开发潜
力，辖区森林覆盖率达 96％以上。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父老乡亲端上乡
村旅游这碗饭？十里坪镇党委、政
府瞄准发展乡村全域旅游的机遇，
通过积极谋划，广泛征集社情民意，
组建专门队伍编写《十里坪镇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规划以碾子坪红七
十四师师部旧址、梁家坟鄂豫陕特
委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
议旧址等红色品牌和滔河生态环游
廊道、三河龙潭渔业观光体验区、花子潭生态探险游景区、龙潭
沟乡村旅游综合区等绿色山水“双色”文章为焦点，深化“旅
游+”模式为抓手，通过分区谋划、分段打造，不断深化全域旅游
与产业谋划、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双向融合、
双向发展，实现村村有特色、段段有亮点、路路有美景的旅游发
展模式，同步推进休闲度假、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深化旅游三产
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五大工程”注入新动能。

“旅游业是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我们从当地实
际出发，积极有序地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可以拓展乡村发展
空间，保护自然环境、传承乡土文化，而且可以直接或间接推动
交通条件、村容村貌、整体环境的改善，既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也可以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更多积极贡献。我们将以
乡村旅游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乡村振兴、
提升乡村品质。”十里坪镇党委书记王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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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邹大鹏 李爱
丽）五月，漫步在镇安县达仁镇，美丽幽
静的乡村风貌尽收眼底，尤其是用竹篱
笆精心分割出来的小菜园格外引人注
目，勤劳的群众正在自家小菜园栽植辣
椒苗，园内还有各式蔬菜长势喜人，与远
处的山水田园生态景观遥相呼应，一幅
业兴人和秀美画卷让人如痴如醉。

“以前，社区群众习惯于在自家房
前屋后私设围挡，用来堆放杂物或者养
些鸡鸭，我们劝了很多次，效果都不理
想，过一段时间就会反弹。”狮子口社区

党支部书记余银忠回忆，过去，在秦岭
山水乡村建设上，主要依靠村“两委”加
强监督维系，“干部干、群众看”的问题
十分突出。

小菜园是达仁镇在深入推进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一次有益探索。近年来，达
仁镇始终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条主
线，按照“缺什么、补什么，不搞大拆大
建、着力扮靓变美”总思路，启动“净美达
仁”创建十大行动，充分挖掘群众自身动
能，建成一批独具特色的小菜园，乡村环
境面貌不仅变美了，又让群众在小菜园

中得实惠，增强了群众在秦岭山水乡村
中的参与度，实现小投入、微建设、大提
升，走出一条以小谋大的秦岭山水乡村
建设新路径。

“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坐
着轮椅到地里种菜，还能吃上自己亲手
种的菜，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谢
小苗开心地说道。搬迁至达仁镇栗茶家
园搬迁点后，社区不仅及时为他分配了
小菜园，还贴心修建了残疾人绿色便道，
让他种得舒心、住得安心。

小菜园获得群众大力支持并纷纷

点赞的根本原因在于种到了群众心坎
上。达仁镇充分体现乡村建设为农民
而建理念，突出问需于民，组织群众代
表集思广益，以打造便民小菜园为切
入点，梳理摸排全镇范围内的撂荒地
和农户房前屋后空地，坚持实用和美
观两项基本原则，采取党支部带头、党
员示范、群众参与方式，就近利用绿竹
等生态资源，统筹撂荒地和零星地块
100 多 亩 ，在 各 村（社 区）打 造 各 类 小
菜园 900 多个，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
还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达仁镇 小菜园种出大幸福

本报讯 （通讯员 梁鹏飞）春夏之
交，走进丹凤县棣花镇许家塬村，只见满
山核桃、猕猴桃长势喜人，白墙蓝瓦的农
家小院整齐美观，村子里游人如织……
近年来，许家塬村通过筹措政府财政资
金、部门包抓资金、镇村自筹资金、群众
投入资金、企业助力资金，大力推进乡村
建设，美好的环境不仅带来了人气，更让
群众的樱桃、核桃等产业带来更大的效
益，全村群众仅产业收入达 2000 元以
上，让群众真正见到乡村建设的效益。

近年来，丹县积极统筹整合财政、行
业、镇村、群众、企业五个方面资金，按照

“政府搭台、部门包抓、镇村落实、群众参
与、企业助力”的工作思路，多渠道争取
项目资金，全力推进乡村建设，确保群众
日子更加富足。

保障盘好财政资金“一渠水”。丹凤
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财政衔接资金、行
业部门资金等，实施垃圾处理、绿化亮化

等基础设施项目 494 个，累计投入各类
资金 4.97 亿元，出动机械 1.78 万台次，
县财政设立 1200 万元乡村建设奖励资
金，奖励 5 个镇办 620 万元，提升基础设
施 1200 多处、民居 1650处，确保将有限
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统筹协调行业资金“一盘棋”。借全
市“两边一补齐”“两拆一提升”行动机
遇，丹凤县深入开展“夺红旗争一流”活
动，将乡村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39
名县级领导包抓镇村，所有帮扶部门、镇
村“一把手”牵头抓落实，建立了重点工
作周通报推进、月调度观摩、问题解决三
大工作机制，推行公开承诺、实绩晾晒等
制度，形成乡村建设比学赶超局面，推动
了乡村建设工作高效推进。

固化比评镇村资金“一根线”。丹
凤县把乡村建设纳入年度镇村目标考
核，增加分值权重，制定考评办法，实行
县级领导实名评议排名制度，增强建设

乡村的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持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筑牢基层组织堡垒，全
面发挥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乡村建设

“两个作用”。把乡村建设与农村生态、
产业、文化以及宅基地整治、规范建房、
殡葬改革相结合，推动乡村建设深入
化、特色化，管理常态化、长效化。通过
抓城带乡、抓镇带村、抓线扩面、抓点示
范，全县确定了两个省级示范镇、26 个
示 范 村 ，6 个 村 被 表 彰 为 美 丽 休 闲 乡
村、美丽宜居示范村，成功创建峦庄天
麻小镇、胜塞武关茶乡毛坪等一批国字
号特色区域品牌，带动形成了串点连
线、全域提升的乡村振兴格局。

多 方 动 员 群 众 投 资“ 一 条 心 ”。
丹凤县采取通过村规民约约束、道德
评 议 晾 晒 、红 黑 榜 正 反 向 激 励 、流 动
红旗树立导向、爱心超市物质奖励等
方 法 ，以“ 党 员 示 范 户 ”“ 美 丽 庭 院 ”

“卫生清洁户”等评选活动为载体，完

善 乡 村 建 设 长 效 机 制 ，实 施“ 集 中 整
治 日 ”“ 定 期 评 比 日 ”“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先 进 标 兵 ”“ 联 户 三 包 +人 盯 户 ”等 长
效 机 制 ，激 发 引 导 村 民 主 动 配 合 、自
觉 参 与 乡 村 建 设 ，全 域 实 现 扫 干 净 、
摆整齐，携手共创美丽宜居家园。

努力组织企业资金“一力量”。丹凤
葡萄酒厂、新雨丹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明
天食用菌公司、托佩克公司等链主企业，
围绕构建“3+3+3”现代产业体系，全力
发展葡萄酒产业链、中药康养产业链、食
用菌产业链、畜禽产业链等十大产业链，
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联农带农能力，
企业全面参与改善农村面貌、发展壮大
产业、增加群众收入、提升群众发展能力
和幸福指数。坚持“引、借、育、用、留”多
措并举，鼓励引导青年大学生、在外创业
能人、社会贤达等群体返乡兴办产业、创
办实业，培育本土人才，为乡村建设提供
内驱智力支撑。

丹凤县丹凤县 “五个一”加强乡村建设资金保障

△连日来，在丹凤县良种天麻产业园林下种植示范基地，一排排木耳菌棒整齐码
放，工人们娴熟地采摘、搬运，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整个基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本报通讯员 韩娜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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