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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丹凤县全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聚力
打好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组合拳”，建强乡村人
才队伍，加快建设乡村振兴人才聚集地。

建立引才新体系

丹 凤 县 制 定《关 于 加 强 新 时 代 人 才 工 作 的
具体措施》，出台《激励乡党回乡创业十条措施》

《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八条意见》等政策，为返乡
创业者发放不超过 15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和一
次性创业补贴，对吸纳 10 名以上困难家庭劳动
力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发挥南京、西安等 6 个
驻外创业党支部、12 个镇办农民工党员服务站、
155 个村级联络点等平台牵线搭桥作用，通过举
办 返 乡 创 业 推 介 会 、座 谈 会 等 ，吸 引 98 名 在 外
能人回村任职，千余名农民工和退伍转业军人、
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发展，22 个创新项目落地
建设。落实 32 名县级领导牵头负责、57 个镇办
和部门协调服务、90 名业务干部具体包抓责任，
全 县 组 建 47 支 引 才 小 分 队 ，开 展 引 进 人 才 服
务，支持乡土人才发展。

建强育才“孵化器”

丹凤县依托“秦创原”丹凤创新促进中心，成
立葡萄酒、食用菌等博士（专家）工作站 10 个、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 12 个；与西安交大、南京农大等
9 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柔性引进中药材研究方
面博士生导师 20 人、农文康旅专家人才 38 人，为
21 家当地龙头企业和天麻小镇等 33 个重点产业
基地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团专家先
后 5 批次 30 人次深入镇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召开座谈会 9 场次，开展线上线下服务交流，培
训产业大户 1500 余人，努力提升帮扶效果。积

极帮助企业申请“秦创原”项目，引进“益生 909”
肉鸡、“阳光玫瑰”葡萄等优质品种，及时帮助解
决 17 项 影 响 产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技 术 难 题 。 吸 收
331 名优秀人才组建 10 个人才服务团，推进生产
能手、经营能人等培育工作，大幅提升基层人才
技能水平。实 施“ 帮 带 + 培 训 ”计 划 ，推 行 导 师

“1+N”帮带机制，227 名返乡党员人才被聘为荣
誉 村 党 支 部 书 记（主 任），分 别 与 645 名 村“ 两
委 ”成 员 建 立 帮 带 关 系 ，共 培 育“ 双 带 ”型 党 员
560 人、致富能手 1112 人。发挥县委党校、县职
中、县农广校等培训阵地作用，采取选送进修深
造、专题培训、以赛代训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
实用人才培训、就业再就业培训、转岗培训等各
类职业培训。目前，已开展家政服务、电子商务
技能、厨师等培训 40 余期，培训 6800 人次。

打造留才“强磁场”

丹 凤 县 把 重 点 产 业 作 为 集 聚 人 才 、培 育 人
才 和 发 挥 人 才 作 用 的 重 要 平 台 ，实 施 创 新 攻 关

“揭榜挂帅”机制，新认定中天禹辰、龙驹荣盛电
子 、鑫 圣 源 、新 雨 丹 4 家 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打 造
峦 庄 天 麻 示 范 园 等 一 批 人 才 示 范 点 、院 士 专 家
工作站和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建立“县级领导
联系+专人对接”机制，推行产业、项目、资金“三
捆绑”制度，通过信贷扶持、政策倾斜等方式，支
持 返 乡 人 员 带 头 领 办 产 业 项 目 、入 股 集 体 经
济。截至目前，386 名返乡党员人才领办集体经
济 、基 础 设 施 、公 共 服 务 等 项 目 924 个 ，争 取 各
类资金 7000 余万元，返乡创业人员蔡坤龙被评
为“ 全 国 优 秀 农 民 工 ”，李 锋 、梁 富 斌 荣 获 全 市

“返乡农民工创业之星”称号。
该县深化党委联系服务优秀人才制度，推行

“丹凤英才卡”，持卡专家可享受医疗就诊、子女

入学、商事登记、景区免票、健康体检、住房保障
等“绿色通道”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
行“一窗受理、合并审查、集约审批、一站办结”的
审批模式，激发市场活力和人才创造力。每年预
算 500 万 元 人 才 工 作 专 项 经 费 ，协 调 人 才 公 寓
200 余套，营造关心人才、尊重人才、宽容人才、
成就人才的良好氛围。

构筑用才新高地

丹 凤 县 以 换 届 为 契 机 ，选 优 配 强 镇 村 两 级
班 子 特 别 是 党 组 织 书 记 ，充 分 考 虑 干 部 工 作 能
力、提名年龄、群众公认程度等因素，坚持从优
秀青年党员中“提一批”、从致富能人退役军人
中“选一批”、从在外创业名人中“请一批”相结
合的方式，全县 127 个村实现“一肩挑”；把 820
名农业技术骨干、致富带头人、农民经纪人、退
伍军人等进行登记造册，充实村后备干部力量，
开展全覆盖“头雁”履职能力培训，有效激活乡
村振兴“引擎力”。从优秀机关干部中选派 344
名驻村干部，围绕持续壮大“菌药果畜酒”五大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着力推广土地入股、订单农
业 、“ 企 业 +合 作 社 +农 户 ”等 模 式 ，大 力 发 展 壮
大乡村优势特色产业，打造户外运动游、研学文
化游等“旅游+”新业态旅游项目，全县累计实施
产 业 、基 础 设 施 等 帮 扶 项 目 1700 余 个 ，奋 力 筑
牢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县上围绕主导产业和关键领域，在全县开展乡
土人才大调查、大推荐、大摸排，借助“人才驿站”平
台，实施“科技特派员+乡土人才+农户”帮扶计划；
吸纳优秀“土专家”充实村“两委”班子，组织 41 名
优秀乡土人才现身说法，充分发挥其懂技术、会管
理、善经营的专长和优势，举办各类农业科技类培
训班 120 余场次，使广大“土专家”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排头兵”。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丹凤打好乡村人才振兴“组合拳”

本报通讯员 张 康 本报讯 （记者 南 玺）5 月 13
日，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第六届代表大
会在西安培华学院召开。商洛日报社高
级记者方立等 9 人当选副会长，商洛日
报社被推选为副会长单位。

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是由省社科
联、民政厅批准成立的，由陕西省新闻
界、摄影界以及高校相关专业高等教育
机构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成立 40 年
来，为全省新闻摄影事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本届学会经过两年多的
机构组建、申报审核、人选考察等，完成
了各项筹备工作并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大会审议了上届工作报告和财务审计报
告，通过了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章程修
改草案，选举产生了陕西省新闻摄影学
会第六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中国新闻
史学会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培华
学院传媒院长、教授杜耀峰为名誉会长，
原陕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寿先，陕西
日报高级记者戴吉坤，榆林传媒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韩万胜等 7 人选当选副会
长。陕西日报等 6 家省级媒体和院校、
榆林传媒中心和商洛日报两家市级媒体
为副会长单位，另有 9 家省级、5 家市级
的媒体和院校为理事单位。

商洛日报社成为省新闻

摄影学会副会长单位

云山绵延草木香，轻摘嫩芽采茶忙。5月
14 日，“党报小记者 童眼看商洛”第 42 期活
动在商南县富水镇油坊岭村的双山生态茶叶
基地举行。商洛日报 40 名小记者走进基地
体验采茶、炒茶、品茶，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博
大精深。

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双山生态茶叶基
地，于 2016 年开始建设，茶园总投资 6000 万
元，打造生态茶园 3000 多亩。该基地按照

“产业绿色化、茶园区域化、加工清洁化”的思
路，立足富水镇良好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引进
安吉白茶、陕茶一号、乌牛早、黄茶等无性系
良种，现有绿茶、红茶、黑茶、青茶四大类 30
多个花色品种，多个产品连续多年在“国饮
杯”“中茶杯”全国茶叶评比中获特等奖和一

等奖。同时，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运营模式，将农民镶嵌在产业链上，通
过土地流转、配股分红、技术培训、扶持发展，
带动 17 个村集体，458 户脱贫户、困难户，形
成一套成熟的茶叶带贫机制。

“采茶有技巧，要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嫩
枝，向上一提就可以了。”商南县茶叶联营公
司总经理刘保柱带领小记者团来到茶山，讲
解采茶要领。听完，小记者们立即俯下身子
在茶园里找寻嫩叶采摘，随着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室外温度逐渐升高，但大家采茶的热
情却丝毫不减，不一会儿几个竹筐里已堆满
茶叶。采茶结束后，小记者们带着满筐的茶
叶，前往茶室休息。“这里好凉快呀，还有空
调、洗手间，茶也可以煮，这真的是山顶上的
小木屋吗？也太先进了吧！”一名小记者惊讶
地问道。刘保柱介绍，公司投资 100 万元，在
基地建了 5 间自助茶室，设备齐全，游客只需
进门扫码支付 98 元，就可以免费品茶两小
时，一个小木屋留有六个茶位，很适合亲朋好

友结伴前来游玩。
走进双山茶叶体验馆，置身茶海中，小记

者们眺望着茶海公园全貌，惊叹茶园之美。
双山茶叶体验馆是商南县首个建在茶山上的
茶叶体验馆，集茶传统手工技艺展示、茶艺表
演、茶文化体验、茶知识科普、商南茶品鉴于
一体。体验馆内，整齐摆放着茶杯和干果，工
作人员边介绍茶的品种，边把泡好的茶叶依
次给小记者分发，让大家细细品尝。“茶叶有
哪些功效？”“茶叶味道为什么不同？”“茶叶的
由来？”品茶过程中，小记者们提出各种问题，
刘保柱耐心讲解，使大家了解到更多茶知识。

“茶叶制作分为杀青、揉捻、烘干，今天
就做你们采的茶叶。”看到制茶师傅手拿工
具准备制茶，大家争相围在炒锅旁。“我们喝
的茶叶，是茶农顶着烈日采来的，是他们用
汗水换来的。”小记者们纷纷表示，此次采茶
活动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增长了见识，
使自己切身感受到茶农们采摘与制茶时的
不易和艰辛。

体 验 采 茶 乐 趣 感 受 劳 动 魅 力
——党报小记者团走进双山生态茶叶基地

本报记者 方 方

“您好，我们来检查一下你们店铺的
消防设施情况，请配合。”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不要
为了地界的事情闹心，咱们一起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

时下，走进镇安县达仁镇，随处可见
佩戴“红袖章”的群众巡逻队伍，俨然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以来，达仁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红袖章”在防风
险、护安全、保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持续开
展大排查、大走访、大化解行动，扎实做好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各项工作，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据达仁镇组织委员宋婷介绍，“红袖
章”党员群众巡逻队，既是平安建设的宣

传员，也是维护安全稳定的志愿者，在政
策宣传、维护稳定、为民服务上都发挥了
积极作用，也赢得了群众的大力支持。

“红袖章”巡逻队由镇村党员和热心
公益事业的群众组成，在镇综治中心统
一培训指导下开展工作，每队由一名村

“四支力量”成员担任队长，负责巡逻队
伍的指挥协调。“红袖章”巡逻队员们深
入田间地头，充分发挥宣传员、调解员、
服务员作用，形成了群防群治红色网络，
营造出安定有序的社会氛围。

目前，全镇“红袖章”巡逻队已发展到
9 支 378 人，累计排查处置隐患 17 处，化
解信访矛盾9件，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
事”58件，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织出了一张有力的“平安网”。

小小“红袖章” 织牢平安网
本报通讯员 邹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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