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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英）一场细雨过后，天气回
暖，正是猪苓种植的最佳时期。连日来，商南县十里坪镇
宽坪村下坪组村民权甫香忙着种植猪苓，只见她把一块
块“黑疙瘩”小心翼翼地放进地里，再仔细地覆盖上腐殖
土和腐叶。

“猪苓 3年一收，一年就忙几个月，活少、产量高，其余
时间还能干点别的事，这个产业挺好。”宽坪村梁子组的黄
厚军高兴地说。猪苓是名贵的菌类药材，其味甘、淡、平，
有解热除湿、利尿治水肿之功效。近年来因货源紧缺，价
格一直走高，市场最好的时候 1 公斤干品可卖到 150 元。
黄厚军近年来仅靠猪苓种植，收入就达10多万元。

目前，该村已完成猪苓种植50亩，累计完成投资50万
元，预计净利润每亩5万元。“我们这里山高林密，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高海拔气候条件很利于猪苓的生长。”聊起中药材
种植，宽坪村副主任彭家志介绍，因为适宜的气候条件，全
村80%的农户都种植中药材，猪苓也成了村民的重要收入
来源，每户种植户仅猪苓这一项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宽坪村

猪苓拓宽致富路

在山阳县城关街道葛条村，中药材种
植、生猪养殖、外出务工是当地群众的主
要经济来源。近年来，葛条村党支部坚持

“党建+”模式，推动产业发展，实施民生工
程，推进乡风文明，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群众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产业旺起来

葛条村以村党支部为引领，通过“党
建+产业发展”模式，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先导，党员带头抓产业发展。积极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抓集体经济发展，开创产
业兴村、经济强村新局面。

村党支部书记郭等存带头流转村上
闲置土地，发展高标黄芩 60 亩，成立山阳
县黄芩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动员群众

发展黄芩，传授种植技术，帮助群众销售，
带领群众致富，该合作社年销售收入达
100万元。

“目前，我们村科管花椒、核桃、板栗
建园 2000 多亩，300 多户村民种植黄芩、
天麻、猪苓等中药材，并通过发展股份制
村办企业，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10 多
万元，不仅促进了群众增收，还实现了产
业兴旺，壮大了集体经济。”郭等存说。如
今，葛条村村强民富产业旺、乡村振兴动
力足的良好局面正逐步形成。

村民乐起来

今年以来，按照党建引领、党员带动
的“党建+民生工程”模式，葛条村全力实
施民生工程，强力推进“厕所革命”，打造

“六美”乡村（科学规划布局美、优化环境
生态美、留住乡愁记忆美、提升服务生活
美、美丽经济产业美、乡风文明身心美），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全村已拆除旱厕 312 个，改厕
260 户，新建公厕 3 个，人居环境焕然一
新。该村还争取资金 3000 万元，支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落户该村，新建了便民
服务中心及 2个文体广场。对 220户村民
实施了危房改造，修建水泥道路 12 公里、
大桥 3 座，治理河流 3.5 公里，实施的安全
饮水工程直接惠及 14个村民小组。

通过实施民生工程，全村各项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乡村“颜值”大幅提升，生
态宜居宜业宜游，群众的脸上堆满了幸
福的笑容。

乡风好起来

为提升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葛
条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思想引
领作用，把乡风文明、乡村治理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抓细抓实。

村上组建志愿服务队、乡贤会，并让每
支队伍充分发挥作用，在重大节日积极开展
活动，寓教于乐，提升乡风文明；健全完善“一
约四会”，积极开展以移风易俗、禁毒禁赌、
环境整治、道德讲堂等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
公婆”“五美庭院”等评选表彰活动，定期发
布“红黑榜”，表彰先进，鞭策后进，有力推进
了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让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当地蔚然成风。

葛条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蔡 铭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宏涛）今年以
来，洛南县景村镇紧扣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围绕“三个年”活动，创新实施以“头雁
引领、智雁帮富、雏雁培育、归雁招引、飞
雁反哺”为主要内容的“五雁工程”，打造

“党建＋”品牌，全力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在
组织建设、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庭院经
济、环境整治中展才华、显身手，全面激活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景村镇坚持以强化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和村“两委”班子建设为突破口，突
出政治理论、先进经验、业务技能等学习
培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引领作用，
充分挖掘本村籍在家在外的优秀人才，分
类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和优秀人才库，凝聚
建设家乡合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

力。目前，分类建立“五雁”台账共计 903
名，其中头雁 183 名、智雁 194 名、雏雁
200名、归雁 159名、飞雁 167名。

镇上持续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发挥“五雁”智慧型人才作用，
紧扣重点领域和中心工作，帮助村“两委”
理思路、谋发展。建立“党组织书记+网格
员+党员群众”三级网格治理体系，及时将
村级事务融入三级网格，推进常态化矛盾
纠纷化解，着力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薄
弱等问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80 多
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助推村级治理水平提升。

景村镇打造“一轴两塬三带”产业示
范基地，以产业能人辐射带动、职业技能
人才支撑、村企合作多元化发展路径，鼓

励在外创业成功人士通过信息共享、技术
回乡、智力反哺等方式支持家乡建设，持
续壮大烤烟、核桃、蔬菜、中药材“4+N”产
业。目前，落实烤烟种植面积 9500 亩，完
成 红 仁 核 桃 更 新 栽 植 1000 亩 ，发 展 食

（药）用菌 100 万袋、中药材 4000 多亩，金
银花、黑花生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
振兴强大动能不断激发。

聚焦组织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通过
基层一线锻造振兴“铁军”，镇上精心谋划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服
务高质量发展承诺事项擂台赛，通过逐村
观摩、专场比学、集中点验，对各村的工作
措施、特色亮点、实绩成效、发展变化等打

分排名，倒逼党员干部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水平。全镇广大党员干部承诺事项 157
件，目前已完成 52件。

拓宽“引才”渠道、提升“育才”质效、
搭建“用才”平台、优化“留才”生态。镇上
举办青年论坛、干部大讲堂，引导他们发
挥自身优势。对引领作用强、带动效果明
显、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表彰奖励，通过
微信公众号、宣传栏、广播电视等媒介，大
力宣传先进典型，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带
动更多人才尽其所能投身家乡建设，为乡
村振兴蓄势赋能。

景村镇 “五雁”齐飞聚合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大鹏）“没想到茶叶还能做出
这么别具一格的茶饭，真是不可思议！”近日，几个外地客
商在镇安县达仁镇品尝了远山慢村表嫂茶饭后感叹道。

近日，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发
布《2023 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公示公告》，
对 2023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拟创建名单、2023 年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拟建设名单、2023 年农业产业强镇拟创
建名单进行公示。其中，2023 年农业产业强镇拟创建名
单中，镇安县达仁镇榜上有名。

近年来，镇安县达仁镇坚定不移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紧紧抓住规划布局、绿色生态、技术服
务、产旅融合“五条主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走出
了一条“颜值”“价值”两手抓的特色产业新路径，显现出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
新图景。

全镇共有茶园 7.1 万亩、桑园 1.35 万亩，两项农业特
色产业综合年产值 1.5 亿多元，人均年增收 8700 多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7%。达仁镇、象园村分别获“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一镇一业”“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等国字号荣誉。

达仁镇走出特色产业发展新路径达仁镇走出特色产业发展新路径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浩）
近年来，丹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依
托红色美丽村庄，坚持党建领航，以

“宜居乡村、宜业乡村、宜游乡村”为
目标，打造“红忆留仙坪”品牌，推动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乡村振兴之
路越走越宽。

留仙坪村打造红色步道 2.8 公
里，建设停车场 1 个，修复河堤 1.3
公里，实施灌溉水系修复 1500 米，
铺设污水管网 1500 米，建成污水处
理站 1 座；实施红色宜游区民居改
造 106 户，铺设石板路 300 米，整理
凌乱线路 3000 米，建成公厕 5 座，
标准化旅游公厕 1座，实施改厕 150
户，安装路灯 90 盏，安装垃圾分类
收集亭 17 个，配备垃圾清运车、洒
水车等装备 5 台（套）。基础设施日
益完备，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村上培育红仁核桃 550 亩、油
菜油葵 320 亩、杂粮基地 300 亩，发
展连翘、金银花等中药材 850 亩，建
设采摘大棚，种植大樱桃、冬枣 600
株及各类蔬菜，注册商标 2 个，推动
杂粮面、核桃油、调味品等特色产品
走向市场。借力红色教育基地，打
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将留仙坪村
庄建设成为劳动教育、休闲康养的
场所，促使更多土特产成为旅游商
品，强化农文旅互促共融发展势头。

此外，留仙坪村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农业文化、休闲康养等资源，
大力推进会师广场、陕南游击队指
挥部旧址、张孝仓故居及烈士墓、红
色剧场等景点建设，着力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休闲康
养、红色教育、国防教育等业态，充分融合农业、生态、文旅
等有机元素，乡村人气不断提振，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
建设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农旅规模显著提升，形成了具有
留仙坪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注册成立留仙坪乡村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大力培育吃、住、游、养、学、训“六类业态”，
引进专业公司投资 250 万元，组建管理团队合作运营，
计划接待培训、研学 4 万多人次，集体经济收益有望突
破 200 万元，带动 40 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年
收入 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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