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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英）初夏，走进商南
县十里坪镇大竹园村将石沟组，只见那依山而建
的石板房屋格外显眼，房顶上的石板层层叠叠的
铺开，白色的墙壁整齐划一，在绿水青山间具有
一种别样的美。

今年以来，为推动“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落
地见效，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里
坪镇计划对全镇 385户石板房进行分批改造，以
大竹园村将石沟组 22 户石板房改造项目作为试
点，本着尊重习俗、统一风貌、因地制宜、因户施
策的原则，合理确定改造方式，改造项目包含房

屋内外涂白、吊顶、线路规整、地面平整、墙体、房
顶翻修、房檐修缮加固、通畅排水、庭院硬化、厕
所翻修等。

“自实施石板房改造后，再也看不到房屋漏
水、墙体脱落、房前屋后杂物乱堆的情况了，大家
自觉地拾掇院落、井井有条，敞亮大气得很，石板
房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64 岁的李付学一家三
代都住在这里，6 月初喜气洋洋地搬回了改造后
的石板房。据悉，十里坪镇将以改房为基点，不
断推动乡村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促进集体经济
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老 石 板 房 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讯 （通讯员 苏甜甜）仲夏
时节，草木丰茂。走进丹凤县竹林关
镇神其沟，满目望去，道路蜿蜒迤逦、

苍山披翠。顺着神其沟一路而上，不
久就来到了丹凤盛东凯瑞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里，饲养员正在给牛

喂养饲料。
“ 在 村 上 的 扶

持 下 ，今 年 合 作 社
增 加 了 养 殖 业 ，引
进 了 50 头 西 门 塔
尔 、夏 洛 莱 品 种 肉
牛 ，聘 请 专 业 技 术
人员进行专业化养
殖 。 下 一 步 ，还 将
继 续 扩 大 规 模 ，引
进 120 头 肉 牛 ，同
时还将联合村上有

意向的养殖户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
联营。”合作社负责人李合利说道。

东楼村地处竹林关镇西南 5 公里
处，G345 沿线，交通条件较好，水源充
足、土地肥沃，加上多年来群众有养殖
基础，适合搞养殖产业发展，特别是养
牛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今年
以来，为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东
楼村以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大力支持
群众发展养牛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动能、开创新局面。

“产业连着就业，是群众稳定增收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东楼村在镇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结合本村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种植名优柿子树建成柿饼

加工厂，入股雅尔艾服装厂、李氏凯农
魔芋厂，年终分红近 20 万元。今年村
上联系了包村单位争取项目资金，计
划对丹凤盛东凯瑞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养殖基地进行扩建，新建圈舍、饲料加
工及草料房，不断推进我村养牛产业
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更
多群众增收致富。”东楼村党支部书记
李英显说道。

让 产 业 带 动 就 业 ，让 群 众 实 现
家门口就业都能把致富的“饭碗”端
起来，把致富的“腰包”鼓起来，把致
富 的“ 精 气 神 ”提 起 来 ，不 断 提 升 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助力乡村振兴
大步向前。

壮大特色产业促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孔令建 周衍江）今年以来，商南县富水
镇油坊岭村党支部紧紧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一主线，聚焦支
部强、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这一目标，充分发挥村级远程教育

“小站点”平台作用，把远程教育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构建了“远
教＋产业”的发展格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综合效益不断提升，联
农增收成效不断凸显。

油坊岭村党支部高度重视党员学习阵地建设，为充分发挥
远程教育站点红色教育、农村发展先进经验、实用科普技术等精
品 课 程 资 源 优 势 ，建 成 了 占 地 50 平 方 米 的 远 程 教 育 站 点 活 动
室，配置了电视机、音箱等学习器材，可容纳 60 多人同时进行学
习。按党小组建立微信学习群，由党小组组长担任群主，定期推
送远教平台学习内容及农村实用技术相关栏目，使广大党员群
众随时随地学习到新知识、新技术。村党支部将茶产业确定为
全村主导产业，把油坊岭骡子沟茶叶基地作为村远程教育学用
结合基地，邀请茶叶技术专家、农村实用技术致富带头人等为党
员群众进行现场教学，提升党员群众发展产业的“硬本领”。通
过“线上＋线下”的形式，组织开展远教平台集中学习活动 8 场
次，参与党员群众 400 多人次。

据了解，油坊岭村还依托市、县科技特派团、县农业农村局、
县茶产业发展中心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队伍，结合远
教学将平台理论成果和产业发展实际，深入茶叶种植基地面对
面、点对点开展茶叶栽植、茶园科管等技术培训，将远教站点打
造 成 专 家 教 授 现 场 授 课 、乡 土 人 才 实 地 指 导 、农 技 人 员 学 习 交
流、广大群众充电提高的综合型示范站点，党支部党员党性意识
进一步增强、发展思路更加宽阔、发展信心更足更强，党支部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成效进一步凸显。2023 年，油坊岭村累计建成
生态茶园 1.1 万亩，带动 320 户群众户均增收 6500 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 35 万元。

“远教”小站点
引领产业大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村里的变化
真大啊，无论是居住环境、基础设施，还是生活
水平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和提升。”近日，谈
起村里的变化，山阳县城关街道土桥村村民王
桂花高兴地说。“以前好多农户将柴草堆放在房
前屋后，过道堵得连车子都过不去，自从有了村
规民约，村民房前屋后都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
净，看着都舒坦。”

走进土桥村，纵横交织的硬化水泥道路，
花红柳绿的行道景观带，缤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墙……处处都能感受到一股民勤村美的文明
乡风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土桥村以国家卫生县复审为契
机，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深耕厚培村民文明
基因，将“老”村规民约进行全面“翻新”，融入村
民自治和德治，文明村风、淳朴民风在“规”与

“约”中，化成一条条具体的行为规范，村民生
活、村干部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通过立约、
传约、践约，引导村民树立文明理念，推动村民
形成文明自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启动以来，通过
村规民约的约束，村民以前的一些不良行为
习惯都慢慢改掉了，文明意识明显提高。”土
桥村党支部书记黄来军告诉笔者，修订村规
民约时都是充分征求了群众代表意见建议，
经过召开村“两委”会议和党员会议研究通过
的，目前的村规民约涵盖了爱党爱国、遵纪守
法、诚信友善、勤俭持家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内容 10 项，语言精练，简明扼要，村
民一看就懂。

同时，该村还通过推行“积分制”模式，将破
除陈规陋习、红白喜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志
愿服务等村规民约内容通过分值的模式进行了
量化，定期开展积分兑换物品活动，并将积分多
少作为评选“十星级文明户”和“美丽庭院”的重
要参考指标，通过物质和荣誉奖励让村民遵守
村规民约。

除了看得见的环境正悄然发生变化，看不
见的乡风也正润入心田。崇尚勤俭节约、乱搭
乱建变少、邻里互帮互助增多、家庭关系更为和
谐……土桥村的村规民约“约”进了村民的心
里，“约”出了文明新风，让幸福之花竞相绽放。

土
桥
村

土
桥
村

村
规
民
约
润
心
田

山峦叠翠，云雾缭绕，绿水人家绕，
宛若仙境；板栗花香，竹林依依，小船飘
飘，细雨蒙蒙，情侣逍遥；柳林沙滩、码
头游船、热气球、太空舱民宿、房车营
地，汉服纸伞，诗意悠然。镇安人民自
豪地喊话：来安去安，小城镇安，家门口
的江南烟雨水乡！水草为邻，枕月而
眠！一把伞，细雨中，走的不仅是路，看
的不仅是项目，而是惊喜，是唯美，是激
动，是无法诉说的故事！烟雨不止在江
南，还在镇安罗家营！最近几天，一则

“北方江南，梦里水乡”的短视频走红网
络，朋友圈转发、点赞量节节攀升。

盛夏时节，沿着蜿蜒的公路来到镇
安县月河镇罗家营村，展现在大家眼前

的是一幅优美的北方江南、梦里水乡新
画卷。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太空舱民宿
映入眼帘，白色的太空舱停在碧波旁，
多角度巨型景观窗，大面像素曲屏加落
地窗设计，放肆的观景视野，让美景尽
收眼底。当夜色深沉，走进民宿如漫步
星空，太空舱内月亮雕塑灯亮了满天繁
星，天地间消弭于无声，好像只剩下漂
浮在太空，头顶星空，外面是无垠的宇
宙，独有设计感的民宿特别抓人眼球，
仿佛诗和远方在召唤。

镇安旬河水乡农旅融合产业园规
划以秦岭山水为主题打造最美浪漫田
园，层层梯田上向日葵、蔷薇开得正
艳，旁边的一池碧水、秋千与田园风光

相映成趣，许多游人慕名而来。已建
成休闲沙滩公园、无动力乐园、水上码
头太空舱民宿集群 1 个、特色民宿 5
家、房车露营地 3 个、特色农家乐 23
家、农特产商店 13 家。下一步，该村
还将重点打造具有陕南特色农产步行
街、草坪舞台和小型天幕、彩虹滑道、
高空秋千、单轨列车等游乐设施，保证
游客在住民宿、赏美景、品美食的同
时，还能勾起乡愁记忆。

如今的罗家营村旬河水乡有了名
气，如何让“流量”变成更大“留量”？
村里探索“民宿+”模式，创新乡村旅游
多元业态。为此，旬河边金钟村、双喜
村开起大大小小的餐厅、烧烤店、帐篷

营地，后续还陆续建起奶茶店、咖啡
馆、茶吧等。村里邀请艺术家开展文
艺创作，成立龙舟队、社火队、锣鼓队
等文艺团体，举办“百寿宴”、幸福“村
晚”、村落文化节等活动，让乡村生活
体验更有文化味。“今后，民宿联合举
办文化休闲活动将成为常态，充分挖
掘本地传统文化，打造美丽镇安的新
增长点。”景区负责人刘建东说。

同时，农旅融合产业园进一步深
挖文化资源、围绕水系和梯田、稻田做
好山水文章，丰富大家的休闲体验，打
造集康体养生、休闲度假、户外运动、
生态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振
兴示范区。

风景变“钱景” 流量变“留量”
本报通讯员 陈绪荣

本报讯 （通讯员 薛 贞）“真没
想到，我家厕所也会改得这么干净、这么
好看！”近日，看着自家“大变身”的厕所，
山阳县漫川关镇万福村村民胡付平兴奋
地感慨道。

农村厕所占地空间不大，却事关百
姓生活品质，事关农村人居环境，事关
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以来，漫川关镇以

“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为抓手，成立工
作专班，实行主要领导总抓、分管领导
主抓、包村领导包抓、村（社区）负责人
具体抓的工作责任制，逐村逐户进行摸
底调查，核准核实需改建厕所底数，建
立改厕台账。

为确保厕所改造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该镇利用周末时间，组织镇科级领
导、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以及施工队
负责人，先后赴色河铺镇、柞水县学习交
流，召开专题会议 3 次，敲定农村改厕三
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 2023年“厕所革
命”实施方案。按照“示范村先行引领、
一般村全面提升”的工作思路，抓点示
范、梯次推进，率先启动万福、小河口、乔
家村等 5个示范村厕所改造工作。

该镇分管副镇长吴治林介绍道：“我
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改厕前由包村领
导带队，深入农户家里讲解政策、征求意
见，并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原则，宜
水则水、宜旱则旱，在污水管网覆盖地区
等有条件区域，采用上下水道水冲式厕
所；居住分散的偏远山区、污水管网覆盖
不到的地区，采用三格化粪池卫生厕所；
缺水地区，采用粪尿分集式卫生旱厕。”

该镇推行“首厕过关制”，分类型出
台改造标准、建设模板，开展技术培训
150 人次，第一个厕所成功建成后，由
培训合格的施工人员按标准要求改厕，
或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组织村民施
工，严把产品质量关、施工关、验收关，
确保厕所质量过硬、群众满意。改造后
的厕所统一白色墙体、灰色厕顶、透明
玻璃门，与村貌相衬、与地域风格相得
益彰。目前，该镇 5 个示范村、5 个一般
村厕所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共开工户厕
1032 个、公厕 7 个，镇村验收工作已全
面启动。

“小厕所，大民生。接下来，镇上将
坚持改建管并重，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
制，加快推进‘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全
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和美漫川，让
老百姓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党委副
书记、镇长肖桂锋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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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营村罗家营村

连日来，丹凤县铁峪铺镇寺底铺村食用菌大棚中呈现一片繁忙景象。今年以来，寺底铺村抓住乡
村振兴发展产业之机，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新发展平菇种植9棚，日产量达4500公斤，带动周边20
户群众进棚务工，户均增收可达4000元。 （本报通讯员 巩 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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