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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关于命名 2022 年度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卫生镇卫生村的公告

2022 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指示精神，大力推进健康商洛建设，积极开展卫
生创建工作，城乡环境面貌显著改善，群众健康素养水平进一
步提升，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持续深入开展。经各县区初审推
荐，市级评估公示，市爱卫会决定命名商洛市社会福利院等16
个单位为市级卫生先进单位，洛南县灵口镇等4个镇为市级卫
生镇，商州区陈塬街道办事处凤山村等31个村为市级卫生村。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镇、村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
步巩固提升卫生创建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改善环
境卫生面貌，不断提高卫生创建管理水平，为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和健康商洛建设融合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希望全市各
级各部门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大力普及健康知识，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和全民健康水平，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商洛市2022年度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名单

商洛市社会福利院

商州区大荆中学
商州区夜村中心卫生院
商州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洛南县景村镇景村中学
洛南县巡检镇中心小学
国网洛南县供电分公司巡检供电所
洛南县巡检镇中心幼儿园
丹凤县市场监管局
商南县市场监管局
山阳县王阎镇卫生院
山阳县南宽坪镇卫生院
中共镇安县委机关大院
镇安县月河镇东川中心卫生院
柞水县委党校
国家税务总局柞水县税务局

商洛市2022年度市级卫生镇名单

洛南县灵口镇
丹凤县武关镇

山阳县王阎镇
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办事处

商洛市2022年度市级卫生村名单

商州区陈塬街道办事处凤山村
商州区黑山镇二峪河村
商州区板桥镇板桥村
商州区板桥镇上湾村
商州区板桥镇岔口铺村
商州区杨斜镇郭湾村
商州区夜村镇何家塬村
商州区腰市镇北街村
商州区腰市镇杜村
商州区北宽坪镇广东坪村
商州区杨峪河镇北城子村
商州区闫村镇华良沟村
商州区闫村镇上官坊村
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
洛南县景村镇御史村

洛南县灵口镇陈庄村
洛南县保安镇杨庄村
洛南县保安镇文峪村
洛南县巡检镇驾鹿村
丹凤县武关镇南坪村
商南县富水镇王家楼村
山阳县法官镇大寺庙村
山阳县十里铺街办磨沟里村
镇安县木王镇平安村
镇安县木王镇桂林村
镇安县月河镇罗家营村
镇安县月河镇黄土岭村
柞水县瓦房口镇大河村
柞水县凤凰镇大寺沟村
柞水县凤凰镇清水村
柞水县凤凰镇桃园村

商洛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23年9月4日

9 月 4 日，在洛南县石坡镇
新华村烤烟种植基地，连片的烟
叶长势茂密，微风吹来泛起层层
绿浪，烟农们穿梭其中，脸上满
是丰收的喜悦。

“村上今年开垦了 1000 多
亩的撂荒地，我承包了 30 亩，只
用给村上掏土地租金，就可以使
用免费的烤烟炉，镇村领导每半
个月就会来给我进行技术指导，
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我现在
都在烤第五炉了，就等着卖了挣
钱呢！”新华村上湾组组长张秀
山高兴地说。

近 年 来 ，石 坡 镇 围 绕“ 果
烟 菌 药 畜 菜 ”六 大 产 业 ，坚 持

“ 传 统 产 业 要 做 优 ，特 色 产 业
要 做 强 ，新 兴 产 业 要 做 大 ”的
发 展 思 路 ，强 化 组 织 领 导 ，压
实 工 作 责 任 、落 实 烟 农 奖 励 、
扶 持 措 施 ，广 泛 宣 传 ，大 力 抓
好 烟 叶 规 模 化 种 植 ，组 织 石 坡
烟 站 对 烟 农 给 予 充 分 的 技 术
服 务 支 持 ，力 促 烤 烟 产 业 增 产
提 质 ，培 育 发 展“ 金 叶 子 ”，淬
炼振兴“金钥匙”。

石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以“ 政 府 主 导 、烟 站 主 抓 、烟 农
主体”工作机制，对全镇 8 个适
合 发 展 烤 烟 的 村 进 行 优 化 布
局，实行干部包户联系制度，对
烤烟连片种植 30 亩以上的大户
由 村“ 四 支 队 伍 ”实 行 包 户 负
责，协助其做好土地流转、烤烟
种 植 、烤 烟 生 产 、合 同 签 订 、预
检 预 约 等 工 作 。 同 时 ，提 高 烤
烟 种 植 规 模 和 专 业 化 水 平 ，依
法 推 进 土 地 流 转 ，大 力 发 展 一
批 种 烟 大 户 走 规 模 化 发 展 之
路，打造千亩烤烟示范带 2 个，
带动烟农增产量、保收入、提效
益、振信心。

春 耕 期 间 ，石 坡 镇 全 面 动 员 烟 农 翻 耕 起 垄 、春 耕 备
耕 工 作 ，并 组 织 技 术 人 员 到 田 间 地 头 进 行 现 场 技 术 指
导 ，为 烟 叶 高 质 量 发 展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 。 今 年 ，连 续 强
降雨天气对烤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为切实保障烟农
利益，降低受灾损失，石坡镇高度重视，将农业生产防灾
减灾作为防汛工作的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加强雨前防护
技术指导，对受损烟田进行全面摸排，精准上报，帮助烟
农有效防范风险。

新华村后塬组群众反映，约 3.5 公里的机耕路还未硬
化，汛期道路泥泞不堪，机耕农具难以到田间地头。新华
村党支部书记立即带领村“两委”班子及驻村工作队积极
对接、争取项目，7 月底道路已经全线硬化完成，保证烟农
烤烟不受影响。

“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村探索过无刺花椒等产业，但都
因为气候等因素没有成功，去年在镇党委、政府的政策支
持下，重拾撂荒地，尝试发展烤烟产业，今年烟叶长势良
好，亩产可达 200 公斤左右。”新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寇秀慧说。

据悉，今年，石坡镇烤烟面积已突破 4200 亩，产优质
烟 叶 63 万 公 斤 ，实 现 产 值 1890 万 元 ，较 去 年 增 长 170 万
元，烟税 228 万元，预计可带动全镇烟农实现户均收入 8.15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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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高鸿 李立）近 年
来，丹凤县庾岭镇采取“联合党支部+村集体
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抱团发展的模
式 进 行 龙 骨 岩 村 集 体 经 济 蘑 菇 种 植 生 产 经
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目前，村集体经济蘑菇种植项目投
资 220 万元。其中，龙骨岩村投资 140 万元、
黄坪村投资 50 万元、两岔河村投资 10 万元、
花椒沟村投资 20 万元，建成生产基地 2 个。
2021 年，庾岭镇在两岔河村流转土地 30 亩，
建成 60 棚 40 万袋蘑菇生产基地，实现销售
收入 150.2 万元、盈利 60 万元。2022 年，庾
岭镇在黄坪村新建大棚 40 个，发展反季节蘑
菇种植 30 万袋，预计实现利润 45 万元。基
地已与西安及周边地市多家大型超市签订供
销协议，产品远销西北地区。

据了解，这个项目辐射带动黄坪村、两岔
河村、花椒沟口村集体经济增收，可带动 4 村
410 户 1340 人，人均年分红 200 元以上，提供
就业岗位 60 个，安置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 36
人，年收入 2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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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秋 时 节 ，笔 者 来 到 地 处 秦 岭
深 处 的 镇 安 县 西 口 回 族 镇 石 景 、长
发 、东 庄 、石 门 四 个 华 山 松 基 地 村 。
放 眼 望 去 ，开 阔 的 山 坡 松 林 茂 密 ，青
翠 欲 滴 。

据了解，石景、长发、东庄、石门 4
个 村 ，地 处 海 拔 1100 米 的 高 山 上 ，地
理优势明显，气候条件独特，村民们扬
长避短，大力发展华山松产业，家家户
户采摘华山松子过上了好日子。

走 进 这 4 个 村 庄 ，只 见 农 家 院 的
道 场 上 ，屋 内 房 间 的 空 地 上 到 处 堆 放
着黑油油、脆生生的松子，运输松子的

车辆来回穿梭，热闹非凡。
在 石 景 村 营 销 大 户 朱 万 华 的 门

前 ，排 满 了 前 来 交 售 松 子 的 回 汉 族 群
众。为朱万华家帮工的有 30 多个人，
他们有的过秤、有的装袋、有的扛着袋
子上车，忙得不亦乐乎。

朱 万 华 告 诉 笔 者 ，自 立 秋 华 山 松
子 成 熟 上 市 以 来 ，他 每 天 都 能 收 购 外
销 四 五 吨 松 子 ，主 要 销 往 黑 龙 江 、辽
宁、吉林等地，最近不到一个月就销售
松子 100 多吨。

正 在 长 发 村 营 销 大 户 聂 达 明 门
前 交 售 松 子 的 村 民 朱 清 虎 乐 呵 呵 地

说 ，今 年 他 家 已 成 材 的 40 亩 华 山 松 ，
可采松子 2500 多公斤，按每公斤 3 元
钱 的 价 ，可 收 入 7000 多 块 钱 。 西 口
回 族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涛 向 笔 者 介 绍 ，石
景 、东 庄 、长 发 、石 门 这 4 个 村 山 高 气
候 凉 ，很 适 宜 发 展 华 山 松 产 业 ，成 熟
的 松 子 品 质 最 佳 ，在 市 场 上 销 售 得 比
较 好 。 从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开 始 ，镇
上就引导这 4 个高山村的群众栽植华
山 松 ，目 前 ，华 山 松 面 积 5 万 多 亩 ，栽
植 华 山 松 的 农 户 达 到 4200 户 ，占 林
地 面 积 的 80% ，华 山 松 成 为 回 汉 族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支 柱 产 业 。 目 前 ，石

景 、东 庄 、长 发 、石 门 4 个 华 山 松 基 地
村 ，已 发 展 华 山 松 子 营 销 组 织 6 家 ，
远销大户 18 户，群众再也不用为松子

“出售难”犯愁了。
“ 今 年 情 况 不 错 ，市 场 行 情 好 ，四

个 华 山 松 基 地 总 收 入 可 达 1500 多 万
元，人均收入约为 4000 元。”王涛说。

如 今 ，在 依 靠 小 松 子 富 裕 起 来 的
石 景 、东 庄 、长 发 、石 门 4 个 村 的 回 汉
族 群 众 ，70% 的 人 家 按 照 镇 上 统 一 规
划 盖 起 了 小 洋 楼 、购 买 了 小 汽 车 ，摩
托 车 几 乎 户 户 都 有 ，大 家 日 子 过 得 红
红火火。

绿 水 青 山 产 业 兴绿 水 青 山 产 业 兴
松 子 丰 收 钱 袋 鼓松 子 丰 收 钱 袋 鼓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倪倪 娅娅 辛恒卫辛恒卫

近日，商州区麻街镇齐塬村 102 亩冬
瓜成熟，预计产量达100万公斤。据了解，
麻街镇齐塬村以冬瓜种植为主导产业，投
资50万元、流转土地130亩，引进海南省冬
瓜种植先进技术，采取斜杆、滴灌、覆膜等
现代化的种植方法及管理技术，提高冬瓜
产量及品质。 （本报记者 张志宏 摄）

近年来，商南县过风楼镇将产业发展作为富
民强镇的战略支柱，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坚持以
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为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步探索一条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产业发
展新路子。

过 风 楼 镇 高 起 点 部 署 、高 标 准 推 进 、高 水
平 保 障 ，全 力 推 进 产 业 转 型 ，如 今 丹 江 流 域 新
兴 农 业 提 质 增 效 ，水 产 业 星 罗 棋 布 ，庭 院 经 济
百 花 齐 放 ……

今年以来，过风楼镇立足镇域资源禀赋，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加大项目招商力度，力促镇域内
产业结构调整、提质增效，邀请专家对福盛、华源

两家矾矿企业改造提升，确保秦岭腹地资源合理
开发。同时，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千家坪村发展
壮大 30 万尾冷水鱼项目，八里坡村新建 10 万尾
水产项目，耀岭河村发展高端民宿和农家乐，全
镇初步形成工业支撑、农业基础、旅游补充的产
业发展格局。

作为丹江流域小镇，过风楼镇用活“丹江画廊”
生态招牌，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在双垣村新发展
茶叶 300 亩，在柳树湾加大管理力度，不断完善“田
园综合体”，确保700亩猕猴桃丰产达效，花果山1000
亩水蜜桃、核桃果大饱满。在小栗园村，加大对2000
亩板栗的嫁接力度，对 200 亩大樱桃、水蜜桃加大宣
传力度，吸引县城周边群众前来“亲子采摘”打卡旅
游休闲。

用活生态招牌 发展生态经济
本报通讯员 徐玉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