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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前 自 己 挑 个 担 子 转 街 卖 菜 ，没
有 固 定 的 摊 点 ，人 受 罪 得 很 ，遇 到 下 雨
天 很 不 方 便 ，现 在 有 了 专 门 的 摊 位 ，顶
上 还 有 遮 雨 棚 ，不 用 人 到 处 乱 转 ，心 里
也 安 然 了 。”9 月 7 日 ，在 江 南 小 区 的 便
民蔬菜摊卖菜的王桂枝笑呵呵地说，她
家 住 沙 河 子 镇 ，平 时 自 家 种 一 些 西 红
柿 、豆 角 、青 菜 等 时 令 蔬 菜 ，空 闲 时 间
就 骑 电 动 车 到 市 区 摆 摊 。“ 还 是 政 策 好
了 ，各 方 面 都 越 来 越 方 便 ，加 上 这 片 住
户多，一天挣一百来块钱没问题。”

很多像王桂枝一样的流动摊贩，都
感 受 到 了 变 化 。“ 我 们 对 城 区 进 行 了 科
学 规 划 ，根 据 空 间 布 局 ，划 定 了 小 型 规
模的便民摊点，引导年纪大、家庭困难、
自 产 瓜 果 蔬 菜 的 流 动 摊 贩 有 序 进 入 指
定 地 点 规 范 经 营 ，实 现 了 摊 贩‘ 安 家 ’、
供 需 对 接 、市 民 便 利 、市 容 规 范 的 城 市
管理和谐局面。目前，在中心城区东关
东 口 、西 背 街 、江 南 小 区 、金 岸 小 区 、张
坡社区等地共设置 14 个便民市场，激活
了烟火气、创造了新生活。”商州区城管
局副局长周秋菊介绍。今年以来，区城
管局下足“绣花”功夫精细管理城市，多
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复苏和
夜间经济发展。

华灯初上，南秦河生态公园进入了
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下班的人们在公
园里散步游玩，放学的孩子在各种娱乐
设施上尽情玩耍，而公园边美食摊点上
的炸鸡排、烤面筋、烤肠等各色小吃，吸
引着人们上前品尝。夜间经济的悄然兴
起，不仅为城市生活质量、投资环境以及
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延长了消费时
间、拉动实体消费，让群众获得了一份稳
定的收入来源。

今 年 以 来 ，区 城 管 局 为 商 户“ 让
道 ”，允 许 有 场 地 条 件 的 沿 街 商 铺 夜 间
7 点 以 后 在 门 前 指 定 区 域 内 开 展 店 外
摆 摊 经 营 活 动 ；支 持 团 结 路 商 户 、北 新
街 商 户 、大 都 汇 商 业 步 行 街 商 户 、大 型
超市等在合理规划的经营区域内，临时
占用城市公共空间开展外摆经营；周末
支 持 符 合 条 件 的 商 家 在 合 理 规 划 的 公
共区域内开展消费促销、店庆和产品推
介 活 动 ，有 序 激 活 夜 间 经 济 ，提 振 经 济 活 力 。“ 不 仅 如 此 ，我 们
还 对 商 州 夜 市 、莲 湖 商 业 街 、西 背 街 等 地 进 行 了 亮 化 ，免 费 安
装 路 灯 和 彩 灯 ，让 商 户 有 个 明 亮 舒 适 的 环 境 ，同 时 达 到 吸 引 客
流的效果。”周秋菊说。

城市管理不仅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做凉皮批发生
意的柳俊近来遇到了一件暖心事。他介绍，每天清早他都要给
位于西背街的几家面皮店送货，有一天他骑车送货时突然一阵
胃疼，停下休息时，路边的城管局工作人员从桌子上拿起热水壶
和纸杯，马上给他倒了杯热水。“我一下子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做
法真的很贴心。”柳俊说。

商州区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周书彦介绍，为了进一步提升
为 群 众 服 务 的 能 力 ，增 加 城 市 管 理 的 温 度 ，城 管 执 法 队 伍 在 市
区开展“一杯热茶温暖一座城”活动，在城区各个便民市场、公
园 广 场 设 立 了 36 个 城 管 便 民 服 务 点 ，为 广 大 市 民 和 商 贩 免 费
提供热水、药品等贴心服务，满足群众紧急所需。

此外，区城管局还为车辆“留位”，在中心城区科学合理施划
机动车 4452 个和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1.5 万个，最大限度增加车
位供给，为市民出行停车提供极大便利，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
全面推行“721”工作法，坚持查而不罚、疏堵结合的原则，强化
城区路沿石上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管理，通过温馨提示、
疏散引导、帮助停放等措施缓解停车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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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这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者，需要我们
加强能力提升，增强过硬本领。”七月中旬，在
商州区麻街镇“立足岗位强能力··擂台比武展
风采”干部作风能力提升擂台赛中，年轻干部
段姗姗在演讲时这样说。

麻街镇齐塬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赵敏说：
“作为村干部，我们积极学习有关农村的各项惠
农政策和支持农村发展的扶持政策，做到给群
众政策解答清晰，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也进一

步展示我们的工作
能 力 ，以 求 真 务 实
的担当取得了群众
信 赖 ，增 进 了 干 群
关系。”

今 年 以 来 ，麻
街镇政府先后开展

“ 立 足 岗 位 强 能
力··擂 台 比 武 展 风
采”“亮诺践诺”干
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系 列 活 动 ，分 别 采
用 知 识 竞 赛 、演 讲
比赛和村党支部书
记“ 擂 台 大 比 武 、
能 力 大 提 升 ”活
动 ，搭 建“ 比 学 赶
超 ”平 台 ，让 党 员
干 部 登 台 亮 相 ，比
成 效 、赛 能 力 、促
进 步 ，有 力 推 动 干

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走深走实。
王会灵是麻街镇一名负责残疾人相关工作

的干部，通过干部学习分享会，学习各方面业务，
不断提升工作能力，能代办就直接办理，办不了
就及时联系相关业务人员办理，不让群众跑“冤
枉路”。王会灵说：“很多群众距离镇政府比较
远，来办一次业务不容易。群众来办业务，遇到
专门办理业务的同事下乡，总不能让群众再来跑
一趟，通过日常业务学习分享会，我们同事间对

彼此业务工作都有了解，相互办理也不成问题。
遇到更为专业的，就及时通过电话联系同事办
理，上门办理业务也是常事。”

“作风能力建设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长
期任务，麻街镇将一如既往坚持严字当头、动
真碰硬，把作风能力建设同解决实际问题、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坚决打好打赢干部作风能力
提升主动仗，切实将作风能力建设转化为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的强大动力，为助推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麻街镇党委书
记丁晓莉说。

据了解，麻街镇采取“书记讲课+研讨交流+
个人自学”的模式，常态化开展作风能力学习教
育，组建镇年轻干部读书班，通过党员干部组织
学习、分享学习工作心得，练好“张嘴能说”的表
达能力；镇村积极开展工作观摩评比活动，通过
观摩全方位展示工作开展情况，做到扬长避短，
不断提升工作整体实效，练好“遇事能干”的过硬
本领；搭建工作履职展示擂台，每位班子成员结
合各自分管工作搞一次培训课题，站办负责人搞
一次业务培训，镇村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立足自
身岗位，创新工作方法，争当自己负责工作领域
的行家里手、业务能手，练好“业务过硬”的工作
本领；搭建作风提升展示擂台，干部扎实转变工
作作风，积极服务群众，到一线开展工作，确保让
群众满意，练好“作风扎实”的政治素养。常态化
对镇村干部工作落实情况、在岗在位状态、群众
反映热点难点问题办理等情况进行督察检查，实
行中午休息时间轮岗值班，确保接待群众“不断
档”，切实营造转作风、重实干的浓厚氛围。

比赛促学转作风 以学促干提能力
本报记者 王孝竹

近年来，丹凤县花瓶子镇依托当地优势资
源和地域特色，积极招商引资、吸纳丹凤在外有
志青年返乡创业。丹凤县江润昌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苏河肉驴养殖基地就是花瓶子镇引进的第
二家肉驴养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苏河肉驴养殖基地投资 1000 万元，年出栏
1000 头黑毛驴，基地年出栏的肉驴，可销售 350
万元；“832”平台线下消费综合馆投资 150 万
元，年销售收入达 500 万元，商品远销内蒙古、
南京、西安等地。

9 月 12 日，记者来到苏河肉驴养殖基地，
一排排标准化驴棚整齐排列，饲养员正拿着铲
子将打碎的饲料倒入食槽里，不一会食槽里的
草料就被毛驴一扫而光。据了解，养殖基地占
地面积 5500 平方米，可容纳 500 头肉驴，基地
采用现代化饲养管理模式，建有标准化驴棚、
消毒室、饲料储存库、饲料加工车间、粪便处理
池等设施。周边 3 个村 115 户脱贫户参与肉驴
养殖，户均增收近万元，间接带动 30 多户农户
种植销售牧草和农作物秸秆，户均增收 3000
元 。“ 我 在 这 里 工 作 3 年 多 ，负 责 每 天 清 理 栏
舍、食槽、饮水器设施和更换饲料和水源等。”
基地饲养员程江喜说。程江喜是竹林关镇人，

之前工作不稳定，来到养殖基地后，每月可以
领 3000 多元的工资。

“公司采取与集体合作社联营、集中托管、
农户分散饲养、基地务工、收购农副产品及秸
秆等多种模式，使农户稳定增收。”丹凤县江润
昌牧业公司负责人王昌说，基地使用的土地为
村集体经济名下的土地，由于土壤贫瘠，种植
类产业效益低下，土地利用率一直不高，为了
盘活了土地资源，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益，他
们围绕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理念，实施基地养
殖，基地充分利用当地农副产品自产饲料，并
将粪便回收再利用，积极打造生态养殖园区。
2021 年 10 月，丹凤县江润昌牧业公司乘胜追
击，依托国家供销合作总社扶贫消费平台，在
丹凤县城江滨北路西段开办了农特产品“832”
平台线下消费综合馆，主要经营自己生产的驴
肉系列产品及商洛涉农企业生产的农特产品，
经营品种达 200 多种，为商洛农土特产打开销
售新窗口。

“我们积极扩宽销售渠道，注册‘东郭驴’
商标，开发手撕驴肉、瓶装驴肉酱、阿胶等系列
产品。其中‘犟驴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深
受消费者喜爱，立即成为网红产品，畅销省内

外。近期通过苏陕协作的帮助，我们的驴肉已
经销往南京，如今有这样的成绩非常感谢政府
的帮助。”王昌说。每年丹凤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基地管理人员先后前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养殖技术和养殖
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课程。据丹凤县花瓶子
镇党委副书记贺冰介绍，花瓶子镇向丹凤县江
润昌牧业公司注入村集体经济资金 90 万元，
公司每年给村集体分红 6.3 万元，同时，花瓶子
镇工会每年还会在其线下门店采购 3.6 万元左
右商品进行支持。

花 瓶 子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李 锋 说 ：“ 今 年 以
来，我镇认真落实‘三个年’活动要求，围绕生
态 绿 色 定 位 ，大 力 培 育 香 菇 、中 药 材 种 植 加
工、生猪育肥、肉驴繁育四大产业，打造富裕、
生态、和谐、美丽山区小镇。”目前，商洛原野
生 态 农 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丹 凤 县 江 润 昌 牧
业公司已经形成“肉驴养殖、餐饮、产品销售”
的 三 产 融 合 。 他 表 示 ，下 一 步 镇 上 将 创 新 招
引 方 式 ，加 快 重 点 产 业 链 延 链 补 链 强 链 。 同
时，持续做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服务保障
工作，努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带动乡村
振兴全面发展。

花瓶子镇：

毛驴特色养殖，拓宽村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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