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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

“全民谋划项目，共建一都四区”重大项目征集活动开
展以来，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投稿，征集到一批好项
目。经最终评审，现将获奖名单公示如下：

一等奖（10名）
碳酸钙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 孙英华
陕西盘龙谷文旅康养项目 朱文锋
商洛南秦商贸城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胡发国
秦岭团建旅游康养园项目 苏红亮
丹凤红酒城项目 吴宏涛
罗家营旅游开发之空中漫步项目 李伯奇
山阳县袁家沟口红色旅游项目 张陆锋
商山四皓康体养生度假区项目 郭安贵
高铁新城地热供暖项目 李红斌
陕西汇生源生态旅游康养休闲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 李志和
二等奖（20名）
陕西丹凤物流园项目 李松林
石墨烯碳纳米电热膜及复合超硬材料项目 陈高锋
丹凤葡萄酒产业园建设项目 张 兵

商洛市商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王金萍
5G 低碳智慧谷产业园建设项目 吴春亮
云端车场项目 熊瑞希
铁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王 威
商南县莲花湖桃花岛渡假村项目 马 玲
洛南智慧物流园建设项目 张小龙
特医食品科技产业园区项目 雷丹萌
年产 20万吨玻璃瓶生产线建设项目 李宏涛
丹凤县棣花省级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 李兴龙
城市建筑垃圾与工程渣土深加工项目 刘益宏
桃花谷景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王新民
食用油开发项目 许 军
洛南县环城康养步道项目 李卫冬
庾岭镇红二十五军教育基地项目 王 博
硅系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 刘海锋
洛南县草链岭风景区项目 陈 平
丹凤县康养城水生态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 张金哲
三等奖（30名）

商州区板桥镇光伏项目 杨 锋
商於古道高品质驿站建设项目 陈 鑫
山阳县南北大动脉主干线项目 高军军
秦岭药膳产业园项目 王晓勇
洛南县内环秦岭应急通道建设项目 王 刚
高碳石墨加工项目 龚富杰
年产 30亿支可降解纸吸管项目 贺 燕
商南县十里坪镇皓月洞旅游区建设项目 党诗满
棠棣之阳民宿康养集群项目 王李锋
核桃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 谢 飞
年产 5000万瓶矿泉水项目 沈雁群
腰市镇千头肉牛养殖基地项目 郭卫鹏
皇台铜矿大范沟尾矿综合开发项目 陈 博
丹凤生命健康科技产业园项目 彭冬冬
食用菌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唐玉垚
商邑新区智慧停车场项目 陈永富
秦岭天麻精深加工及健康产业开发项目 武庆联
柞水杏坪镇高山生态茶园建设项目 朱 丹

西冶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代军峰
方特欢乐世界秦岭主题乐园项目 陈二龙
丹凤县商镇王塬村农文旅示范园项目 赵宏伟
柞水县茶旅融合项目 张 涛
智慧物流大市场项目 陈 兵
镇安县古山子原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 柯 格
年产 6万吨高分子塑料母粒项目 李丹红
文修谷零碳森林康养基地项目 杨建峰
年产十万吨氟石膏促凝防水剂项目 高选锋
丹凤县中草药交易市场建设项目 王 飞
商邑智慧停车场项目 付学华
商南县富水镇智慧茶园示范基地项目 刘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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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谋划项目，共建一都四区”重大项目征集活动获奖情况公示

本报讯 （通 讯 员 周衍
江）近年来，商南县富水镇油坊
岭 村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阵
地，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村
民 文 明 素 质 ，加 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积 极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倾力打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助力
乡村振兴。

油坊岭村成立“一约四会两榜”工作领导小组，由村党
组织书记亲自抓，按照依法治村、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原
则，发动村民参与讨论制定村规民约，与每户群众签订村规
民约责任承诺书并张贴上墙；规范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四会”，完善相关制度，规
范活动开展；推行移风易俗改革，摒弃闹新房、婚丧嫁娶大
操大办等陋习，倡导喜事轻办、丧事简办、文明礼貌、勤俭节
约的社会新风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风格”要
求，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在全村推进改厕、改房建设，实施
农户庭院硬化，全村完成改造房屋 410 户、厕所 223 座，硬化
庭院 180 户，拆除猪圈 121 个，修复河堤 1500 米，宜居房改
造 24 户。

同时，油坊岭村还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文明村创建
为载体，借助茶海公园、闯王寨旅游景区和阳城驿旅游文化产业
园区等资源优势，对村级便民服务室、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等
基础设施按照“十个一”标准进行改造提升，全面提升乡村文明
水平；大力宣传“三秦楷模”张淑珍先进事迹，在村部设立“善行
义举榜”，对各村民小组评选的善行义举先进典型人物进行张榜
公示，广泛宣传；深入开展“好家风、好家训”文化传承活动，通过
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宣讲故事会，在农村党员中
开展家风家训知识竞赛，在群众中开展“文明家庭”“五美”村民
评选活动等，大力倡导中华孝道文化，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培树
文明新风。

油坊岭村油坊岭村 文明花开树新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冲）
近年来，丹凤县花瓶子镇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
乡村建设行动的决策部署，坚
持把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统筹安排部
署，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落实举
措，全面推动乡村建设任务落
实落细。

安排部署“快”。今年，花
瓶子镇按照《丹凤县乡村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丹凤县 2023
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结合

《花瓶子镇乡村振兴提质年工
作方案》，花瓶子镇明确了乡村
建设 15 项重点工作，定期召开
乡村建设专题推进会，聚焦“守
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突
出群众增收、乡村增色、治理增
效，全面抓好“五大振兴”，推动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
村振兴开新局。

政策落地“实”。苏河村、
花中村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实
施 小 型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3 个
2.381 公里；新建气调库 1 座；
新建塑胶健身广场 1 个；完成
176 户土坯房、5 户危房改造；
建成 127 座农村户厕、3 座公
厕；村集体经济收益 119.99 万
元，兑现分红 2168 户 70.0149
万 元 ；发 放 脱 贫 户 产 业 奖 补
863 户 164.664 万元；发放转移
就 业 交 通 补 贴 324 人 16.2 万
元，一次性求职补贴 9 人 4500
元，公益性岗位补贴 70 人 33.6
万 元 ，雨 露 计 划 补 贴 77 户
12.45 万 元 ；兑 现 地 力 补 贴
64.1217 万 元 ，退 耕 还 林
34.6918 万 元 ，种 粮 补 贴
6.3028 万 元 ，公 益 林 补 贴
62.756254万元。

探索机制“合”。今年，全镇
成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 8 个行业工作专班，统
筹推进“五大振兴”，坚持以产业
振兴为根本，在产业规划、产业
推进、新业态引领上下足功夫，
以“2+2+1”产业布局为抓手，建
立产业园区 8 个，将全镇 2495
户群众镶嵌在产业链上，同步做
好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保
障，形成系列措施、整体合力。

示范引领“好”。花瓶子镇
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均
高于全镇增速；主导产业占全村产业比重超过 75%，村
级集体经济收益超过 20 万元。花中村新建香菇大棚
40个，生产香菇菌包 8万袋，种植金丝皇菊 50亩，同时
发展“五小”经济改造荷塘 2.3亩，养殖鲤鱼、草鱼 4000
多尾，鱼塘上方架设光伏 108.9 千瓦，预计年净收益
4.6 万元，栽植食用玫瑰 50 亩、连翘 20 亩；苏河村投资
100 万元，生产 8 万袋香菇菌包，购买烘干机、装袋机、
接种箱等相关设备，新建食用菌香菇全产业链基地。
示范村整村推进卫生厕所建设，垃圾收运处置设施配
备齐全，乡村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信息采集“准”。为统筹各类资源要素，精准聚焦
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弱项，为扎实推
进乡村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今年以来，花瓶子镇抽调
骨干力量 14 名，通过层层培训、比对分析、推送错误、
核实修正等方式，全过程指导 7 个村完成入户采集、
数据录入、错误校验，做到数据闭环处理，确保数据
真实、准确，为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数据支撑。目前，
国办系统乡村建设模块 7 个村 41 个村民小组 2495 户
8827 人农户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
的乡村建设信息采集完整。

截至目前，花瓶子镇自来水普及率100%，农村电网
供电可靠性达99.83％，获评“四好农村路”，网络行政村全
覆盖，镇村“两规范两提升”高质量推进，村容村貌得到明
显改变，基层组织健
全，“党建+”不断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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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洛南县三要镇北司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里的西红柿陆续成熟，呈现出一派丰收的
盛景。据了解，三要镇发挥土地资源优势，把特色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通
过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规划特色产业，积聚力量大力发展现代化果蔬基地，建立了“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运营模式，实现了“建一个合作社、兴一方产业、富一片百姓”的美好愿景。

（本报通讯员 闫伟锋 摄） 治 理 有 效治 理 有 效

产 业 兴 旺产 业 兴 旺

乡 风 文 明乡 风 文 明

金秋时节，在镇安县柴坪镇桃园村，远山
近水与绿野茶园层层叠叠，乡村产业错落有
致、布局有序，一幅幅乡村美景跃然眼前。沿
路而行，枫香园战斗旧址、纪念碑亭、茶园梯
田等风光生动地展现了桃园村“红绿”融合的
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以以““红红””为底凝为底凝““心心””篇篇

枫香园，长五公里，沟深谷狭，是南通安

康、西达宁陕、东到镇安的要道。枫香
园追击战作为商洛全境解放的最后一
战，体现了解放军连续作战、勇猛顽强
的革命精神，从此，商洛无战事，步入
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完胜的场
面已经远去，但枫香园追击战的红色

事迹却永远留在这里。摸着老枫树上
的弹痕，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烽火

连天的战争岁月，深刻体会当年革命征程
的艰辛和伟大以及当前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根据枫香园战斗这一红色底蕴，柴坪镇
提出“整合红色资源，建好红色旧址”，依托红
军枫香园追击战历史遗迹，建好这一处红色
旧址，让红色精神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
去，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追忆历史、感悟初
心的实地教材。

执执““绿绿””为笔展为笔展““兴兴””颜颜

清晨，桃园村茶山白雾缥缈，山峦若隐
若现，与青翠的茶山连成一片，目前桃园村
共有茶叶面积 6500 亩，茶叶产业带动户均
年增收 4000 元，茶叶发展能够达到目前规

模 ，离 不 开 一 代 又 一 代 桃 园 人 民 的 努 力 。
桃园村茶叶的发展起源于改革开放时期，
40 年间桃园茶叶产业走过了起步、成长、
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转眼进
入 新 时 期 ，桃 园 村 茶 叶 种 类 有 了 、规 模 有
了，但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成为限制桃
园茶叶发展的天花板。于是，村“两委”决
定引进县级龙头企业盛华茶叶公司，扩大
种植规模、建设茶叶初级加工厂，瞄准“以
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互动、企业获利、集
体收益、群众受惠”的目标，积极探索“村企
共建”路径，促进茶农不断增收、茶企持续
增效、茶产业快速发展。

““红绿红绿””融合绘融合绘““新新””卷卷

红色是桃园的底色，绿色是桃园的亮
色，按照“红色引客、绿色留客，红色养神、绿
色养身”的发展思路，桃园村在积极传承红
色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推行“四联四创”（组
织联建，创建村企互补新机制；党员联管，创
建村企互惠新模式；发展联通，创建村企互
动 新 平 台 ；帮 扶 联 动 ，创 建 村 企 互 助 新 机

制），由支委领办村内佳乡源茶叶、嘉和旺茶
叶和龙锦蚕桑 3 个专业合作社，设置茶叶、
蚕桑产业党小组 2 个，划分支委责任示范区
5 个，设立党员示范岗 26 个，引领 49 名党员
参与茶叶基地建设，设置党员产业示范岗
12 个，积极落实“千名头雁带富领飞”行动，
培育致富能手 10 人，其中“土专家”5 人、“田
秀才”3 人，带领群众种植茶叶 6500 多亩，
蚕桑面积 1000 亩，现已形成以茶叶和蚕桑
为主、养殖等传统产业为辅的产业格局。桃
园村以“一间茶舍”品香茗、“一片栗园”展风
情、“一个故事”燃希望、“一桌好饭”待来客、

“一颗古枫”记过往、“一处旧址”忆先烈、“一
座碑亭”留纪念、“一抹茶绿”送怡然、“一方
桃园”好宜居“九个一”为内容，打造“兴旺、
宜居、美丽、幸福”新桃园，绘就“红绿”融合
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桃园村桃园村 ““红绿红绿””融合绘就秀美画卷融合绘就秀美画卷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杨茹霏杨茹霏

村庄如画村庄如画

茶山青翠茶山青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