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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春荣）今年以来，
丹凤县棣花镇聚焦振兴“桥头堡”、振兴“新图
景”、振兴“新引擎”等“五大振兴”目标，从强
组织、兴产业、聚人才、重文化、优生态等方面
切入，创新谋划、精准发力，奋力谱写农业强、
农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强组织，筑牢乡村振兴“桥头堡”。棣花
镇以创建“六好党支部”为抓手，着力打造提
升许家塬村“三联三促”党建示范点和万湾社
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点，优化“数字乡
村”综合服务平台，把镇农文康旅产业联合党
委打造成探索创新点、发展示范点“助推器”，
不断推动镇域“三产融合”主导产业发展壮
大。今年全镇已发展党员 8 名，培育致富带
头人 25名，后备干部 61名。

优生态，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按照
“秦岭明珠·翰墨棣花”主题定位，以 312 国
道沿线环境整治提升为突破口，实施道路亮
化绿化美化、垃圾污水处理、农村面源污染
环境整治工程建设的发展蓝图。先后建成
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厂 1 处，升级改造污水
处理厂 1 处，清理河塘沟渠 32 公里，实施村
组主干道路绿化亮化 31 公里，农房立面提
升 200 多户，建设美丽宜居民房 50 户，镇村
人居环境水平全面提升，呈现出村美民富人
更美的新气象。

兴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咬住
棣花北部坡塬现代农业产业经济带、棣花文
化旅游景区和茶房两岭中坪工业园区“一带
两区”建设不放松，扭住提培壮大“菌药果
酒”四大特色产业集群龙头，建成投运现代
化食用菌工厂 3 家，高品质葡萄园 3000 亩、
猕猴桃园 500 亩、水杂果园 400 亩，中药材
种植 3000 多亩。培育发展新型经营主体 6
个、科技示范户 50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3
个，通过自主经营、村企联营，8 个村集体经
济发展良好，全镇村集体经济年收益均超过
5 万元，许家塬村村集体经济今年收入可望
突破 50 万元。

聚人才，培育乡村振兴“生力军”。建立
农文康旅人才工作驿站，引进陈发虎院士、雷
玉山研究员、张朝红教授等高端人才团队 5
个、专家智库 36 人，挖掘乡土人才 150 人，开
展各类专家对接服务 80 多人次，为镇域乡村
振兴、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
力保障。

重文化，提振乡村振兴“精气神”。按照城镇景区化、乡村景观
化、产业绿色化的发展思路，以打造“宋金文化、平凹文化、民俗文
化、红色文化、古道文化、生态文化”为载体，整合旅游资源，深度发
掘棣花文化，用心讲好棣花故事，既传承了民间传统文化，又丰富
了群众文化生活，更增强了村民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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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正值球盖菇种植期。地
处镇安、柞水、山阳 3 县交界处的镇安
县米粮镇界河村球盖菇种植基地里，务
工村民们在大棚内来回穿梭，铺料、放
菌、覆土……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象。

近年来，界河村通过狠抓产业发
展、环境治理、基础建设、文明新风四大
路径，着力把界河村建成“群众富、治理
优、环境美、乡风好”功能齐全的“精美
集镇”，让偏僻山沟沟实现了美丽蝶变。

产业兴村添动力

界 河 村 是 商 洛 市 发 改 委 的 帮 扶
村。近年来，在帮扶部门的协调下，界
河村累计争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470
万元，修建球盖菇种植大棚 13 个、建
设特色农产品加工厂 1 处、改造提升
食用菌大棚 28 个，种植球盖菇 17 亩，
发 展 食 用 菌 15 万 袋 、红 仁 核 桃 300
亩、烤烟 400 亩，同时，引进企业投资

300 万 元 ，在 安 置 点 建 设 了 500 千 瓦
屋顶光伏电站，建成 6 条现代化特色
农产品加工生产线。目前，界河村产
业迅速壮大，年产值预计 200 万元以
上、集体经济收益 20 万元，带动 70 多
户群众增收致富，逐步形成了“产品业
态 丰 富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产 业 功 能 配
套、综合效益显著、辐射带动凸显”的
产业链条。

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让界河村
急需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米粮
镇抢抓乡村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有利机
遇，通过“内育外引”方式，引进科研、
技术人才 3 人，打造规范化、标准化人
才工作室 1 处，有效为群众发展产业提
供技术支持，保驾护航乡村振兴产业
健康发展。

环境治理增颜值

走进界河村集镇，只见一排排房屋
错落有致，宽敞干净的水泥路横穿街道；
来往的商贩频频驻足，和当地村民开启

了香菇的砍价“拉锯战”；夜幕降临，
文化广场上小孩嬉戏打闹、老

人们闲坐拉家常、妇女们翩
翩起舞，生活闲适。

近年来，界河村坚
持 以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为 抓 手 ，全 面 推 进
秦 岭 山 水 乡 村 建
设 ，着 力 打 造 环
境 优 美 、生 活 宜
居 的“ 精 美 集
镇 ”。 同 时 界 河
村充分发挥以工
代 赈 项 目 辐 射 带

动作用，对新街道进行综合治理，铺设
污 水 管 网 1.34 公 里 ，改 造 提 升 路 面
1.33 公里，有效解决了污水横流、臭气
熏天的尴尬局面；用足用好“两改”政
策，修建公厕 1 座，改造土坯房 8 户、
厕所 70 户，并对集镇占道经营、乱搭
乱建等影响村容村貌的“痛点、难点”
问题进行常态化“大整顿”，拆除违规
建筑 10 处，治理乱堆乱占 68 处，有效
提升了集镇整体颜值。

设施完善激活力

“ 道 路 是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的‘ 主 动
脉’，也是牵动民心的‘神经末梢’。我
们响应群众呼声，通过加快入组入户路
建设，逐步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质
量。”界河村村主任谢中生说，通组入户
道路的铺设，不仅连通了群众的幸福生
活 ，同 时 也 打 开 了 农 产 品 销 售 的“ 大
门”，让美丽乡村焕发出新活力。

界河村四支力量充分发挥“头雁”
作用，党员干部带头跑项目、要资金，先
后建成了蓄水池和垃圾集中回收站，有
效解决了群众冬春灌溉用水需求和生
活垃圾处理难问题；积极争取专项资金

132 万元，改造硬化一组道路 1.8 公里，
修复硬化水毁道路 640 米，硬化入户路
1700米，打通硬化“断头路”2条。

文明引领树新风

“大家生活好了、觉悟高了，家风、
乡风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内孝顺公
婆、对外团结邻里……”界河村五组片
长蒋国建说。

米 粮 镇 界 河 村 始 终 坚 持 贴 近 群
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理念，对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和 村 级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心进行集中整合改造提升，打造了
集 理 论 宣 讲 、科 普 推 广 、志 愿 服 务 等
于 一 体 的 多 功 能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 同 时 ，组 建 了 一 支 老 年 艺 术 团 ，
定期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
众 文 化 生 活 。 紧 紧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践站，严格落实“一约四会”，积极
挖 掘 良 好 家 风 ，强 化 乡 风 文 明 引 导 ，
通 过 道 德 评 议 、先 进 选 树 等 措 施 ，评
选 出 了“ 商 洛 好 人 ”刘 长 霞 等 一 批 先
进 模 范 ，以 身 边 榜 样 带 动 影 响 身 边
人 ，有 效 提 升 群 众 文 化 素 养 ，推 动 新
时代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界河村界河村 ““四大路径四大路径””实现美丽蝶变实现美丽蝶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泽平马泽平 通讯员通讯员 江荣霞江荣霞

初冬时节，万木萧索，群山环绕中的丹凤县花瓶子镇却
是另外一番景象。花中村王沟起伏不平的坡地里，金丝皇菊
开得黄灿灿，村民忙着采摘菊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中，工人
正将一架架菊花送入烘烤房中进行烘焙；赵湾村香菇种植基
地，妇女们正坐在暖阳下，分拣着刚采摘的香菇。热火朝天
的产业发展场景、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彰显着这个
深山中的小镇产业发展的无限生机。

花瓶子镇地处丹凤县城东南部的花白山中，周边群山环
绕，地势偏僻，交通不便，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这样的立地条
件，往往让人摇头兴叹。但花瓶子镇党委、政府班子没有气
馁，他们从困难的背后挖掘发展产业的优势，通过深入调研，

他们认为，花瓶子镇的发展基础在农业、比较优势在农业、生
长空间在农业，便整合优势资源，以“农业产业”为抓手，通过
招商引资、壮大村集体经济、引导群众发展绿色产业等方式，
大力发展“香菇、中药材、畜牧养殖”三大支柱产业和“劳务、
茶菊、中蜂、皂角、肉兔、肉驴、林麝”七大特色产业，并加快农
产品转化步伐，积极推进产业的跨界融合，初步构建起品质
经济生态链，为助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筑
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产业遍地开花

11 月 14 日，在花瓶子镇赵湾村上湾组林麝养殖基地，挖
掘机轰鸣，平整土地的工作即将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地
基。负责人周坤杰介绍，他正是看中了花瓶子镇的好生态，
才决定来这里投资兴业。

11 月 9 日，花瓶子镇政府与恒丰源肉兔养殖专业合作社
签订了 20 万只肉兔养殖项目，在赵湾村发展肉兔养殖。这
已经是这个小小山区镇的第 7个产业项目了。

谈起镇上的一家家企业、一个个产业项目，镇党委书记
王李锋脸上写满了自豪。他说花瓶子镇是省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镇，在他们看来，乡村要振兴，产业是优先选项，产业
发展才能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这几年，镇上在发展产业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一方面，
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一批象泽天生猪养殖项目、鑫惠林 2 万
头仔猪繁育和江润昌牧业等 5 个规模大、带动性强的产业项

目。2021 年引进象泽天生猪养殖项目，当年出栏 2300 头生
猪，完成销售收入 621 万元；江润昌牧业的养驴基地 2022 年
出栏 200 多头驴，企业年收入 260 万元。5 家企业每年为群
众分红、付租金 74.7 万元，吸纳 80 多名群众在企业务工。另
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当地的产业大户不断扩大规模。恒丰源
肉兔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其负责人代银
芳在花中村养了 10 多年的肉兔，经济效益一直不错。今年，
在镇政府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她准备扩大规模，以自己的肉
兔产业带动更多的群众就业，提振大家发展产业的信心。丹
凤县祥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成捆的尖锐的皂角刺堆了
大半个仓库。据负责人王玉峰介绍，他在此栽种皂角树，生
产皂角刺片已经 10 多年了，既卖皂角又卖皂米，效益还不
错，去年他又扩大了厂房，增加了一台机器，生产的皂角刺片
还是供不应求，客商从地边就拉走了！

此外，对于在家劳动力，镇村干部通过政策性奖补，提供
技术、种苗等方法，鼓励大家发展中药材、香菇等产业。全镇
发展产业大户 57户，户均年收入超过 2万元。

目前，花瓶子镇发展香菇 610 万袋、育肥猪存栏 1 万头、
肉驴存栏 1000 头、肉兔存栏 2 万只、中药材 6500 亩、茶菊 85
亩，2 万头仔猪繁育基地和全县首个总投资 4300 万元 10 兆
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投产运营，“渔光互补”项目初见成
效，林麝养殖项目正在建设中。全镇已形成村村有产业、户
户有项目，人人有技能的局面。一家家企
业、一个个项目的落地与蓬勃发展，花瓶
子镇的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产业之间的
互相渗透与融合，以及循环发展的理念，
让产业链不断延伸，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同步提升。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我们村今年的集体经济收入要超过
50 万元！”11 月 9 日，站在村集体经营的
香菇大棚前，花中村党支部副书记邱海朝
自信满满地说。

邱海朝介绍，花中村共有 490 户村民
1800多口人，村集体经济有10万袋香菇产
业、3.2亩的“渔光互补”产业项目，村上还
在鑫惠林公司入股150万元，还有茶菊、玫
瑰花茶等产业项目，今年的收入预计超过
50万元，每户群众都有几百元的分红收入。

在苏河村，除了村集体自己经营的 8
万袋香菇收益之外，还有与企业的联营收
入，丹凤县祥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象泽天生猪养殖项目的分红。2023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 37.4万元。

近年来，花瓶子镇积极鼓励全镇 7 个村的村干部发展村
集体经济。村上建起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书
记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依托省市的相关激励政策，
全镇 7 村共投入资金 2542 万元，向县内的知名企业、花瓶子
镇招商项目入股，分红 253 万元。同时，由集体经济合作社
自主发展产业，增加村集体积累，获得收益 559 万元。如今，

花中村的金丝皇菊、赵湾村的香菇产业，苏河的肉驴养殖企
业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不少收益。目前，每个村的年集体经
济收入均超过 15万元。

村民变身产业工人

“我在这里喂驴已经 4 年了，管吃管住，一个月 3000 元
的工资，作为一个农民，知足了！”11 月 9 日，在江润昌牧业肉
驴养殖基地，程江喜一边给驴撒料，一边笑着说道。他介绍，
在这里还有 3 名和他一样的工人，年龄偏大，打工无门，却能
在家门口干着轻松的活，拿着高工资。

产业遍地开花，花瓶子镇因产业而转型变成工人的群众
不在少数，且大部分是老年人。花中村 76 岁的沈有富就是
其中的一位。从今年 10 月份开始，他有时间就和老伴在王
沟的菊花基地摘花。他谈道，现在家里的地都流转了，种上
了菊花，他和老伴一年到头就在这地里干些零活，今年收入
了 2000 多元。最近有时间了就来摘花，老两口又挣了 1000
多元。冬日的阳光下，老人双手麻利，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小
笼。“日子好了，人都年轻了！”老人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花瓶子镇常住人口 2600 多人，目前，被吸纳在
产业上的人口有 800 多人。这些年老体弱的劳动力，一方面
有事情干，精神上有了寄托，另一方面，每年挣回了几千甚至

上万元的票子，经济上也“软和”了。
产业的发展，提升了群众的收入，也给全镇发展带来了

新气象。如今，村民对干部工作的配合度高了，发展经济的
信心足了，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全镇 7 个村的通组路硬化
全部完成，村级活动场所改造提升到位，“干净花瓶子”等工
作全力推进，乡村美、环境优、产业富、百姓乐的美好愿景正
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花瓶子镇花瓶子镇 沟域经济绘就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吕丽霞

在苏河村肉驴养殖基地在苏河村肉驴养殖基地，，一部一部
分村民成了产业工人分村民成了产业工人，，收入稳定收入稳定。。

在花中村的香菇产业基地里在花中村的香菇产业基地里，，群群
众正在对采摘出的香菇进行分类众正在对采摘出的香菇进行分类。。

村民在王沟菊花种植基地采摘菊花村民在王沟菊花种植基地采摘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