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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钱晓东 张
驰 杜婧源）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商洛

市分行认真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积极引
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启动实施以“一增双控四助推”金
融专项行动为统揽、以信贷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四位一体”闭环运行机制为牵
引、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提
升年工作为重点、以金融支持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四优”工作措施为驱动、以金
融机构货币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综合评
估+专项督导”工作为抓手的金融支持
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周期业务
链条与创新性工作路径，确保全市信贷
增速的稳定性和高位次。

从信贷总量上看，全市贷款规模保
持稳步增长。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全
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999.61 亿元，较
年初增加 121.98 亿元，已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 99.17%，同比增速 15.84%，居全
省各地市第一，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
均增速 4.94个和 5.51个百分点。

从信贷投向上看，全市信贷结构不
断优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长较快。10 月
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666.10 亿元，
同比增长 16.76%，较年初新增 86.64 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90.23 亿元，同
比增长 6.99%，较年初新增 6.17 亿元；中
长期贷款余额 499.46 亿元，同比增长
17.47%，较年初新增 66.21亿元。

建筑业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10
月末，全市建筑业贷款余额 48.82 亿元，
同比增长 19.29%，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
速 3.45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中长期
贷款 80.53 亿元，同比增长 30.27%，较
年初新增 15.61亿元。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增 速 提 升 。 10 月
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含票据
贴现）296.09 亿元，同比增长 26.61%，
高于全市贷款增速 10.77 个百分点，高
于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0.42 个百分

点。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43.04 亿元，同比增长 28.03%，
较年初增长 29.57 亿元。其中，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
款户数 24068 户，较年初新增 1129 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业 主 贷 款 余 额 78.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83% ，较 年 初 新 增
17.32 亿元。

涉农贷款稳步增长，农村地区贷款增速明显。10 月末，全
市涉农贷款余额 638.85 亿元，同比增速 16.28%，较年初增加
79.04 亿元，同比多增 10.72 亿元；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 258.70
亿元，同比增长 21.27%，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速 5.43个百分点，
较年初增加 40.05亿元，同比多增 22.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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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上治理得越来越好，到
处都非常干净。这几年又大力发展
产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还
经常举办活动关心关爱我们，这都是
村 上 的‘ 头 雁 ’选 得 准 ……”初 冬 时
节，走进洛南县麻坪镇云蒙山村，村
民你一句我一句，对村里的“头雁”赞
不绝口。

村民口中的“头雁”，就是村党支
部书记汪春堂。云蒙山村位于洛南县
城西北 18 公里处，辖 13 个村民小组
306 户 1095 人，党员 43 名。2020 年
底，汪春堂乘着市、县“归雁计划”的东
风，放弃了在山西河津市打拼 20 多年
的建筑公司，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并
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优化班子结
构，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凝聚起
党员强大合力，建强了云蒙山村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

村 班 子 建 强 了 ，集 体 经 济 怎 么
发展？如何扮靓村庄颜值？如何转
变村风民风激发振兴活力？汪春堂
做了 3 件事。

发展产业，让村集体和群众稳定
增收。在“头雁”的带领下，该村连续
3 年栽植黑木耳，累计带动 200 多名
群众在基地务工，每年为村集体积累
10 万元以上资金，并发展光伏、油菜
等产业，实现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大力发展以“微菜园、微果园、微养
殖”为主的庭院经济“三微产业”，把
庭院的“巴掌地”变成了群众致富的

“增收园”。
建立机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围绕基础设施补短和“锦绣云蒙”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拆除残垣
断壁 30 多处、安装路灯 500 多盏、修复水毁河堤 8 处、硬化通组
路 1740 米、改造卫生厕所 179 座，推行“争一流·夺红旗”及“户
分三类·五类模范”机制，不断提升村子的“颜值”。

创新方法，有效改善村风民风。依托村党支部书记帮带室，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激发“两个作用”的发挥。依托“村民说事
室”，按照“说、议、办、晒、评”5 字工作法，深度破解社会治理难
题，使群众关系更加和谐融洽。依托“42211”分配机制，积极开
展各类活动及表彰，先后举办春节舞狮、端午送温暖、九九重阳
节敬老等活动，举行“好媳妇、好公婆、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
有效改善村风民风。

3 年来，经过汪春堂的不懈努力，云蒙山村实现了支部基层
组织力、集体经济引领力、党员能人带富力、社会治理驱动力的

“四个提升”，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村上对我们这些孤寡老人实在是太好了，每年组织志愿者

为我们蒸馍、炸馃子、打扫卫生。”五保户鲁大爷激动地说。
“以前，老人对村上工作不支持，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对村上

建设也漠不关心。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老人非常配合村上的工
作，社会风气得到明显好转。”汪春堂说。

近年来，云蒙山村充分发挥“头雁”引领作用，打基础、补
短板、强治理，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省乡村治理
示范村、陕西省文明村、商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洛南县乡村
振兴红旗村等荣誉，汪春堂也被县委组织部评为洛南县首批

“六星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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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暖阳照在丹凤县土门镇土门
村的猕猴桃基地上，硕果累累的猕猴桃
十分耀眼。

11 月 3 日上午，记者在土门村猕猴
桃基地见到负责人刘伟时，他正带着留
守妇女采摘猕猴桃。看着丰收的猕猴
桃，刘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回乡创业回乡创业 示范带动示范带动

高个子、国字脸、大眼睛，这是刘伟
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出生于 1986 年的刘伟是土生土长
的土门村人，中学毕业后，他入伍成为
一名光荣而神圣的军人，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服役 2 年，复员后到北京从事奥
运 安 保 培 训 工 作 ，一 干 就 是 3 年 。 后
来，他在西安打工，专门安装空调。然
而，当刘伟回到家乡，看到有些乡亲的
生活依然困难，他的心被强烈地触动
了。2018 年，刘伟响应国家脱贫攻坚
政策号召，毅然回到家乡，想用自己的
努力和勤奋创业，带领群众走上富裕
路、过上好日子。

2020 年，在村委会换届中，刘伟因
在群众中有口碑而被选举为村委会副主
任。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刘伟决定带头
建设猕猴桃基地。如何打消群众的疑
虑？刘伟开车拉着群众代表到西安市周
至县、鄠邑区参观学习。在成功事例面

前，群众代表
信 服 了 ，说 可
以搞猕猴桃产
业，同意让刘伟
带头搞产业。

参观学习结束
后，刘伟带猕猴桃苗木回村栽植试验，
获得了成功。不久，刘伟和陕果集团
签订了猕猴桃技术管护协议，由陕果
集团派出专家到村里进行猕猴桃种植
技术培训，并全过程负责园子的设计、
种植、管护等。

2021 年，在镇上大力支持下，土门
村正式决定发展葡萄、猕猴桃产业。在
土门村动员大会上，群众议论纷纷。而
且，仍有群众不想种，认为发展葡萄、猕
猴桃产业没有技术基础，管理难度大、投
资高、风险大，很难成功；有的群众想试
一下，但不知道怎么发展，既没技术，又
缺资金，还担心销路，不敢大胆地干。

刘伟说:“任何事情没有经过尝试，
就不能说不行，搞种植大家有顾虑我能
理解，但我会尽力解决技术、资金、市场
方面的问题。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成
功，为咱村找到一条致富的新路子。”

说干就干，刘伟首先找到有发展意
愿的农户，在土门村率先流转 40 亩土地
种植猕猴桃。通过示范带动，越来越多
的群众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
目前，土门村已流转土地 330 亩种植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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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桃，产业园内现代化的喷灌设施齐全，
种植的猕猴桃长势良好。

传经送宝传经送宝 服务群众服务群众

2021 年，由于刚刚开始发展猕猴
桃，大部分群众缺乏实践经验，一部分猕
猴桃苗出现了枯萎。见此情况，刘伟担
心又着急，一遍一遍地看远程教育上关
于猕猴桃种植的视频。他充分利用远程
教育平台，开展各类专业技术培训 20 多
场次，培训村级农业种植技术员 10 多
人。通过远程教育，他让群众切实学到
了一些实用技能，掌握了防治病害的核
心技术，逐步解决了苗木枯萎的难题。
经过科学管理，奄奄一息的苗木又恢复
了生机。

2023 年 7 月，刘伟被推荐到北京参
加中国农业大学“乡村经营管理人才

（CEO）商洛专题示范培训班”学习 15
天，并到山东、浙江参观农业成果，这对
他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他带领村民发
展产业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刘伟积极担任村猕猴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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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不仅自学农村种植技术，而且手
把手向群众传授猕猴桃树施肥、修枝、抹
芽、病虫害防治、喷灌设施运用等技术；
定期邀请县农业农村局专业技术人员到
村上授课，为发展猕猴桃做好技术保
障。在他的努力下，土门村的猕猴桃和
葡萄长势良好，收益明显增加，预计今年
收入超过 20万元。

敢于担当敢于担当 强村富民强村富民

刘伟认为，人要讲诚信，党员干部
要讲责任、讲担当。过去，在心里没底的
情况下，群众相信他，跟着他搞猕猴桃种
植。现在，自己掌握了各项种植技术，成
功了，就不能失信于民，要兑现过去向群
众作出的承诺，帮助群众重新找到一条
致富的新路子。

在刘伟的示范引领下，土门村已发
展猕猴桃 330 亩、“阳光玫瑰”40 亩、“妮
娜皇后”30亩。

土门村困难户刘海长今年 50 多岁，
刘伟安排他长年管护猕猴桃基地，年收
入 2 万多元。现在，刘伟的水果产业园
年累计用工 900 多人次，平时安置 10 多
人除草、疏花疏果、修枝，每年为务工群
众发放费用 10多万元。

刘海长说：“我一个 50 多岁的人，身
体不好，外出打工没人要，在园子里有事
干、有收入，多亏有咱刘伟在前头带着
干，感谢刘伟！”

在刘伟的努力下，土门村引进英武
农业科技公司建起产业园，种植金银花
260 亩，建起 49 个育苗大棚培育白及
苗、苍术苗 70亩。

由于工作出色，刘伟多次受到市、
县、镇的表彰奖励。下一步，刘伟计划
联合其他村的产业种植示范户成立一
个种植协会，不断巩固和扩大水杂果
种植面积，增强科管能力，提高产品质
量，积极拓展外销市场，力争在 5 年内
形成一定规模，为群众闯出一条新的
致富大道。

发展特色产业促致富发展特色产业促致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书章贾书章

北 阳 山 上 遍 牛 羊 ，天 蓝 草 绿 揽 星
光。今年 4 月份，陕西·镇安首届北阳
山“赶牛节”的举办，进一步展示了北
阳山风光，展现了镇安县民族特色风
情，打造了镇安县高品质旅游品牌形
象。如今，无论天气如何，都引来了不
少游客登顶露营，不仅是为了看到独
具喀斯特风貌的岩石、山顶上触手可
及的星空，也是为了体验“宜养、宜居、

宜乐、宜游”的美好品质生活。镇安县
西口回族镇借助北阳山知名度高的优
势，修建喀斯特风貌地质公园，带动周
边农家乐发展壮大，打造出北阳山康
养旅游业。

十 里 鱼 坊 鱼 欢 跳 ，晨 暮 垂 钓 客 满
塘。西口回族镇采取“支部搭台、能人
唱戏”的方式，引导在外创业成功人士
反哺家乡，依托程家川下湿地优势，流

转土地百亩兴建“十里鱼坊”，打造了集
生态康养中心、特色陕南民宿和休闲垂
钓园于一体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园，带动
周边 12 户农户稳定增收，着实让农村
土地资源活起来、闲置劳动力忙起来、
集体经济强起来。

蟹 虾 肥 美 丰 收 旺 ，百 亩 虾 塘 捕 捞
忙。西口回族镇利用苏陕协作“四方共
建”平台，按照“支部引领、产业联盟、村
企合作、农户受益”的思路，引进镇安县
岭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智慧水
产养殖产业园，建成虾蟹水稻智慧混养
园区 510 亩。其中，小龙虾、大闸蟹精养
标准示范塘 300 亩，蟹稻养殖塘 210 亩，
年产值达 1500 万元，带动 36 户农户户
均年增收 3 万元以上，带动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 10万元以上。
贡 米 基 地 掀 金 浪 ，秋 日 风 拂 稻 谷

香。西口回族镇岭沟村紧抓高标准农田
建设机遇，依托“岭沟贡米”品牌优势，流
转土地 200 亩种植岭沟贡米，引进岭沟
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变农户分散自主
种植为集中统一管理，带动 78 户农户稳
定增收，放大土地资源效能，实现企业、
农户双赢。

一步一脚印，一步一风景。西口回
族镇以“产业强基、功能聚合、形态精
美”为目标，重引资、育能人、强配套，逐
步形成“一山一川、一园一地”的产业发
展格局，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奠定
扎实基础。

““一山一川一山一川””忙发展忙发展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倪倪 娅娅 陈少斌陈少斌

村民采摘猕猴桃村民采摘猕猴桃

刘伟察看猕猴桃长势刘伟察看猕猴桃长势

游客垂钓游客垂钓农户捕捞鱼蟹农户捕捞鱼蟹

游客在北阳山游玩游客在北阳山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