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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

穿过桦栎树梁，走过林荫小道，漫步于镇安县西口
回族镇岭沟村，眼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干净宽敞
的柏油路面，精致漂亮的农家小院……一幅美丽的乡
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西口回族镇岭沟村坚持“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用
心谱写“社会治理、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三部曲，奏响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新乐章。走进岭沟村党群服
务中心，市级文明村、市级卫生村等奖牌映入眼帘。

“我们积极推进星级党支部创建，开展党建共联共建
合作，通过党支部带头、‘两委’共振、党员发力，推行双机
制并行管理，将联保户长转化为片长，将五大职能扩充为
八大职能，‘五长’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是片长工作
的辅助力量和监督力量。双机制并行管理有力保障了岭
沟村社会治理不断向精细化迈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的社会环境。”岭沟村党支部书记汪冠银说。

岭沟村从退休老干部、民办教师、致富能手、大学
生中选拔人才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组建一支调解队伍，建立“阳光说事室”，搭建
起群众有事能说、有苦能诉、有理能评的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平台，实现了“后进”变“先进”。

“我曾是一名民办教师，从前我为学生服务，现在
我为群众服务，我想尽自己的力量为村上多做贡献，把
我们岭沟村建设得更好。”岭沟村专职委员张晓玉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领头羊”，牵好“领头羊”，
乡村振兴才会越来越好。岭沟村以推进撂荒耕地复垦
为抓手，通过“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引进陕西岭
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的
合作模式，紧抓高标准农田建设机遇，改扩建高标准农
田 200 亩，再打包流转给公司，因地制宜发展水稻种
植、岭沟鱼养殖，着力打造“一村多品”产业格局，由企
业每年向农户支付租金，向村委会支付管理费，为 47名
农户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8 万
元，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 1.2万元。

岭沟村还依托生态、资源、品牌优势，大力发展贡
米种植，得益于栽培管理技术的提高，岭沟米的品质更

佳、产量更高，岭沟贡米颗粒饱满、香味清甜。“一家煮
饭，十里飘香”的赞誉使岭沟贡米的市场价达到了每公
斤 110 元。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线
下在多家连锁商超销售，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网店销售
等，实现了农产品进城目标。

为创建和美乡村留住风韵乡愁，岭沟村先是从硬
件上下功夫，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修建蓄水池 2处，用于灌溉稻田和鱼塘换水，并且在
道路两侧修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分离带，沿线栽植红
叶石楠等景观树，整条道路呈现出宽敞整洁的模样。

“自从村里成立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实行保洁员
管理制度后，路上垃圾不见了、乱堆乱放的情况也变少
了、空气都变清新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非常
开心！”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汪冠鸿脸上洋溢着笑容。

现在，岭沟村围绕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目标，以“六
清六治六无”为抓手，通过宣传教育、集中整治，让老百
姓不仅学会管自己的院子，也心甘情愿地管起村上的

“大院子”。

岭沟村岭沟村 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倪 娅

本报讯 （通讯员 吕玲玲）“现在村里
的环境改善了，路旁绿树环绕，道路宽阔整
洁，房前屋后整齐有序，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厕所改成了卫生厕所，我白天没事在家就是
收拾院子、养养花，下午没事就跟老伴到小
广场上遛遛弯、跳跳广场舞，生活在我们法
官庙村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样。”山阳县
法官镇法官庙村村民赵谋安开心地说道。

农村厕所改造，看似小事，却是老百姓
生活中的大事。今年以来，法官镇按照市
县“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部署，结合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镇村干部齐上阵，推进

“厕所革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扮靓原
乡，温暖民心。

摸底排查掌握底数。法官镇按照一户

一厕原则，对全镇农户逐一摸底排查，对已
实施卫生厕所改造的 1645 户农户进行“回
头看”，发现问题做到立行立改、全面整改、
彻底整改；对原来已有卫生厕所但不达标
的农村户厕，采取修墙、搭顶、地面硬化、更
换门窗、增加照明、增设蹲便器等方式进行
延伸改造，全面提升厕所质量，优化了农村
人居环境，从而实现实用美观与验收标准
双达标。对未实施改厕的 1210 户农户，了
解群众改厕意愿，倾听改厕意见，分两个年
度推进，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户。

夯实责任凝聚合力。镇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召开镇级厕所改造工作推进会 2 次，
每周现场督导 2 次，通过建设前参观培训，
建设中邀请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实地技术指

导检查，制定《法官镇厕所改造原则及标
准》，对施工队进行了技术培训，确保改厕标
准和要求烂熟于心。目前，已完成户厕改造
800 个，其中水冲式厕所 81个、公厕与旅游
厕所 7个。为确保建设标准不打折扣，由村

（社区）“四支队伍”一同进行初验；初验结束
后，由镇公用事业服务站随机抽户复查验
收，确保改厕标准不降、质量达标。

分类改厕造福群众。各村（社区）在改
厕过程中，通过实地查看，结合当地实际，
倾听群众改厕意愿，按照“宜水则水、宜旱
则旱”原则，指导农户科学合理选址，因地
制宜选择改厕模式。在坚持标准的前提
下，坚持边建边拆，引导农户厕所进院入
屋，受地形影响的四五户农户建一个大化

粪池；对一些改厕地质条件受限的农户，通
过增加化粪池长度或宽度、降低挖掘深度，
来满足化粪池容积要求，实现农村厕所粪
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改善农村如
厕条件，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转变意识强化管护。按照“谁使用、谁
管护”的原则，法官镇明确农户为自家户厕
的管护主体，公厕由保洁员管理维护，将户
厕、公厕后续管护措施纳入村规民约管理，
每月进行评比并在红黑榜上公示，形成相
互赶、比、超的良好氛围，确保厕所建好、用
好、管好。通过进村入户、召开院落会等方
式，让群众明白改厕有两个目的，那就是让
农村变得更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舒适的
生活。

法官镇法官镇 以“厕所革命”提升原乡颜值

全面减塑人人参与全面减塑人人参与

美丽商洛家家受益美丽商洛家家受益

商洛日报社商洛日报社 宣宣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永军）近
年来，丹凤县武关镇栗子坪村按照乡
村振兴总要求，兴旺产业、美化环境、
文明乡风，从多角度入手，多措并举
聚力打造和美乡村。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抓生产，产业
兴旺村民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以来，栗子坪村以市场为导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劳
务输出等传统产业，目前产业布局已
初步形成，优势特色产业正在呈现，
农产品正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年
种植天麻 10 万窝、茯苓 400 亩，养猪
400 头、羊 500 只、蜂 550 箱，劳务输
出 460 人。同时，不断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将 200 万元产业发展资金投入
到丹凤华茂牧业等 3 家科技有限公
司，年分红 12 万元，天麻加工，粉条
加工年收入 2 万元，村光伏发电年收
入 8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累计收入 22
万元，2023 年已向脱贫户、一般农户
分红 5.4 万元。

多方筹集资金抓项目建设，让村
庄生态宜居。栗子坪村硬化通组路
及产业路 6 条 20 公里，修建翻水桥 2
座 160 米，安装道路护栏 6200 米，修
建便民桥 11 座，硬化入户路 56 条，新
建栗子坪村小学 6 间 2 层教学楼，修
复 2260 米水毁河堤，保护基本农田
115 亩；修建安全饮水工程 3 处，埋设
管道 1.46 万米，建设标准化水厂一个，解决 278 户 930 人吃
水难问题；加盖村办公室二层 380 平方米，满足正常办公需
求；架设库银组电信基站，解决 108 户 510 人通信问题；建设
黑龙湾避暑度假基地，发展乡村旅游；新建村卫生室 120 平
方米，改善群众就医环境。

积极开展精神文明村创建，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栗子坪
村改造提升 3000 平方米文化广场，配备篮球架、乒乓球桌等
健身器材，为群众健身提供场地和物质保障；积极创建文明
村，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公婆”等先进典型评选；
元宵节、重阳节、“七一”、国庆等传统节日举办戏曲表演、广场
舞、快板、诗朗诵等各类文化活动，活跃村级文化生活；通过各
种活动的开展，使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尊老爱幼、
孝敬公婆、邻里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等文明新风得到弘扬。

大力抓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改善村容村貌。村上
修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一座，埋设管道 820 米，解决村委
会村卫生室及周边 42 户群众污水排放问题；安装太阳能路
灯 175 盏，亮化村庄；修建村委会门前 2500 立方米护坡，确
保村委会及周围群众安全；为每户配一个垃圾箱，确保群
众不随便倒垃圾；改厕 300 个，切实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提
高村民群众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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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玉斌）初冬时节，寒意
渐浓。站在洲河北大桥上放眼望去，蜿蜒流淌的
丹江河与百折千绕汩汩流来的银花河在这里牵
手，新改造的“白改黑”路面贯通东西，原本破损颠
簸的混凝土路升级为黝黑的沥青路，让“一鸡鸣三
县，两河汇一关”的竹林关焕发着新活力。

近年来，丹凤县竹林关镇镇域内部分水泥硬
化路面由于被车辆常年碾压、日晒雨淋导致受损，
不仅影响道路沿线环境卫生，也给群众出行带来
困扰。经镇政府多方协调，江滨北路暨张塬大桥

（北）至洲河北大桥（原高速公路出口大桥）道路提
升计划终于落地。

经过施工，街面漂亮了，道路顺畅了，而这一
切最有感触的就是住在周边的居民和商户。住在
丹水社区的居民吴苏锋望着崭新的路面开心地
说：“相比之前，现在的沥青路不仅路面平稳，过往
车辆噪声都小了很多。卫生环境也干净了许多，

以前店门口车走过都是灰尘扑面，有了咱们的‘小
高速’，最近心情都好了很多！”连日来，竹林关镇
江北新村江滨大道机器轰鸣，周围群众、商户乐呵
呵地配合工作，对“白改黑”后的生活充满信心。

“江滨大道提升工程约 3 公里，本次工程的顺
利实施，不仅极大地便利了沿线数万群众的出行，
也为竹林关镇全域旅游布局打下坚实基础。下一
步，竹林关镇将结合‘干净丹凤’工作部署，不断提
升人居环境，提升竹林关镇这一县域南大门颜
值。”竹林关镇镇长王飞表示。

近年来，竹林关镇党委、政府在大力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的同时，狠抓镇容村貌提升。特别
是丹宁高速通车在即，积极进行高速沿线门户
区 改 造 ，通 过 改 造 镇 域“ 颜 值 ”提 升 镇 域“ 价
值”，为下一步将竹林关打造成“过境小镇”打下
坚实基础，不断带动周边旅游项目发展，畅通群
众“致富路”。

竹林关镇竹林关镇 道路道路““白改黑白改黑””乡村换新颜乡村换新颜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嘉宵）在山阳县西照川镇的
乡间小路上，放眼望去，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房
屋，井井有条的庭院，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以
前村里到处杂草丛生，房前屋后的杂物也随意摆放，现在
好了，村里搞人居环境整治，家家户户都主动打扫起了卫
生，环境越来越美了，住在村里，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了。”村民陈学发对村子的变化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环境治理不能只有干部急，一定要让老百姓参与进
来，凝心聚力，才能成事。”西照川镇党委书记张永锋说。

为全面推动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西照川镇实行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包村领导直接抓的
工作机制，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党群共治、户户
参与”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全体党员干部、公益性岗
位、志愿者和群众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截至目前，全镇 12 个行政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 140
余处、残垣断壁 60 余处、沟渠坑塘 30 余处，拆除乱搭
乱建 12 处，让村庄彻底告别杂乱无章、杂草丛生、污
水横流的现象。

“我们村以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和‘周一周四大扫
除’为契机，组织党员干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
党员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引导群众完成由‘旁者’

‘跟随者’到‘参与者’‘主导者’的角色转变。同时，将
人居环境整治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相结合，变突击
整治为长效管理，形成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良好局
面。”郑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索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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