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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

12月15日，在镇安县木王镇坪胜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一幢幢住宅楼整齐排列，易
地扶贫后续帮扶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休闲广场上老人散步、下棋、唱小
曲儿，孩子们笑声连连，追逐嬉戏……坪胜村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是木王镇3个易地扶贫
搬迁中型安置点之一，容纳了 256户 800名
易地搬迁群众，安置总面积2.6万平方米，项
目总投资 5500万元。

“能住在这种地方，我
们想都没想过，之前去大城
市就想着以后也能住上这
么阔气的楼房就好了，现在
梦想成真了！”镇安县木王
镇坪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居民张佰号对现在的
住房条件赞不绝口。

2019 年，张佰号一家
从木王镇坪胜村的北沟大
山上搬迁到了坪胜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住进了
新楼房。

坪胜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就在木王镇街道。安置点有便民服
务室、老年活动中心等基础服务设施，周边
有幼儿园、学校、卫生院（室），真正让群众
住得放心、舒心、省心。

“以前住在大山上，守着几间土房、几
亩薄田过了 30 多年，日子也没啥起色。自
从有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我家分到了好
房子，吃水、行路、用电方便了，我还当上了
环卫工人，每月能挣 2000 多元的工资。”来

到坪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搬迁户王
前和谈起新生活喜笑颜开。

和王前和一样，郑双军从木王镇月坪
村化沟搬迁到安置点后，通过政府介绍在
镇附近的瑞泰丰恒香菇厂做起了零工，每
年至少挣到 2 万元，小孩在附近的学校上
学，妻子也在镇上的德林锦绣睫毛加工厂
上班。他高兴地说：“这日子过得和城里的
双职工一样，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比种山
坡上的几亩薄田强多了。”

走进坪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站
式服务大厅，安置点上的搬迁户刘仁恩带
着材料前来办理社保相关业务，敞亮的办
事大厅、耐心细致的讲解，让他感到了更多
直接实在的获得感。“现在搬迁下来，办个
啥事也不用翻山越岭跑那么远路了，办啥
手续也比较方便，态度也好，一次性就办理
好了，既方便，又快速。”

据了解，木王镇坪胜村还积极推动社
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劳动就业、法
律服务等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理”。
对群众所涉及的 18 个部门 30 多项业务现
场可以办理，达到群众办事“一件事一次

办”的良好成效。
另外，为了确保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近年来，坪胜村把就
业、产业“两业”发展作为搬迁群众增收致富
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促增收。村上成立了
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利用苏陕对口帮扶，衔
接人社部门提供就业岗位进行劳务输出，
312人稳定就业，其中公益性岗位85人。同
时，定期邀请专业技术人员来村举办天麻、
猪苓等中药材种植和家政服务等就业技能
培训，让搬迁户通过培训成为产业技工致富
能人。村上还为搬迁户划分小菜园，搬迁户
真正实现了“身迁，心也迁”。

目前，全镇其他 2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和坪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样，
居住的 125 户 282 人，其中 112 名具有劳动
能力的居民全部实现了人人有活干、个个
有门路，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住进集
中统一修建的宽敞亮堂的楼房里。

木王镇 住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通讯员 陈乾宝 辛恒卫

本报讯 (通讯员 曹 峰)12 月 24
日，山阳县银花镇街头干净整洁，村居错落
有致，一幅秀美宜居的画面在小镇徐徐展
开。自“干净山阳”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银
花镇科学谋划，抓早动快，采取“三个三”举
措，全力推动创建走深走实。

坚持“三个到位”，部署推动“有章有序”。
银花镇成立“干净山阳”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落
实“层级负责、分片包干”责任制，建立主要领
导总体抓、分管领导牵头抓、包村领导带头抓、
支部书记具体抓、村社干部包片抓的“五 抓”
工作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
系；制定印发《银花镇“干净山阳”创建工作实
施方案》。及时召开创建工作专题会议，进一
步深化思想、强化认识，明确任务、谋定举措，
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抖音、
微信、宣传车、村广播等媒介，开展入户走访，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必要性，累计发布工作动
态4条，出动宣传车8台，召开院落会、小组会
17场次，推送各类信息动态360余条。

紧盯“三个突出”，分类整治“见行见效”。
镇上围绕丹宁高速、345国道和村组道路沿
线区域，积极组建施工队 13支，实施屋顶改
造84户1万余平方米，改造提升房屋立面372
户4.5万余平方米，治理墓地79座，清理断壁
残垣44处，拆除违建、闲置房7户；认真落实

“扫干净、摆整齐、一眼净”目标，积极组织“四
支队伍”、保洁员和群众等1100余人，对农户
院落、房前屋后和室内环境开展集中整治，累
计改造土坯房(石板房)384户、卫生厕所548
座，清理“五堆”296处，拆除废弃猪圈、柴棚
123个；紧盯河道两岸和田园地块，以生活垃
圾、污水、乱堆乱放和耕地整治等为重点，坚
持“一日三清”和常态化保洁，购置垃圾转运
车1台，出动清运设备14台，治理河道6条12
公里，清理河道漂浮物、障碍物及杂草12吨，
整治农田秸秆、塑料薄膜等废弃物800余亩、
撂荒地 14.06亩。

建立“三项机制”，激发干劲“有力有为”。银花镇将每周二
确定为“定期清扫日”，实行“一日一督促，一周一调度，一月一评
比”机制，压紧压实“四支队伍”和保洁员工作职责，确保人居环
境整治常抓常管、推进有力；制定银花镇“干净山阳”创建工作奖
补办法，对每月综合排名前三的村(社区)按3:2:1比例实施奖补，
构建起“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晒比评述”的环境整治提升激励体
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成立银花镇“干净山阳”创建督导检查工
作组，采取集中督查、现场核查、暗访抽查等方式，发现问题登记
汇总，明确整改时限，及时复查验
收，对整改推进不力的，给予集中
曝光、通报批评，全力营造浓厚工
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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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谚道：“翻土过冬，来年长疯。”伴随着农机翻
耕的轰鸣声，12 月 5 日至 6 日，在镇安县西口回族
镇、米粮镇两地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火热的耕地
景象。连日来，当地抢抓有利时机，统筹机械人力，
紧锣密鼓开展冬季深翻、播种、护苗工作，为来年产
业发展蓄能。因地势、地形等条件不同，当地群众
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或使用大型机械进行现代
式旋耕，或牵着耕牛进行传统作业，或拿着农具自
己翻土……他们利用晴好天气开展起冬季备耕作
业，为来年丰产打好了基础。

人勤冬不闲人勤冬不闲 翻地备耕忙翻地备耕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泽平马泽平 贾书章贾书章 刘桃李刘桃李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大鹏）天气渐寒，万物敛藏。
在镇安县达仁镇，随处可见柿子树高大的身影，红彤彤的
柿子悬挂在枝头，摇曳出冬日的独特韵味。

“来！尝尝我们家的甜柿子！这个甜柿脆而不涩、饱
满多汁，味道还可以吧？”11月 29日，在达仁镇农光村，村
民程丽信手将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甜柿递到邻居手上。

近年来，达仁镇依托生态优势，立足“土”字做文

章，突出“特”字立品牌，围绕“产”字延链条，整合秦岭
山水乡村建设、庭院经济等重点工作，大力发展柿树种
植产业，打造柿子、柿饼等多种土特产品牌，实现美化
环境、增加收入双赢。

目前，全镇已建成柿园等特色庭院 627个，综合产值
达 50 万余元，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果篮子”，更充盈了群
众的“钱袋子”。

达仁镇 火红“柿”业促增收

12 月 14 日，在丹凤县竹林关镇
东楼村贾山坡组的林带里，伴随着
养殖户的一声“咕咕咕”吆喝声和抛
撒玉米的动作，成群结队的生态散
养鸡在林中穿梭，争相觅食，场面十
分热闹。

今年以来，竹林关镇东楼村依
托丰富的山林资源禀赋，积极发展
林下散养鸡等富民产业，通过培育
致富带头人，创新发展模式，推动养
殖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拓宽了群
众的增收渠道。

养殖户王书堂介绍说：“今年我
利用自家自留山的林带，把原来关在
笼子里的 5000 只圈养鸡，散养在林
子里，不喂饲料，让它们自主觅食昆
虫草籽，产出的鸡蛋和鸡肉是绿色有
机食品，每只鸡能卖到 140 元左右，1
公斤土鸡蛋能卖到 24元，前来抢购的
顾客还有商超老板络绎不绝，一点也
不愁卖，有时候遇到过节，价钱还能
卖到更高！”

然而，养生态散养鸡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因缺乏在野外养殖经
验，刚开始散养那 1 个多月里，小鸡仔
互相打架，死伤了一部分，中间又发
生疾病，造成四分之一左右的鸡仔死
亡，看着一只只死鸡，王书堂整天愁
容满面，再不想办法补救，损失会越
来越大。为挽回损失，他和儿子专门
到山东学习散养鸡养殖技术，通过向
邻村养殖户请教，在网络上观看科学
养殖视频，边学习边总结养殖及预防
疾病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书
堂的精心防护和喂养下，林子里鸡仔
大规模死亡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现在，王书堂谈起散养鸡如数家珍：“为了保证存活率，
我们在山东购买了适合在野外生存的五黑鸡和乌骨鸡。同
时，为增加鸡的运动量，前半天不投喂，让它们在林子里自
由奔跑，觅食野草和虫子，后半天再给它们投喂一些玉米麸
子等食物，这样散养鸡运动充足，不易生病，肉质还好。”在
王书堂的带动下，目前全村陆续发展生态散养鸡的农户共
有 4 户，养殖规模达到了 2 万多只。据了解，东楼村将会继
续做好产业奖补政策的宣传，加强与县镇农业部门的沟通
对接，争取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到村实地指导村民开展林下
散养鸡养殖培训，引导更多的农户发展生态散养鸡产业，以
达到增收致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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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远彦）“以前，家里要是有‘红白
事’，都得请村里人吃席。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大摆宴席，
一个个生怕自家丢了脸面，这给大家添了不少压力。现在
好了，这些‘老规矩’都取消了，省心省力。”11 月 30 日，镇
安县米粮镇界河村村民毛加双说。

“前些年村民最头疼的就是‘红白事’，有钱的图排场，
没钱的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再加上‘红白事’中的繁缛礼节，
大家都苦不堪言。”界河村党支部书记尹章朝说。为了引导
群众破除陈规陋习，近年来，界河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领导
小组，成员由 8 位组织协调能力强、热心服务群众的村“两
委”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组成，通过统筹协调、制定工作实
施制度和以身作则，引导村民摒弃陈规陋习，弘扬优良传
统，树立文明新风，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同时，还制定
了《村民公约二十条》《婚事简办制度》《丧事简办制度》，有
效遏制了“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陋习，逐渐形成了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社会新风尚。
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关系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名群众的幸福生活。为了让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
心，界河村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引导村民树
立起正确的婚丧事办理观
念，倡导村民勤俭节约、孝
老爱亲、“红白事”简办，形
成文明新风尚。

界河村

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文明新风

村容整洁

乡风文明

安居乐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州支公司于 2023 年 9 月遗失国寿学生儿

童综合保险投保意向书 32 份。号码为 7602610100 开头，后六位票号为：

146501、136825、120679、147523、121749、139917、131250、156661、

142202、121583、121587—121588、133561—133565、128271、128275、

132016、151744、138202、153835、153837、148374—148375、130017—

130018、126178、126162—126163、126951。现对上述 32 份国寿学生儿童综

合保险投保意向书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州支公司

2023年12月20日

公 告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办

事处费旭润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X610048475，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冻子沟村王申
云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4050116，
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冻子沟村许世
祥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4040225，
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冻子沟村陈绪
德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4050205，
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周立林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4050081，声
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阮班成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3080012，声
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刘贵新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3080097，声
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夏康健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3060153，声
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张新喜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3060155，声
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王阎镇大坪村查显霞
的林权证丢失，原林权证号为 13060031，声
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 （通讯员 高 鸿）12月 10日，在丹凤县庾岭镇
两岔河村，路灯崭新“上岗”，村民喜笑颜开。据了解，为支持
两岔河村发展，今年 9 月，中石化商洛分公司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队员帮扶农村一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党建引领、多点发力，从村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防返贫监测防线等出发，全面掌握各项政策，确保
驻村帮扶工作见实效。

设备更新增活力，高效便民提效率。驻村工作队进一步
改善村委会的办公条件，针对村委会陈旧的办公条件，驻村工
作队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为村委会提供了办公电脑、打
印机、空调等办公设备，为工作队阵地建设添砖加瓦，营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以实际行动支持驻村工作队投身脱贫攻坚决
战工作中，促进“四支队伍”更加高效地为民服务。

路灯建设惠民生，照亮乡村振兴路。驻村工作队在入户
走访过程中发现，晚上村里太黑，看不清路，村民夜间活动和
车辆行驶都有安全隐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驻村工作队与
村“两委”积极联合有关部门做好实地勘测、确定安装位置等
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向帮扶单位请示汇报争取项目资金和政
策帮扶，在村道沿线安装路灯 20 盏，提升群众出行安全，很大
程度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烦心事。

一心为民解难题，真心实意听民声。驻村工作队奔走在
村村组组户户，用脚步丈量乡村热土，仔细了解所在村的人
口、优势产业、群众致富途径等村情，积极投入村级各项工作，
围绕产业发展、和谐稳定、生态宜居等重点领域谋思路、出主
意，到田间地头、群众家中，了解群众生活生产难题，并经常入
户了解农户生活状况，与群众谈心交心，把群众当成朋友，了
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赢
得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中石化商洛分公司驻两岔河村工作队秉持着社会责任感，驻
村期间队员们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办实事，以真心换真心。他们面
对困难不回避，敢啃硬骨头，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发展产业、优化
治理水平、提升人居环境、增强组织战斗堡垒等，他们以实际行动
接好时代“接力棒”，在乡村大地上谱写出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两岔河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
驻村帮扶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