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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大鹏）一条条
乡间道路干净整洁、一间间农房小院宽
敞明亮、一个个特色产业串珠成线……1月
9 日，冬日暖阳下的镇安县达仁镇尽显祥
和美丽，宛若一幅和美乡村秀美画卷。

家住达仁镇狮子口社区的居民柯玉
德是集镇道路保洁员，日常负责集镇道
路 的 保 洁 工 作 ，活 不 重 也 不 耽 误 干 农
活。谈起近些年家乡环境面貌的改变，

年近 60 岁的她深有感触：“我在达仁镇
生活了大半辈子，过去出趟门晴天一身
灰、雨天两脚泥，路上到处都能看到扔的
垃圾，想想都挺闹心。如今路变平坦了
也干净了，家乡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这
日子过得才叫一个舒坦。”

2023 年 以 来 ，达 仁 镇 以“ 优 ”字 定
调，“美”字落脚，“富”字托底，聚焦“净
美 达 仁 ”工 作 目 标 ，创 新 开 展 违 建 拆
除、厕所革命、圈舍清洁、杂物清理、垃
圾 清 运 、房 屋 整 修 、田 园 整 理 、庭 院 美
化 、道 路 保 洁 、设 施 建 设“ 十 大 行 动 ”，
推 动 村 容 村 貌 更 加 美 丽 宜 居 ，农 村 生
活 品 质 显 著 提 升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全面增强。
达仁镇突出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日

常养成三方面入手，通过宣传引导、党员
带头、群众参与、划片治理，推动人居环境
不断向“干净、整洁、有序、美丽、和谐”转
变。去年以来，先后新建公厕 8 个，改造
卫生户厕 240 个，清理河道沟渠 33.5 公
里，清洁庭院 1781 户，清理农田残膜和杂
草 146.5 亩，整治“五乱”问题 20 多处，人
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达仁镇还坚持
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小尺度、渐进式改
造，因地制宜布局建设了一批小公园、小
花园、小广场、小菜园、小果园等微景观，

实现了小投入、微建设、大提升，构建出
具有文化特色、多样宜居的幸福空间，让
群众看得到美景、记得住乡愁。“现在村
里环境干净了，真的是一步一景观，下午
到广场上散散步，感觉特别舒坦。”感受
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丽光村村民杨清
福说，“好环境换来了好日子，这就是享
清福嘞！”

“我们就是要以一个个推窗见绿、开
门见景的山水美景为笔，匠心绘就出‘醉
美茶乡’的秀美画卷。”达仁镇党委书记马
泽博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一幅
幅村庄美、产业旺、村民笑的喜人画面正
在达仁镇全面铺开。

达仁镇 人居环境“细梳妆” 和美乡村“入画来”
本报讯 （通讯员 舒 娜）“近日，

青山镇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违法倾倒
垃圾案……在此提醒广大村民，镇党
委、政府将加大镇域内乱倒垃圾行为
的曝光和处罚力度，希望广大村民做
好监督，切莫随意倾倒生活垃圾及其
他各类垃圾……”1月8日，走进商南
县青山镇各村（社区），乡村大喇叭正
播放着环境治理典型案例及“干净青
山”创建倡议书，这是青山镇利用乡
村大喇叭打通环境卫生整治宣传工
作“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缩影。

为持续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青山镇建立网格化责任体系，全
面梳理工作任务，制定整治台账，细
化任务到各村（社区）和网格，具体
到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
一步压实各级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形成工作合力。加大人力财力投入
力度，持续强化农田管理，推进河道
治理，强化市场监管，加强畜禽养殖
管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
清理大街小巷和农户房前屋后卫
生，着力打造干净整洁、环境优美、
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实行“一周
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度一评
比”的工作机制，从镇纪委、环治办、
农综站抽调 3 名干部，专门负责“干
净青山”创建工作的督导检查，坚持
问题导向，建立问题台账，督促立行
立改。把创建工作成效作为年终考
核重要依据，对创建工作扎实、成效
明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
对创建工作不力、行动滞后、造成不
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追责问
责，推动创建工作出成果、见成效。

青山镇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新
时代文明志愿服务相结合，充分利
用微信群、村务公开栏、电子显示
屏、庭院会、田间会等，积极组织镇、村志愿队伍进村入
户，结合“五美庭院”“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最美家
庭”评选表彰活动，宣传推广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
不断深化“干净青山”创建宣传，营造强大的宣传声势
和舆论氛围，激发干部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人人关心
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格局，在全镇营造出了家喻户
晓、主动参与、全员行动的良好氛围，为迎接乡党回家
过年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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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丹凤县竹林关镇张塬村里，一排排晶莹剔透的手工粉条整齐地悬挂在架子上，成为乡间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据介绍，张塬村手工粉条成品主要销往丹凤、商州等地，带动“冬日经济”的同时还拉动了村民就近就
业增收，人均月收入2500元。 （本报通讯员 雷明欣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少斌）1月4日，走进镇安县米
粮镇清泉村，口袋公园灵秀别致、色彩斑斓，生动活泼的
文化墙，古朴自然的林下步道，精心雕琢的廉政文化公
园、休闲小广场、小停车场，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以前的前湾片区到处杂草丛生、污水横流、垃圾乱
放，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但在创建市级文明村
动员会后，村‘两委’决定先从村容村貌提升入手，打造
创文工作的特色亮点。”清泉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

2023 年，清泉村围绕“市级文明村”创建目标任
务，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通过加强组织领
导、推动移风易俗、强化宣传引导、创新有效载体等 4
项措施，进一步优化创建环境、改善村容村貌、解决民
生困难、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清泉村每月下发任务清单、每季度召开会议研判，
建立党支部书记亲自抓、其他成员具体抓，各方齐抓共
管、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工作格局。综合运用自治、法

治、德治等手段，持续推进“高价彩礼治理”行动，扎实
开展道德模范选树，以身边事引导身边人；以志愿服务
为抓手，深入开展科普知识进农家、文明素质养成教
育、道德典型讲堂等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
地，紧盯重点节日，有序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
日”、文体竞赛、公益电影播放、文明上网、文明交通等
活动，有效激活了文明细胞。

市级文明村创建以来，清泉村开展志愿服务和教育实
践活动各12场次，举办道德讲堂4场次、地方特色文化活
动2场次，并评选出“五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十星级
文明户”等先进模范35人，同时推选出了“镇安好人”朱荣
俊，分别打造了文明示范片区和秦岭山水示范点各1个。
2023 年，清泉村被
镇安县委授予“先进
集体”“红旗党组织”
荣誉称号。

清泉村 激活文明细胞 提升文明乡风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柯曾锋）“有了路灯后，

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夜间出行，有安全感，大家可开心了。”
1 月 9 日，商南县湘河镇后坪村群众孙香芬高兴地说，市
自然资源局在后坪村捐建的又一批路灯安装完成了，灯
光不仅照亮了道路，也照进了群众的心里。

自市自然资源局帮扶后坪村以来，负责人多次赴村
入户调研，了解村民急难愁盼问题。当得知后坪村有 17
个村民小组，地域宽广、居民居住分散、坡高路急，村民夜
间出行不安全时，局党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决定捐建路灯。为了达到理想的照明效果，驻村工作队
跑遍全村 17 个村民小组，仔细勘查现场，根据群众居住
分散程度和道路情况，和村民一起研究路灯安装位置。
为了节约支出成本，倡导绿色理念，工作队带着群众代表
跑市场，专门挑选经济实用漂亮的太阳能路灯。随着
2023 年捐建的 25 盏路灯安装完成，市自然资源局累计
捐装路灯 111盏。

如今，一根根蓝白相间的太阳能路灯竖立在后坪村
的村道上，白天，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夜晚，它是村民出
行的安全保障。夜晚灯光下，三五个群众结对而行，一束
束灯光真真切切地照进了村民的心坎里，寂静的山路上
充满了欢声笑语。村民走在明亮的村道上，纷纷为市自
然资源局实打实为民纾难解困的行为点赞。

后坪村 小小路灯点亮村民回家路

本报讯 （通讯员 辛 妍
李星润 罗静梅）1 月 8 日，笔者

走进丹凤县商镇黑沟河村党群服务
中心，只见几百袋有机化肥整齐地
堆放在院子中央，村干部正帮着村
民往背篓里装化肥。

黑沟河村党支部书记叶召辉
介绍：“这是我们向上级部门争取
来的有机肥，大约 100 吨，将会免
费发放给种植水杂果的村民用于
水杂果种植。”

黑沟河村位于秦岭腹地，光照
强烈，降水丰沛，是商洛市有名的
水杂果之乡，依托得天独厚的优
势，黑沟河村抢抓乡村振兴机遇，
以“果香田园”为目标，探索“党支
部+农户+基地”模式，大力发展水
杂果产业。

在黑沟河村新建的葡萄大棚
里，水杂果种植大户叶军海正带着
村民栽葡萄苗。叶军海不仅是种
植大户，同时也是丹凤县农技中心
的农业技术专家，曾受邀到丹凤安
森曼葡萄基地、鱼岭水寨葡萄园等
地作技术指导，深受村民信任。“咱
现 在 把 葡 萄 苗 栽 好 ，缓 苗 时 间 就
长，相当于提前种了一年，到了春
季就能快速萌芽，只要两年时间这
些新栽的葡萄苗就能到丰产期。”
叶军海介绍。

据了解，黑沟河村新建的葡萄大
棚属集体经济性质，共有10个大棚，
里面种植的葡萄苗大约有 1300 多
株，除了最传统的巨峰葡萄外，还有夏
黑玫瑰、阳光玫瑰、巨玫瑰、金手指 4
个新品种。为更好贮藏保鲜葡萄，黑

沟河村还引进气调保鲜库技术建立3个气调保鲜库，总贮藏量
达300多立方米，能有效保持葡萄优良风味和芳香气味。

“村民虽然有几代人传下来的葡萄种植技术，但是大家
各有各的想法和习惯，所以我们准备借助乡土人才孵化中
心定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让水杂果种植规范化、科学化。
除了安排我们本村的‘土专家’‘田秀才’上台讲课外，还准
备外聘林果专家对村民进行花果管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的培训，让村民学到更多实用技能，提振村民增收
致富信心。”叶召辉说。

近年来，商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将人才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发展的有力抓手，鼓励乡土人才回归乡村施展才华，着力建
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立可容
纳50人共同学习的“人才驿站”，定期邀请农技专家到村开展水
杂果管理等技术培训，把学校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培养现代型的
高素质农民。目前，已吸纳各类乡土人才20多名、致富带头人
50名入驻，同时列出“乡土人才”服务清单，承诺服务20多项。
建立人才服务团队开展
点单服务，做到群众点单，
人才上门服务，普及种植
新技术，确保农业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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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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