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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6 月的秦岭，满目青翠。行走在商州的田间地头、村
落街巷，处处可见群众忙碌的身影，整洁宜居的农家小
院坐落两旁、通村达户的道路平坦干净、花果满山的画
景跃入眼帘……

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如何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大山里的美景与物产，变成实实
在在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

商州区以实施乡村产业发展、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精
神文明建设、基层治理体系完善为切入点，探索出一条党
建引领、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农旅融合、产业赋能、社会参
与的和美乡村建设之路，统筹抓好乡村建设、产业升级、示
范创建等重点工作，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产业、有内涵的
美丽乡村，让广大群众实现持续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基础提升基础提升 赋能美好生活赋能美好生活

6 月 14 日，沿着 312 国道走进三岔河镇，只见宽阔的
“彩虹公路”上，不时有游客停下来在路边打卡。七星村的
“北斗七星”民宿集群建设如火如荼，18个樱桃大棚星罗棋
布，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在绿树掩映下书写着其乐融融的
幸福生活。

“这几年村子简直是大变样，要不是一直住在家里，我
都不敢确认。”说起七星村的变化，村民张陆民喜笑颜开，
过去，村道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下雨两脚泥，柴草、粪
堆、垃圾随处可见；如今，道路宽阔平坦，垃圾有人清理，污
水能及时处理，厕所也干净卫生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
务，也是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
举措。近年来，七星村新建通组路和污水处理站，完成
流域治理项目，配套建设旅游公厕 1 座，建成村垃圾收

—转—运—焚无害化处理体系；改造提升区域敬老院，
增设残疾人托养中心，实现老有所依；更新中小学校园
配 套 设 施 ，新 建 文 体 休 闲 小 节 点 2 处 、景 观 长 廊 3000
米、生态停车场 2 处，村级公共服务更加优化，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七星村按照“一中心两沟峪三园区”规划布局，以农旅
融合为思路，盘活群众老旧房屋，大力发展民宿产业，积极
探索“民宿+”发展模式。“我们村主要以发展高端民宿产业
为主，为了更好地让群众参与到民宿建设之中，一年来村
干部不是在村民家里，就是奔走在去村民家的路上。”村党
支部书记闫科峰介绍，村上成立民宿产业建设推进专班，
围绕土地流转、坟墓迁移、用地规划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
政策宣传、走访入户、实地勘察各项工作，为项目整体规划
与开工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实现了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推动产业振兴、带动村民稳
定增收的强大引擎。

特色民宿产业的发展在促进村民增收的同时，也带动
了当地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近几年游客越来越多，村
里发展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了。”七
星村村民崔雅红笑着说。

从 曾 经 的 泥 泞 不 堪 到 如 今 的 颜 值 刷 新 ，七 星 村 的
华丽转身，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商州区无数乡村蝶
变的缩影。

近年来，商州区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紧盯公共基础设
施、基本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努力实
现资源共享、环境共治、项目共建、农民共富。以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坚持在乡村内涵和外延上“精耕
细作”，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推动产业
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持续倡导文明和谐新风，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亮点纷呈。制定了《商州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2021—2025 年）》

《商州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等政策文
件，进一步强化了制度保障，为纵深推进五年行动奠定了
坚实基础。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盘活优势资源盘活优势资源

每逢周末，家住商州中心城区的王璇就会带着孩
子来到陈塬街道上河驿农耕体验园，认真察看蔬菜
生长情况。自从认领并种植小菜园后，她和孩子经
常来看自己种植的农作物，这里成了他们周末游玩
的好去处。

上河驿农耕体验园占地 50 多亩，是陈塬街
道上河村在中国邮政集团的帮扶下，通过租赁
核桃树下的若干地块，以认领种植的方式运营

的一个农旅融合项目。体验园提
供 各 种 农 具 、种 子 、肥 料 和 技 术 指
导，让认领者能够亲身体验农耕文化，
种植自己喜欢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目
前 ，上 河 驿 农 耕 体 验 园 共 开 发 了 346 个 地
块，一些学校等单位将其作为农耕实践基地、党
建小菜园。

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为解决核桃市
场行情不景气、群众收入较低等问题，上河村党支部充
分利用村里 20 多年的核桃科学管理经验，制定了“三千
一品，一园一馆”的 5 年发展规划，并逐步通过核桃改
良、林下种植、品牌打造、休闲体验等项目建设，积极探
索特色核桃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在上河驿农耕体验园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引进第三
方经营主体，分为六大板块，分别是农耕文化、农具展示、
农耕体验、户外活动区、果蔬区和花海。”上河村党支部书
记王永峰介绍，下一步，村上将通过持续吸引客流，逐步发
展电商、烧烤园、研学、民宿等新农旅融合产业。

今 年 年 初 ，村 级 核 桃 科 技 主 题 馆 在 上 河 村 揭 牌 ，
该馆位于上河村原小学校内，反映了上河村核桃产业
肇 始 、发 展 、转 型 升 级 各 个 阶 段 的 变 迁 。 馆 内 藏 有 影
像 资 料 、科 普 书 籍 、核 桃 工 艺 品 等 。 上 河 核 桃 科 技 主
题馆紧紧围绕科普惠农兴村主题，集上河村核桃产业
史展示、科学知识普及、少儿研学于一体，是商州区首
家乡村科普阵地。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上河村党支部还利用原小学建
成邮政幸福家园，面向全村所有老人免费开放，提供健康
理疗、体检、理发、健身、图书阅览、健康讲座等服务项目；
成立上河村文学艺术联合会，为村民生活增添了绚丽的
色彩。同时，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充满了乡土气
息和生活情趣，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乡村文化的
独特魅力。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千万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商州区坚持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推动党建工作与
产业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动，实现“支部有作为、集体有
收益、农民能增收”的目标，有效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
水。强化日常管理、教育培训、届中分析、日常监督，明确
村党组织书记主要职责，切实发挥“带头人”“领头雁”作
用，不断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立村（社区）

“两委”干部论坛，常态化开展村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打
造过硬“头雁”。通过相关部门领学、村（社区）书记交流、
创建成效比拼、外出学习借鉴等方式，拓宽发展思路，提
升干事创业能力。

商州区将进一步拓展产业领域，重点打造一批特色农
产品，创响一批特色品牌，带动农民增收，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特色做强特色做强 助力绿色发展助力绿色发展

初夏时节，走进三岔河镇闫坪村，远处青山环绕，近处
溪水潺潺，村里步步是景、处处成画。

闫坪村是陕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省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近年来，闫坪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
文旅、农旅融合项目，建成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研学体
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特色农家乐 5 家，每年夏季
可接待 1 万多名游客前来烧烤游玩，打造了一条“生态文
明+产业发展”的党群共富示范带，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也有效增加了当地村民收入。

“乡村要发展，需要资金和政策，但更需要的是清晰明
确的发展思路，不但要结合实际，而且要能落实、做得到。”
三岔河镇党委副书记马金元说。

乡村发展要注重特色，避免千篇一律。近年来，闫坪
村立足山水资源优势，围绕“农旅樱谷·水美三岔河”目标
定位，科学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做到规划一
张图、建设一盘棋，确保实现“一园一色、一院一韵、一户一

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有了产业支撑，乡村振兴才有希望，农民增收才有

奔头。如今在闫坪村，不仅有樱桃、五味子、连翘种植，
中华蜂养殖等特色产业，也有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和
村互助资金协会，还有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研学体验
于一体的水产养殖示范园。闫坪村田园综合体建设依
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优势，采取“企业投一点、村集体
支持一点、群众筹一点”的方式，打造特色农作物种植
区，主要以种植荞麦、油葵为主，配套建设樱桃树下烧烤
园、休闲步道、景观浮桥、无动力儿童乐园、研学基地等
设施，形成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度
假康养基地。

“产村联动、村企互动、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让群
众流转土地获得了租金，就近务工挣得了薪金。现在的
闫坪村，荒地变菜园、山区变景区、古村落变旅游区，产
业旺了、生态美了、百姓富了、日子甜了，绿水青山的“好
颜值”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的“好价值”。闫坪村党支部
书记郑诚说：“村里近几年游客越来越多，特别是节假日
来这里的人更多。”

村里有产业，富了民也强了村。近年来，在产业发展
中，商州区推动“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探索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不断做优产业特色，提升发展成色，实现了村
村有亮点、有特色，全区上下形成了“多点开花”振兴产业、

“厚植优势”激发活力的良好格局。同时，全面实施村级集
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通过政策红利、清产核资、要素保
障、资源整合等方式，高质量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让农村

“家底”更厚实、“家业”更殷实。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千万工程”的一条重要

经验就是坚持以业为基，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在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商州区牢
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把促发展的动力源凝
聚到项目上，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为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乡村美如画，幸福踏歌至。如今，在商州大地上，基础
设施建设热潮涌动，产业发展风生水起，文明新风蔚然成
风。站在新的起点，商州区将咬定目标不放松，真抓实干、
奋楫前行，让“千万工程”燃起的梦想之光，照亮乡村振兴
的美好明天。

““万千蝶变万千蝶变””绘就幸福底色绘就幸福底色
———商州区学习运用—商州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纪实经验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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