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部电话：2388252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
责编：王倩 组版：亚南 校对：宇阳 崔渼6 [乡村振兴]

“乡亲们，我们都自觉把院子扫干净，
房前屋后拾掇整齐了，整个村子就更加漂
亮美观了，自己住起来也舒坦。天也热起
来了，大家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太危险了。
再一个，夏季来临，防汛防旱形势严峻，大
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听从指挥，正确应
对突发情况……”近日，山阳县板岩镇各村

（社区）召开了一场又一场院落会，镇村干
部与群众围在一起，拉家常、讲政策，听民
声、问民计。

院落会是今年以来板岩镇“院落＋”基
层治理模式的有力载体，是积极探索推行
基层治理的新路子，是着眼当前推动农村
工作的一项具体举措，是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的一种工作方法。镇上以“政府引导、村
委组织、村民自评”的思路，各村（社区）根
据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形式的院落会、板凳
会，重点围绕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生产、法
律科普等内容向大家讲解，谈变化、提问
题、寻方法，提高村民群众知晓度、参与度，
系统谋划、点面推进，着力实现村庄从“一
处美”向“一片美”的提升。

把宣讲会、民情会开到村民院落，干群
关系密切了，办事效率提升了，群众对干部
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提升了，各项工作的开
展更加顺利了。“院落＋”治理模式是落实
乡风文明的重要保障，通过围绕政策宣讲、
移风易俗、卫生健康、社会治理、生态保护
等方面开展“院落”服务，大力宣传新时代
新文明新风尚，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勤
俭节约，争做“诚、孝、俭、勤、和”的践行者
和文明新风的推动者。板岩镇推广“院
落+”治理模式以来，各村（社区）召开院落
会议 60 多次，评比表彰会 10 次，涉及 80
多个村民小组，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
治工作；组织“院落+法律宣讲”3 次、“院
落+义务活动”4 次，近 200 人次参加义诊、
爱心理发等活动。

板岩镇各村（社区）还依托村党群服
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院落
会 深 入 开 展“ 五 美 庭 院 ”“ 十 星 文 明 户 ”

“好公婆”“好儿媳”“党员先锋模范岗位”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
争先创优，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民风。院落会氛围轻松、形式
多样，村民踊跃发言提问、镇村干部对症解答，各抒己见，“干群
面对面”交流、收集民声、听取民意，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农村工作稳步推进。院落会不拘泥于形式，不受限于地
点，从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说起，既敞开了院落，也敞开了大家
的心扉。板岩镇将继续把院落会作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的重
要抓手，引导村民遵守文明公约，养成主人翁意识，营造“人人
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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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在丹凤县竹林关镇阳河村监委会主任吴传文家的
飞鼠棚舍里，整齐的“鼠舍”一字排开，一只只飞鼠在铁丝制成的小
窝里惬意地睡觉。听到声音，有的飞鼠探出头来，露出圆溜溜的眼
睛，等着主人投喂。

据悉，飞鼠是一种形如松鼠，比松鼠略大的动物，常年生活
在陡峭山崖的岩洞或石隙内，主要以柏树叶为食，其产生的粪
便在中药材里被称为“五灵脂”，具有活血止痛、化瘀止血、消肿
解毒的功效。

谈起养殖飞鼠的过程，正在清理棚舍的吴传文打开了话匣
子。“一直以来，村民就有养殖飞鼠的传统。前些年，五灵脂价格一
直稳定在每公斤 40 元左右，而近两年中药材价格持续走高，今年
1 公斤五灵脂可以卖到 150 元。”吴传文说，飞鼠养殖投资小、收益
大、劳动强度小，平均每月每只可产 0.65 公斤粪便，一年四季均可
采收。了解到这么多的优势后，去年年初，他贴息贷款 5 万元，在
村里租了一处棚舍后，便开始养起飞鼠。

“养飞鼠是个勤快活，每天要清收、晾晒粪便，给圈舍打扫卫
生、消毒。投喂的时候，为了营养跟上，有时也会给它们喂一些牛
奶。经过 1年多时间的发展，我不仅将贷款还完，养殖规模还从去
年的 120只发展到了 180只。”吴传文笑着说。

近年来，阳河村党支部通过村干部带头，广泛宣传并兑现各
类产业奖补政策，引导群众积极发展飞鼠养殖业。目前，全村有
飞鼠养殖户 17 户、养殖规模 1600 只，户均年增收 10 多万元。养
殖飞鼠拓宽了增收路，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了致富梦，迈上了
小康路。

用活政策产业旺
本报通讯员 赵静 郑斌“现在道路平整畅通，新建的村党

群服务中心漂亮大气，村口还建起了休
闲小公园，村里的产业也搞得有模有
样，群众钱包越来越鼓……”近日，谈起
山阳县色河铺镇峒峪寺村近几年的变
化，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德
宝一口气罗列了一大堆。

峒峪寺村位于山阳和商州交界处，
距山阳县城 31 公里，因峒峪河穿村而
过得名，呈“一河两沟”的丁字形地貌，
全村辖 12 个村民小组 565 户 1892 人。
近年来，峒峪寺村在山阳县政府办驻村
工作队帮扶下，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移风易俗等
工作，让峒峪寺村在乡村振兴大潮中实
现华丽蝶变。

“刚到村上时，道路、河道经常有垃
圾出现，有的庭院也杂乱无章，人居环
境确实闹心。”谈起刚来村上的第一感
受，驻村干部张书军如是说。今年以
来，借着“干净山阳”创建工作开展的契
机，驻村工作队会同村“两委”班子一起
拆破、乱、危，清庭院、河沟、道路、田园，
建柴棚、圈、厕，管乱扔、乱摆、乱放，老
旧村庄焕发新容颜。截至目前，拆除破
旧圈厕柴棚 22 处，清除“五堆”160 多
处、各类废弃物 8 吨，清扫河道及村庄
道路 6 公里，新建柴棚 37 个，修建特色
串户路 1 公里，山青、地净、水绿、村庄
美成为峒峪寺村的发展底色，村民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和美乡村不仅在于环境之美，也在
于产业之兴。峒峪寺村区位优势明显，
产业发展经验丰富，产业兴旺带动乡村
振兴的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驻村工
作队积极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牵
头作规划、搞招商、跑审批，因地制宜帮
助峒峪寺村先后引进了光伏发电厂、猕
猴桃培育基地、牛肉加工厂、养鸡场和
神仙叶凉粉厂等特色绿色产业。截至
目前，已累计流转集体土地 200 多亩，
各类产业带动村民就业 500 多人，村集
体直接增收近 20 万元，切切实实走出
了一条以产业振兴促乡村振兴的高质
量发展路子。

“夏天一发大水，路就垮了，有些
河堤年久失修，农田也冲毁了一些。”

“到了旱季，有些水源地枯竭，多多少
少影响正常生活。”……驻村工作队在
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基础设施不完善和
维护不及时已经影响到群众正常生活
生产。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是宜居宜
业的有力保障，驻村工作队立即联系
县镇两级政府，聚焦路桥、河堤、饮水、
污水处理四项民生重点，先后争取各
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 多个，修复水
毁路段 11 处、失修河堤 500 多米，新建
便民桥 7 座，修建安全饮水工程 10 处，
新建成污水处理系统将惠及群众 500
多人，有效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民
生问题。

“美”是形，“和”是魂，和美乡村建
设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只有提升乡村

治 理 效 能 ，才 能 助 力 乡 村 展 现 风 尚
美。”驻村工作队队长周孝平说，面对
高价彩礼、滥办酒席、家庭矛盾和邻里
纠纷等乡村治理重点领域，峒峪寺村
全面开展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制定 10
条村规民约、完善“一约四会”制度、建
立“三个一”制度、设立“两榜”，并充分
发挥老党员和老乡贤威信高、人员熟、
情况明的优势，对“违规操办”劝阻到
位，将“良好家风”引导到位。与此同
时，峒峪寺村积极探索“枫桥经验”实
践路径，在和群众拉家常中调解小纠

纷、宣传新政策、倡导新风尚，将邻里
纠纷、婆媳矛盾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自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
来，峒峪寺村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20 多次，制止滥摆酒席 38 起、高价彩
礼 8 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40 多起，有
效约束陈规陋习，群众敦亲睦邻、择善
而从的氛围逐渐形成。

“都是党的政策好，咱老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惬意，越过越有奔头，真正实
现了宜居宜业！”谈到乡村的改变，陈德
宝深有感触地说。

峒峪寺村 宜居宜业幸福来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刘 鑫

近日，洛南县寺耳镇田门村的黄
花 菜 进 入 采 收 期 ，青 黄 相 间 的 黄 花
菜 基 地 里 呈 现 一 派 丰 收 景 象 ，一 朵
朵黄花含苞待放、鲜嫩欲滴，每天清
晨，群众便三五成群来到基地，大家
有的胸前挂着布袋，有的提着竹篮、
塑料桶，穿梭黄花菜地，灵巧的双手
在 花 间 不 停 翻 飞 ，不 时 传 来 欢 快 的
笑 声 ，一 派 丰 收 的 喜 悦 景 象 飘 荡 在
乡村的田间地头。

自引进黄花菜种植以来，田门村
充分结合本村实际优势，将黄花菜作
为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强力推
进，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动员洛南县
鸿锦绿兴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30
户 农 户 以 每 亩 300 元 签 订 土 地 流 转

协议，建成 130 余亩黄花菜种植示范
基 地 。 今 年 进 入 盛 花 期 ，亩 产 约
1500 公斤，鲜品产量预计在 20 万公
斤以上。

据 介 绍 ，黄 花 菜 种 植 占 地 面 积
小，花株耐旱且不挑地形，生产周期
短、见效快、收获时间长，属于一次种
植、多年采摘的草本植物，开花时间
较长，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田
门村的黄花菜每年采摘期为 40 天左
右，由于花期集中、采摘任务量大，采
摘 期 都 要 雇 用 附 近 100 多 名 群 众 来
基地打工，带动群众年增收 8000 元。

如今，黄花菜已变成田门村群众
增收的“致富花”，让群众既能在基地
务工，又能分红，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金色产业”。

田门村田门村 黄花飘香 产业生“金”
本报通讯员 熊思南 陈亚民

仲夏的洛南，草木葳蕤、满目苍翠。
一条条蜿蜒于绿水青山、城乡之间的“四
好农村路”宛如经济动脉连接着广袤城
乡，串起了村美业兴民富的华彩篇章。

6 月 15 日，走进洛南县四皓街道中心
村，一条崭新的公路从村庄向远方延伸开
来，路面平坦宽阔，道路两侧绿植花草高
低错落，相映成趣，醒目的交通标志与路
边的蔬菜瓜果大棚形成一幅生机勃勃的
乡村美景图。

“自从这条路修到门口，现在每天采
摘的蔬菜都会通过这条路送到县城的各
大商超。”中心村菜农李鹏高兴地说，“修
成的‘四好农村路’不仅解决了出行问题，
还彻底解决了蔬菜的运输难题，今年种的
10亩蔬菜再也不愁运不出去了。”

如 今 的 中 心 村 ，入 眼 所 见 ，完 善 的
基础设施，繁荣的产业发展，齐全的公

共服务，处处都呈
现 一 派 生 机 盎 然
的景象。

但是谁能想到，
过去的中心村土地荒
芜，环境“脏乱差”，村民
出行困难，是人人都不看
好的“忧心村”。

随着“四好农村路”的提质升
级与和美乡村示范村的建设，中心村以村
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在洛惠渠沿线建设
生态农业产业带和北过境路沿线建设现
代服务业产业带，先后建成瓜果蔬菜园、
观光游乐园、康养生态园，目前已成为集
吃、住、游、娱、学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康旅
研学综合体，每逢节假日，吸引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打卡。

得益于便捷的交通、优美的环境和繁

荣的业态，中心村 200 多人在家门口找到
了工作，年人均增收 3000多元。

“前两年在外地打工，孩子只能让老
人照看。自从村上建了瓜果蔬菜园后，就
回来在家门口上班，不仅每天有 100 元的
稳定收入，还能陪在老人和孩子身边，现
在的日子我很知足。”中心村村民吴红丽
边采摘西红柿边说。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近年来，
洛南县交通运输局以完善“外畅内联”公

路路网为目标，持续推进“九大工程”
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4.59 亿

元，对县、镇、村三级农村
公 路 总 里 程 331.47 公

里 进 行 总 体 规 划 改
造 提 升 ，全 县 初 步
形 成 了 横 穿 县 域
的高速公路骨架，
井字形国省干线
框 架 ，县 际 大 循
环、镇际小循环，
村村相连、户户相
通 的 农 村 公 路 交

通网络。
说 到 如 今 平 坦

宽 阔 的 道 路 ，中 心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兼 村 委 会 主

任樊亚锋感慨颇多：“以前路
况 不 好 ，大 车 进 不 来 ，菜 就 运 不 出 去 ，
村 民 都 不 敢 大 面 积 种 植 经 济 作 物 。 自
从‘ 四 好 农 村 路 ’修 好 后 ，我 们 才 敢 放
开手脚谋划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
力村民增收。”

中心村只是洛南县依靠“四好农村
路”建设推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缩影。

据了解，2023 年以来，洛南县交通
运输局始终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提升群众出行品质的重
要支撑和保障，持续巩固省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建设成果，全面推进“美丽
农村路”建设，大力实施“交通+”发展模
式，围绕重点企业、重点产业，修建园区
路 4 条 32 公里、产业路 8 条 46.8 公里，修
建音乐小镇、仓颉小镇等诗画意境路 6
条 25.3 公里。先后投资 160 万元，完成
洛霸路、三保路、永眉路培土 58 公里，种
植混播百日草、玫红波斯菊等 11.6 万平
方米，栽植杨树、柳树等 2800 株，种植红
叶石楠球、小叶女贞等苗木 1200 棵，建
成三保路公路驿站 2 处、洛霸路公路驿
站 3 处。不断健全完善以县、镇、村（社
区）三 级 城 乡 物 流 体 系 ，推 进“ 网 货 进
村”“土货进城”产品购销双向流通，解
决民众出行、物流配送、邮政寄递“最后
一公里”问题，实现了一二三产业全产
业链的全面融合发展。

“‘四好农村路’建设，让农特产品的
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
高，通过电商物流就可以将我们秦岭大山
里的优质农特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洛
南县阳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罗婵说。

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洛南县农
村公路总里程达 4186.9 公里，全县 244
个建制村（社区）公路通畅率 100％、建制
村通客车率 100％。如今在洛南，“四好
农村路”已不单单是保障通行的交通设
施，更是串联产业园区、旅游景点、康养
产业和盘活乡村资源、带动路衍经济的
重要纽带。

铺下的是路，连起的是心。一条条遍
布洛南城乡的连心路、生态路、产业路、致
富路，让新时代的新农村插上腾飞的翅
膀，飞向更光辉灿烂的“钱”景。

洛南 “四好农村路”连通致富路
本报记者 王江波 通讯员 毕波波

近日，丹凤县铁峪铺镇中心村15亩脆李迎来了成熟期，据悉，
该村通过引入优良品种，科学管理，让村里的水果产业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群众采摘黄花菜群众采摘黄花菜

村民在猕猴桃基地锄草村民在猕猴桃基地锄草

蔬菜配送车驶过宽敞平坦的公蔬菜配送车驶过宽敞平坦的公
路路，，停靠在中心村蔬菜瓜果基地停靠在中心村蔬菜瓜果基地。。

一条条一条条““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串联各个产业园区串联各个产业园区，，盘活乡村资源盘活乡村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