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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九龙山下，鹿池河畔，绿
意盎然。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群众漫步
在沿河修建的林下观景廊休憩乘凉，诉
说着和美乡村的幸福味道。

御史故里，产业基地，生机勃勃，勤
劳奋进的御史村村民忙碌在香气四溢的
金银花产业园里，处处充盈着乡村振兴
的甜蜜希望。

近年来，景村镇积极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引领乡村振兴，以“绿色田园，
和美乡村”为突破口，改善人居环境、发
展特色产业、涵养文明乡风，塑形又铸
魂，绘就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乡村风貌展新颜

漫步景村镇八一村鹿池川河畔的柳
荫步道，吹着徐徐凉风，听着潺潺流水，
三五孩童时而在清澈的河水边嬉戏，时
而在洁净的林荫道追逐，步道边的红仁
核桃挂满枝头，不远处的凉亭下，核桃基
地务工的几位村民在休息之余话说着村
里的可喜变化。

变化看在眼里，幸福甜在心头。今
年 62 岁的张大爷是土生土长的八一村村
民，他高兴地说：“现在咱们村的主干道
宽阔敞亮，水泥硬化路干净整洁，每天我
都来这林荫步道上走一走。”

八一村地处洛南县城以东 10 公里，
坐落在秀丽的九龙山（兑山）脚下，344 国
道和鹿池河穿境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如何充分发挥优势，吸引更多
人返乡发展是八一村“两委”班子一直思
考的问题。

“乡村要想发展，既要‘里子实’，更
要‘面子靓’。”八一村党支部书记杨宪英
说，八一村不断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加快
补齐水、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加
大人居环境整治、绿化美化亮化，清垃
圾、治污水、改厕所、修道路，还修建了文
化小广场、沿河观景休闲廊桥、林荫步
道、凉亭等，一场从环境到生产，再到生

活、生态的深层次变革持续推进，一幅
“青山镶嵌家中，绿水环抱家园”的生态
宜居画卷正在被一笔一笔描绘。

“环境好了，心情好了，年轻人回家
的 次 数 也 多 了 ，村 上 还 组 建 有 惠 农 烟
叶、红仁核桃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村民杨康龙感慨
地说。

如今走在八一村，放眼望去，田野
地头绿意盎然，农家房屋错落有致，水
泥硬化路干净整洁，群众幸福指数节节
攀升。

组织联建兴产业

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产业一头
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乡村振
兴的动力“后劲儿”。

景村镇党建联盟食用菌产业示范
园地处县城以东 15 公里处的下涧村，园
区占地 30 多亩，是景村镇目前最大的食
用菌产业基地。

8 月 1 日，笔者走进景村镇食用菌
产 业 示 范 园 ，一 排 排 温 室 大 棚 整 齐 排
列，一股股清新的菌香扑鼻而来。大棚
内，一排排菌包上密密麻麻的香菇迎着
夏 日 的 第 一 缕 晨 曦 争 相 探 出 了“ 小 脑
袋”，鲜嫩饱满、长势喜人，村民们拿着箩
筐穿梭在菌架中忙着采摘、筛选、装箱，
以满足大批量订单的需求。

“夏季天热，我们都是利用早上时间
采摘香菇。”村民党英粉笑着说，“我长期
在这里务工，一个月有近两千元的稳定
收入，离家近可以照顾到家庭。”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壮大，为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提供了机会。景村镇下
涧村党支部书记李恩乾介绍，党建联盟
食用菌产业示范园建有标准化大棚 40
座，种植袋料香菇 80 万袋，带动附近 3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还为联盟
的村集体经济增加 8 万元的收益。

为蹚出产业发展新路径，景村镇党

委牵头，依托下涧村食用菌产业基地，以
下涧、齐坡等 7 个村组织联建的模式组建
产业党建联盟，以党组织为引领，搭建

“党建联盟+村党支部+企业+农户”四大
主体联动，通过整合各方资源要素的“1+
4+N”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联盟组织优
势，打破区域领域壁垒、协调各方资源要
素，将党组织、企业和农户有机融合，带
动村与村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
变，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镇上引进四川鑫苗有限公司入驻
食用菌产业示范园，推行‘产业园+集体
经济+企业+农户’联农带农模式，实现培
训、种植、管理、采摘、销售全链条式发
展，将党组织、企业和农户有机融合，实
现村企业、集体和农民互促共赢。”景村
镇组织委员王小雨说。截至目前，联盟
食用菌产业园与四川成都、绵阳等地客
商签订订单，盈利 24 万元，为全镇培训产
业技术人才 80 多名，辐射带动全镇发展
食用菌产业 200 万袋，实现“联盟共建、
产业共赢”发展新格局。

文旅融合显成效

盛夏葳蕤，草木勃发，云天蓝碧，满
目葱茏。

奔赴“御史故里”感受乡村厚重渊源
的历史文化，走进“戏曲之乡”体验诗情
画意的乡村生活，俯身金银花基地感受
香气四溢的花香，踏足农耕文化馆找寻
乡愁记忆……如今的景村镇御史村，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诗和远方”。

御史村自古就有“御史故里”“戏曲
之乡”的美誉。8 月 2 日，笔者走进御史
村，映入眼帘的是鲜花绽放、绿树成荫，
一条条平坦整洁的巷道向前延伸，一座
座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道路两侧，村
民孝老爱亲展现着文明新风尚。

文化墙上，二十四孝、移风易俗、御

史 文 化 等 图 文 并 茂 的 文 明 元 素 格 外 显
眼，处处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这些
文化元素，已成为乡亲们身边的‘无言老
师’，我们在感受孝道文化的同时，也让
孝老爱亲的良好风气在生活中传播和传
承。”村民蔺敏说。

淳朴民风也孕育了良好的新风尚。
村里动员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代表
组成农民讲师团，在“宣讲小院”里定期
教授文明知识、生产生活技能等；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长廊，评树先进典型，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惠农政策，倡导文明新风。

“御史村已连续 14 年举办‘乡村春
晚’、秧歌展演、舞龙舞狮展演等村民喜
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精神文化
生活，潜移默化地将文明乡风渗透到群
众中去，让乡风文明牢牢占领思想文化
阵地。”御史村党支部副书记郭夏锋说。

御史村在加强文明建设的同时，聚
焦 以“ 农 ”为 根 基 、以“ 文 ”为 神 韵 、以

“旅”为表达，深入挖掘乡村资源，将乡
村文化符号与特色产业、旅游发展紧密
连接，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休闲垂钓、
研学旅游、民宿体验等观光休闲旅游产
业，建设“四为”书院、家风传习馆、村史
馆、农耕文化馆等，弘扬张载“四为”思
想，传承御史张鹏廉洁文化，打造出一
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乡村，全面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村上的合作社开发的金银花茶、黑
花生、土蜂蜜、烤核桃、琥珀核桃仁等‘洛
味缘’系列产品，销往省内外各大城市，
实现年产值 2370 万元，带动就业 300 多
人，全村户均年增收 3200 元。”御史村党
支部书记张新满激动地说，“我们将紧扣

‘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机遇，通过唱响
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释放乡村振兴的
新动能，年接待游客万余人次，逐步实现
由‘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变。”

景村镇景村镇 “塑形铸魂”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通讯员 马宏涛

本报讯 （通讯员 费重阳）近 日 ，走 进 丹 凤 县 竹
林关镇长石练村富源养殖家庭农场，毛色鲜亮、体态
匀 称 的 鸡 群 正 在 林 中 散 步 、啄 食 、打 闹 ，阵 阵 鸡 鸣 声
为整个农场增添了许多生机。

竹林关镇富源养殖家庭农场充分利用闲置旧宅，
使 老 旧 建 筑 与 新 式 养 鸡 技 术 有 机 结 合 ，实 现 了 科 技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的 双 赢 。 目 前 ，农 场 共 养 殖 泰 和 乌
鸡 3000 多只、山东稻花鸡 2000 多只、芦花鸡 3000 多
只、广西三黄鸡 2000 多只、白来航鸡 500 多只，年出
栏 3000 多只，年销售额 50 多万元。

据了解，该养殖场采用生态养殖新模式，喂养主
要以杂草、昆虫等天然食料为主，食料不足时会用玉
米 和 小 麦 进 行 补 充 ，鸡 的 排 泄 物 则 可 以 为 土 壤 补 充
养分，促进林木和庄稼的生长，形成林木、鸡、粪肥、
草、庄稼的良性生态循环，最大程度挖掘了立体种养
生 产 潜 能 ，充 分 利 用 饲 料 资 源 、土 地 资 源 和 肥 源 ，从
而达到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良好效果。

近 年 来 ，竹 林 关 镇 积 极 探 索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新 模
式 ，围 绕 生 态 美 、产 业 兴 、村 民 富 的 目 标 ，谋 求 中 药
材 、食 用 菌 种 植 及 特 色 养 殖 等 产 业 发 展 ，持 续 发 挥

“ 靠 山 吃 山 ，依 水 吃 水 ”的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推 动 现 代
化 农 业 与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进 一 步 有 机 融 合 ，实 现 生 态
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生态鸡”啄开“致富门”

本报讯 （通讯员 齐 彬）8 月 1 日，在镇安县
云 盖 寺 镇 西 华 村 的 广 袤 田 野 上 ，村 民 正 忙 着 采 挖 高
山 土 豆 ，一 片 繁 忙 而 喜 悦 的 景 象 映 入 眼 帘 。 今 年 ，
西 华 村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种 植 的 高 山 土 豆 迎 来 了 收 获
季 ，这 一 成 果 不 仅 为 村 庄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经 济 收 益 ，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 高 山 土 豆 种 植 基 地 ，一 个 个 饱 满 、圆 润 的 土
豆 从 土 地 中 被 挖 出 ，不 规 则 排 列 在 田 垄 上 ，宛 如 一
簇 簇“ 金 蛋 蛋 ”。 据 了 解 ，今 年 ，西 华 村 抓 住 土 地 流
出 复 耕 机 会 ，种 植 高 山 土 豆 60 多 亩 ，预 计 总 产 量 2
万 公 斤 。

为 确 保 高 山 土 豆 丰 收 ，西 华 村 积 极 对 接 镇 农 综
站 ，引 进 先 进 的 种 植 技 术 和 优 质 品 种 ，并 组 织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对 村 民 进 行 培 训 和 指 导 。 从 播 种 、施 肥 、
灌 溉 到 病 虫 害 防 治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严 格 按 照 标 准 操
作，保障了高山土豆的品质和产量。

此 次 高 山 土 豆 丰 收 ，不 仅 增 加 了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还 为 当 地 村 民 提 供 了 务 工 机 会 。 据 悉 ，本 次
共 带 动 在 家 劳 动 力 32 人 实 现 创 收 ，预 计 人 均 增 收
1200 元，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 发 展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是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途
径 ，我 们 将 继 续 探 索 适 合 本 村 的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不
断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让 村 民 的 生 活 越 来 越 红 火 。”西 华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达 友 说 ，“ 下 一 步 ，西 华 村 将 积 极 拓
展 销 售 渠 道 ，与 各 大 市 场 和 企 业 建 立 合 作 关 系 ，将
优 质 的 高 山 土 豆 推 向 更 广 阔 的 市 场 。 同 时 ，村 上 还
计 划 利 用 部 分 收 益 进 一 步 改 善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村 民 的 生 活 质 量 ，为 打 造 美 丽 宜 居 乡 村 、助 力 乡 村
振兴贡献力量。”

高山土豆迎来收获季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今年以来，山阳县城
关 街 道 扎 实 推 进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全 力 改 善 乡 村
环境卫生，持续扮靓美丽乡村“颜值”，擦亮乡村振兴

“底色”。
城关街道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广大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组 织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到 公 路 沿 线 、边 坡 、公 共 区 域 等 重 点 区 域 清 理 垃
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推动人居环境由“一时
美”向“持久美”转变；通过院落会、入户走访、微信群
动员等方式，大力宣传实施“千万工程”、开展人居环
境 整 治 的 重 要 意 义 和 方 法 步 骤 ，进 一 步 提 高 群 众 知
晓率、参与度；积极引导群众围绕“扫干净、摆整齐、
无污水、长期美”整治目标，主动做好房前屋后、室内
室外、公共区域等环境卫生，形成“美丽乡村、你我共
建 ”的 良 好 氛 围 ；街 道 人 居 办 、纪 工 委 联 合 组 成 督 查
工作专班，定期、不定点深入各村（社区）检查，对发
现 的 问 题 及 时 在 周 五 干 部 例 会 上 予 以 通 报 ，并 要 求
限 期 整 改 ；通 过 月 督 查 、季 考 核 ，充 分 调 动 广 大 群 众
常 态 化 开 展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的 内 生 动 力 ，推 动 形 成 村

（居）民“晒、比、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新态势，奋力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山阳城关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炎炎夏日，走进商南县赵川镇店坊
河村瓜蒌种植基地，满眼苍翠，只见瓜
架 上 藤 蔓 郁 郁 葱 葱 ，瓜 蒌 藤 蔓 相 互 缠
绕，一个个青色的瓜儿挂满藤蔓，长势
甚是喜人，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店坊河村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坚持党支部领路、产业铺路、
群众致富的发展理念，实施“党建+”赋
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持 续 发 展 壮 大

“茶、畜、药、果、菌”五大主导产业，形成
了“千亩瓜蒌、千亩绿茶、万亩板栗、十
万头生猪、百万袋食用菌”五大主导产
业，为强村富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
强劲动能。

店坊河村成立村企联营党支部，下
设 5 个产业党小组，健全“一地生三金、
一业惠三方”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带动 256 户群众户均年增
收 3000 元 ，村 集 体 年 分 红 超 过 50 万
元。建立“党员能人模范带、党员定责
传 帮 带 、党 员 示 范 产 业 带 ”机 制 ，培 养

“双带”型党员 17 人以及畜禽养殖、食用
菌栽培等“土专家”“田秀才”35 人。以
党小组为生产单元，协调每名党员联系
帮带 5 名群众，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涌现出朱秦川、施强、汪长青等一
批产业发展示范典型。目前，店坊河村
依托“茶、畜、药、果、菌”五大产业捆绑

带动和群众自主发展小产业，实现全村
204 户有劳动力户产业全覆盖。

店坊河村党支部书记党金耀组织村
“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方考
察，认真研究，决定将适宜当地环境、种
植技术简单、经济效益明显的瓜蒌种植
作 为 全 村 主 导 产 业 。 通 过 采 取“ 党 支
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进陕西华
阳盛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鼓励村上群
众加入瓜蒌种植基地，投资 1500 万元建
成 2000 亩 瓜 蒌 产 业 基 地 ，前 后 共 带 动
160 多户群众进行土地流转，通过入股
分红的方式带领村民致富。依托“党支
部+公司+农户”模式，引进商南丰源托
佩克种猪有限公司，投资 1.39 亿元发展
十万头生猪养殖基地。以“党建帮扶+
党支部+农户”模式，在帮扶单位长安大
学建筑学院党委援建下，发展茶园 1000
亩。以“乡贤+党支部+农户”模式，动员
在外创业人士、北京商南商会会长党广
福投资 100 多万元，建设万亩优质板栗
基地，先后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商
洛市林业局专家，对板栗科管技术、采
收加工技巧进行培训，广泛引进外地良
种 进 行 嫁 接 ，由 原 来 的 低 产 转 变 为 高
产。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支
持香菇栽培大户汪长青成立瑞霖专业合
作社，投资 500 万元建设年产 100 万公

斤的食用菌菌种生产基地，以“借袋还
菇”的方式，辐射带动形成了集中连片
百万袋食用菌栽培产业带，年带动 100
多户户均增收 3 万元以上。

“食用菌产业既是我们村的传统产
业，也是优势产业，是农民实现增收的

好产业。目前，我村已拥有食用菌、香
菇生产两大基地，村上按照‘村集体+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已拥有 150 万袋以
上的种植规模。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种
植规模，争取实现户均增收 1 万元。”党
金耀说。

店坊河村店坊河村 “党建+”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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