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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8 月 6 日，走进商州区大荆镇普陀村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株株茁壮的玉
米秆上结满了饱满的玉米棒，大豆植株
也挂满了累累的豆荚。这喜人的场景，
不仅是企业精心种植与科学管理的成
果，更是政企合作模式成功的有力见证。

“在区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牵头下，我
们村与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农场签订
了 流 转 土 地 130 亩 、期 限 为 10 年 的 协
议。”普陀村村委会副主任吴晓娟说，“时
下，农场种植的玉米、大豆丰收在望，当
地群众也通过获得土地流转金和务工增

加了收入。”
这喜人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沙河子镇

舒杨村。该村今年试种的甜玉米也陆续
迎来了丰收，放眼望去，田地里一株株玉
米秆挺拔而立，翠绿的叶子随风摇曳，包
裹着饱满多汁的玉米棒子。农民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穿
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玉米。

“党红两口子今年试种的甜玉米非
常成功，销路也很不错。我一直在他们
的农场务工，主要工作是浇水、施肥、除
草等，既能照顾家里还有一定的收入，
我很满足。”舒杨村务工群众舒老虎高
兴地说。

今年以来，在沙河子镇政府、大荆镇
政府以及区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积极牵头
和技术指导下，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
农场与大荆镇普陀村、沙河子镇舒杨村
成功签订 138 亩土地流转协议。如今，
这里种植的玉米、大豆长势喜人，成为政
企合作共赢的生动写照。

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农场成立于
2017 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黑木耳、玉木耳、香菇、平菇四大种类生
产格局，其采用的“农场+基地+农户”模
式，在带动群众增收方面成效显著。截

至今年 7 月底，农场累计向入股群众分
红 136.6 万元，发放劳务费用 60.8 万元，
兑付土地流转费用 68.3 万元，先后获得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省级残疾人就业
扶贫基地”等称号。农场负责人党红作
为高级职业农民、市级最美巾帼致富带
头人，还当选了市、区人大代表及工商联
代表，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人大代表的实
干担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企业一直致力于发展现代化
农业，今年以来，流转土地 138 亩，采取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模式，努力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如今，试种的 30 多
亩甜玉米陆续迎来了收获，我们感到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党红说，“下一
步，我们还计划进一步扩大甜玉米的种
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增收致富。”

今年以来，沙河子镇阳光种养家庭
农场持续引入先进技术和经验打造现代
化农场，并培养农民技能，提升劳动力素
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可持
续发展添砖加瓦。与此同时，通过土地
流转合作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
生产效率，让群众既获得稳定土地租金，
还能就近在农场务工增收，从而为农村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政企合作力促农村产业发展政企合作力促农村产业发展
本报通讯员 董旦旦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衍江 刘林燕）连日来，商南县富
水镇桑树村成片的玉米田迎来了成熟的时节，在该村种植能
手刘全国的玉米地里，农民们的身影在烈日下忙碌穿梭，摘收
鲜玉米棒，享受丰收的喜悦。

2024年，刘全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投身于“一村一品”
特色农业发展的浪潮中。他在桑树村租赁承包了 300亩土
地，专门用于种植水果玉米，并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
学管理模式，使得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产量与质量均
实现了显著提升。

年初，在商南县农业农村局、富水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的精
心指导下，刘全国敏锐地选择了水果玉米这一营养丰富、特色
鲜明、经济价值高的作物进行种植。他深知，科技是农业的翅
膀，因此在种植过程中，他始终注重科技与农业的结合，从播
种时间的精准把控，到田间管理的细致入微，再到采摘保鲜的
及时有效，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汗水，只为让每一
粒玉米都能达到最佳状态，保留住最鲜美的口感。

“我家的玉米，全程施用农家肥，通过科学种植与精心管
理，口感香甜、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爱。”刘全国满脸自豪
地介绍道。这几天，他正忙着将这批优质的玉米发往西安各
大超市，每天前来拉货的货车络绎不绝，场面十分壮观。

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全国的玉米种植不仅为他自己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周边200余名群众实现就业增
收。据统计，通过参与除草、施肥、摘收等环节的务农工作，
每名群众人均增收 1000元。刘全国的成功经验，为该镇其
他种植大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
的多样化、差异化发展。

现如今，刘全国的300亩玉米田成为了村里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一根根硕大的玉米棒成了促农增收的“金棒棒”。富
水镇政府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探索推行“一村一品”产业发展
模式，鼓励和引导更多像刘全国这样的种植能手因地制宜参
与农业产业发展，发挥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种植大户示范引
领作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桑树村水果玉米促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舟 姚婷）炎炎夏日，走进丹凤
县商镇北坪村龙王沟的果园，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
枝头，宛如紫色的玛瑙；一个个粉嫩的桃子饱满多汁，散发
着诱人的香气，连空气中也充斥着淡淡的果香。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在果园里拍照打卡，体验采摘乐趣；果农们忙着
挑选、采摘、分拣、打包，处处洋溢着丰收喜人的景象。

“今年的葡萄和桃都卖得特别好，价格也不错，我们的
收入预计比去年增加 3000多元。龙王沟有桃 130多亩、葡
萄 150 多亩，从事水杂果种植的群众有 110 多人。”果农彭
丹江高兴地说，“这都要感谢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据了解，
为了推动葡萄和桃产业的发展，镇政府积极组织农业专家
深入果园，为果农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解决种植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修建了
灌溉渠道、道路等，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便利条
件。同时，通过网络直播、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向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展示了龙王沟葡萄和桃的优良品质，吸引
了众多批发商和零售商前来采
购，进一步打开了市场销路。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
展有特色。“在未来，我们将继
续加大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
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
值，让特色产业更多拓宽村民
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商
镇镇长刘俊辉说。

北坪村果园飘香迎客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诗琳）眼下正是
辣椒收获时节，在洛南县灵口镇龙泉村的
辣椒种植基地里，一垄垄辣椒植株郁郁葱
葱，一个个螺丝椒青翠鲜亮，挂满枝头，村
民三五成群、分工协作，采摘下来的辣椒被
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接着进行打包、上称、
装袋，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我今年种植朝天椒27亩，每亩能产900
公斤辣椒，预计总收入7万多元。”辣椒种植大
户李瑞锋一边忙着采摘一边高兴地说。

“去年我种植了 11 亩，今年已扩大到
15 亩啦。看着这一大片绿油油的辣椒地，
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种植大户何世民
欣喜地说。

龙泉村党支部书记王会军介绍：“我们
村今年种植辣椒 80 亩，品种包括烤椒宝银
829、朝天红系列及青椒等。从当前采收情
况看，今年辣椒产值可达25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
来，灵口镇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促农增收，大
力发展中药材、辣椒、食用菌、烤烟等特色
产业，建设万亩连翘基地、千亩辣椒基地，
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增收致富。当前，龙泉、
宽坪、陈庄等 10 多个村种植的辣椒已陆续
进入采收期，全镇辣椒种植总面积超过
4200亩，预计年产值 8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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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老街道路面大坑小坑问题将要解决了，农贸市场建设
已经被纳入集镇改造提升二期工程，村公厕的建成投
用极大改善了居住环境……近日，一件件、一桩桩惠
民事项的落地见效，让镇安县米粮镇八一村广大村民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群众纷纷表示，七里峡集镇这
几年的新变化，都离不开村民协商议事室的功劳。

八 一 村 立 足 村 域 实 际 ，学 习 运 用“ 千 万 工 程 ”经
验，建立了“有事好商量”村民协商议事室，把片区院
落、田间地头、村级广场、生产一线等变成灵活的“会
议室”，吸纳村“两委”成员、“两代表一委员”、乡贤能
人、群众代表、党员、片长、企业（产业）大户、镇政协联
络组成员等共同参与协商议事，就“地”协商解决群众
所盼所需，成为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
镇政协联络组组织辖区委员、联络组成员及村民协商
议 事 室 成 员 ，紧 紧 围 绕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建 设 、社 会 治
理、环境提升、医疗教育、民生实事等重大问题和民生
问题收集反映民情民意，与村民积极沟通协商，广泛
凝聚众人之“智”，有效形成了政协委员主动搭平台、
广大村民说事有平台的良好氛围，探索出了小事就地
协商办理、大事集体研判解决的模式，形成了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随着协商议事活动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八一村
推出的“干部说法说政策、群众说事说心声”活动得到
了广大村民的好评。“垃圾箱设置点不能太远，也不能

太近，远了不方便，近了影响周边
群 众 生 活 ……”一 场 关 于 解 决 垃
圾箱设置点的议题在村民协商议
事室热烈商讨着。经过村干部和
集镇村民代表的充分讨论和实地
查 看 后 ，决 定 把 垃 圾 箱 设 置 点 从
偏 家 湾 迁 移 至 将 军 坪 闲 置 场 地 。

“垃圾箱迁移到这儿后，扔垃圾方
便了，居住环境改善了，住着舒心
多 了 。”八 一 村 一 组 村 民 李 女 士
说。像这样通过协商议事来解决
村民“心头事”的做法在八一村常
态 化 开 展 。 自 从 建 成 了“ 有 事 好
商量”村民协商议事室，实现了干
部唱“独角戏”到干群演“大合唱”
的 转 变 。 如 今 ，八 一 村 的 项 目 建
设如火如荼、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 、社 会 风 气 持
续向好。

八一村“有事好商量”村民协商议事室是米粮镇
基层民主协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米粮镇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和基层社会治理，分别建立镇政协联络组 1
个、“有事好商量”村民协商议事室 2 处，组建社会治
理、协商监督等小分队 5 支，通过开展室内室外“协商
会”与群众拉家常、话发展，把群众关心的、不懂的政

策讲明白、说清楚。截至目前，通过村民协商议事室，
召开片区院落会 54 场次，收集民情民意 50 多条，化解
矛盾纠纷 30 多件，开展“政协委员进校园·心系教育促
发展”主题活动 5 场次，切实发挥了政协组织和政协委
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效拓展了为民服务的
广度和深度。

米粮镇米粮镇 凝协商之“智” 助基层之“治”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江荣霞

“咱们移民安置点设置了垃圾分类
箱，但很多村民就是不按规定投放！”

“王阎街路本来就不宽，好多村民还
把电动车随便停在路边。”

……
8 月 5 日，在山阳县王阎镇双河村移

民安置小区院内，村民代表和村干部围坐
在一起，正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村里需要
治理的重点问题。双河村党支部书记严
忠根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能当场解
决的当场就进行了落实，当场解决不了的
问题他一一记录下来，并向大家表态随后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
院落会开得有声有色。

如今，走进王阎镇的各个村落，不难

发现，这样的院落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在院落会上，镇干部与村民围坐一起，没
有讲台，没有距离，只有真诚的交流与互
动。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从民生改善
到乡村振兴，每一个话题都紧贴群众生
活，每一个建议都关乎乡村未来。

“我们将法治宣传作为院落会的重
要内容之一，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法律
知识问答等形式，让村民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到防范电信诈骗、维护社会
稳定等法律知识。”王阎镇司法干部隆万
锋介绍，镇里还设立了法律咨询处，为村
民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服务，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的法律难题。这一系列举措的
实施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治意识，为构
建平安王阎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院落会上，王阎镇定期表彰在乡
村振兴、文明创建等方面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这些来自基层的“草根英雄”，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
么是担当。他们的故事激励更多村民
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同
时，通过树立标杆、弘扬正气，王阎镇进
一步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
社会风尚。

“为了提升村民的致富能力，镇上在
院落会上还特别安排了农业技术培训环
节。我们邀请农技人员走近群众身边，
为村民传授种植养殖技术实用知识。”王
阎镇农综站干部余曈说，这些培训课程
不仅让村民掌握了新技术、新方法，还激
发了他们创新创业的热情和信心。在技

术的加持下，王阎镇的农业产业焕发出
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动力。

王阎镇党委书记宁远懿说：“王阎
镇将继续深化院落会等群众工作方法
的 应 用 和 推 广 ，不 断 创 新 乡 村 治 理 模
式，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
新格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随着院落会的深入开展，王阎镇的
乡村面貌正在发生着喜人的变化。村容
村貌变得更加整洁美观，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村民的法治意识、文明素质显著提
升；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
加……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幸福画卷正在
王阎镇渐渐绘就。

王阎镇王阎镇 小小院落会 共绘振兴图
本报见习记者 杨若阳 通讯员 蔡彦君

村民采收甜玉米村民采收甜玉米

白塔社区召开院落会白塔社区召开院落会，，协商村民建房申请协商村民建房申请。。

群众在忙着采摘辣椒群众在忙着采摘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