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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近日，走进绿水青山间的镇安县柴坪镇向阳村，映入眼帘
的是绿油油的芝麻和大豆，这便是向阳村发展的集体产业。

为实现富民强村，向阳村用足用活资源，从地多人少的
村情出发，探索发展油料作物，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色”，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村上抓住小流域综
合整治和粮油示范种植机遇，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流转土地
100 亩，其中种植芝麻 65 亩、大豆 35 亩，建设 290 平方米油
料加工厂 1 座。

“我们为牢牢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将2023年小流域治理
整理的70亩土地，由村集体统一流转，连片种植芝麻和大豆，
打造特色产业，这样能有效避免产业发展‘一窝蜂’，减少市场
冲击。流转土地让农户得租金，村集体的规模化种植也有了
效益。目前，油料加工厂正在紧张有序施工，各项设备已经采
购，在9月份可以投入使用，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可增收7万
元。”向阳村村委会副主任任琦高兴地说。

“今年，村上种植芝麻要流转土地，我就将我的 6亩土地
流转给他们，一年还能得1800元。我和老伴不会骑摩托车，
以前榨油不方便，现在好了，村上建起了油料加工厂，我也种
了芝麻，以后榨油就方便多了。”村民徐家升高兴地说。

“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一直以来比较单一，每年就是靠
着光伏收入10多万元，也没有别的了。今年初，经过多次讨论，
我们决定发展油料作物种植。目前，全村种植芝麻200亩、大
豆300亩，粮油作物生产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拓宽了村
民增收致富渠道。”向阳村党支部书记倪锋说。

特色特色产业富向阳产业富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乾宝 王佳姝钰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龙 刘军民）
近年来，洛南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总体目
标，坚持把打造过硬驻村帮扶力量作为有
力有效抓手，突出强队伍、严管理、重激励

“三个聚焦”，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在农
村工作中把方向、抓大事、解难题、办实事
的“尖兵”引领作用，确保驻村干部驻得下、
融得进、干得好，以善谋实干的作风为乡村
振兴聚力赋能、助力发展。

聚焦选优配强，促进作用发挥。制定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选派办法，明确
驻村帮扶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前置审核”
制度，对第一书记人选进行严格审核，确保
选派人员符合要求。先后为“五类村”配齐
配强驻村第一书记163人、驻村工作队队员
326 人。探索建立驻村第一书记召回管理
机制、“三查三看三评星”工作机制和履职

承诺践诺制度，积极组织开展“智雁争级”
和评选“最美第一书记”活动，不断激发工
作动能。2023年轮换期间，下发《督办通知
书》7 份，任命驻村第一书记 95 名。同时，
组织新老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员联推一次
党支部活动、联开一次群众会议、联访一轮
村情民意、联办一件民生实事，通过“四联”
模式，帮助新轮换第一书记尽快熟悉情况，
迅速进入工作角色，实现工作无缝对接，正
常顺利运转。

聚焦从严管理，强化履职尽责。制定措
施，明确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工作职责，
建立目标责任、驻村工作、督查问责等11项
制度，每年组织对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开展集
中培训，组织优秀驻村干部到南京江宁区实
践培训，借鉴经验、拓宽视野，提升履职能
力。2021年以来，累计组织培训 6期，累计

培训村级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员 3544人次，组织优秀驻村第一
书记赴江宁区培训 4次 30多人。建立驻村
第一书记履职承诺践诺制度，完善驻村第一
书记领办实事工作台账，按照季度督导进
展、年度检查落实的方式，推动驻村第一书
记承诺事项落地见效。2023 年完成实事
硬事 2293 件，争取 713 个项目资金 1.32 亿
元，化解矛盾纠纷 1417 件，完成率 97%以
上。2024年承诺为民办实事项目2447件，
截至7月底，已完成1589件。

聚焦鼓励激励，彰显关爱保障。落实每
年1万元的工作经费，由派出单位为第一书
记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办理人身意外伤
害险，每人每日不低于40元生活补助，每年
组织一次体检，每周可报销1次单位驻地到
帮扶村的往返交通费，每人每月通信补助

100元。开展“五争五激”活动深化实施“五
雁工程”，每年评选10名左右优秀驻村第一
书记，优先为符合晋升条件的公务员晋升职
级、事业单位干部晋升职员等级，优先向人
社部门或行业主管单位推荐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职称评审，激发“智雁帮富”新动力。积
极开展评优树模活动，巩固衔接工作开展以
来，共培育各类先进典型240多人。

目前，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年收益 5 万
元以下“薄弱村”实现清零，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省、市平均水平，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 72.3%，打造庭院经济示
范镇 8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50 个、秦岭山
水乡村 60 个，建成灯笼沟、烧烤营地等农
旅融合示范点 4 个，城关街道罗坡村、古城
街道红旗村分别创为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
和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洛南聚力打造过硬驻村帮扶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旭东
杨 林 闵 强）今年以来，中国邮

政集团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投入帮扶资
金750万元，精心谋划五大类26个帮
扶项目，持续助力商州乡村振兴。

强化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农业
新模式。在扶持板桥镇下湾村成功
打造草莓种植示范园区的基础上，
今年再投资 179 万元，建设数字化
智慧大棚自动控制系统，预计 11 月
底建成投用，将实现水肥灌溉自动
控制、温度湿度自动调节、土壤肥力
病虫害等自动监测，平均亩产和经
济效益将同步提高 15%。在定点帮
扶的陈塬街道上河村投资 24 万元，
对农耕体验田项目进行升级改造，
实现用户在手机端实时查看认领土
地农作物长势情况。

加强教育培训，培育乡村人才新
梯队。今年3月份，中国邮政集团出
资32万元，组织商州区乡村振兴领域
69名干部，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浙江大学）开展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专题培训，采取课堂辅导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实地观摩学
习浙江省“千万工程”的治理体系和实践成果，进一步开阔了商州区
乡村振兴领域干部的思路。

丰富活动载体，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3月底，在板桥镇下
湾村草莓产业示范园成功举办了商州区第二届草莓采摘体验文化
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观光打卡，进一步打响了该村特
色农业品牌。从中邮保险陕西分公司争取10万元资金，于“五一”
前在秦岭江山景区成功举办了 2024年“中邮保险杯”首届秦岭江
山健身徒步活动，吸引15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在夜村镇张嘴头
村、板桥镇下湾村、大荆镇普陀村等 10个村开展村级“红色驿站”
试点工作，免费投放快递架、包裹柜等物流基础设施，后续还将根
据实际业务情况增配设备，进一步解决基层群众寄递包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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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柞水县红岩寺镇杜家沟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里，种植大户杜志文对木耳菌棒进行管护。该基地总投
资30多万元，占地10亩，发展了10万袋菌棒。今年基地的木耳长势喜人，供不应求，收益可观。采摘旺季时，基地
可吸纳附近2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6000多元。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摄）

近日，商南县富水镇桑树村 300 亩水果玉米基地迎来丰
收，桑树村党支部积极探索促农增收新路径，组织村里熟悉网
络直播的返乡大学生通过线上渠道销售水果玉米等农产
品，持续促农增收。 （本报通讯员 周衍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