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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立秋时节，漫步洛南县保安镇，道
路干净整洁，民房错落有致，花草树木
茂盛，美丽环境可见可感。今年以来，
保安镇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通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貌，培育特
色产业，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等一系列
举措，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行动走
深走实，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村容村貌村容村貌““靓靓””起来起来

山清水秀生态美，宜居宜业幸福
村。柏油村道平坦干净，田畴阡陌瓜
果飘香，农舍庭院别具特色，乡风民情
和谐淳朴……如今，走进保安镇各村，
弥漫的是诗意，品味的是意境，流淌的
是乡愁。

“以前这儿是个烂河滩，现在政府
投资打造成百亩观光稻田，旁边修了人
行步道，我们下午吃过饭沿着小路欣赏
沿途风景，参观向日葵花海，打卡拍照，
不但锻炼了身体，还陶冶了情操。”仓圣
社区居民李淑会说。

好的乡风民风，离不开好的环境。
围绕“村庄整洁起来，乡村美丽起来，村
民文明起来”，保安镇积极推进污水治
理与环境整治，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净
化、美化、绿化水平。建立环境卫生“周
检查、月观摩、季小结、年考核”机制，扎
实开展“十百千”工程。完善各类基础
设施，充分发挥村内巾帼志愿者“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培育村庄环境卫
生示范员、监督员，形成环境卫生整治
网格队伍，以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推
动文明乡风“大提升”。每季度评选出

“最美家庭”“最美庭院”各两户，激发群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从
根源解决村内脏乱等问题，实现家庭美
向全村美转变。

村民生活富起来村民生活富起来

建设和美乡村，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是重中之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是和
美乡村创建的坚实基础。为持续做大
做强富民特色产业，保安镇结合当地特
色资源，着力培育“果、烟、药、菌、畜”五
大核心产业，大力发挥龙头企业、能人
大户的带动作用，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产业提档升级。
保安镇始终坚持“产业兴村”的理

念，大力推动特色产业走向集群化、现代
化。采取“支部+企业+农户”的组织模
式，建成五味子基地 1230 亩、食用菌设
施大棚 85 个，流转土地 400 亩，实现年
收入 650万元，稳定就业上千人。同时，
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优势，将党员镶嵌
在产业链上，派驻党员干部参与公司日
常管理，监督药材种植、初加工、销售等
环节，确保各项程序合法合规，帮助企业
向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我们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但是不管是品种的挑
选，还是选址、栽种、浇水、销售等，每一
步我们村‘两委’都亲自上阵，全过程参
与，为的是做大做强各类产业，实现群
众 增 收 ，当 好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领 头
羊’！”保安镇北斗村党支部书记张慧芹
信心十足地说。

红色旅游红色旅游““热热””起来起来

红色基因是精神财富，也是文化资
源。为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发展之路，保
安镇集中力量，围绕“洛惠渠”和“唐澍
墓红色教育基地”两处红色革命旧址，
不断探索“红色+旅游”新业态，为和美
乡村建设注入新动力。

站立在“悬挂”于半山腰的洛惠渠

上，大家凝望着流淌了 60 多年的清澈
渠水，仓圣社区党支部书记叶小强边
走边讲解：“洛惠渠，是一条蜿蜒盘曲
在秦岭深处悬崖峭壁之上的‘人工天
河’，它比著名的河南林州红旗渠还要
早 3 年。这条全长 63 公里、宽 1.7 米的
人工建造水渠，是 60 多年前洛南人民
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史无前例的伟大
实践，是洛南时代精神的生动见证。”

沿着碾子沟往前走 1 公里左右就
是唐澍烈士的牺牲地，一座石碑映入眼
帘，石碑上刻着的“唐澍同志殉节处”7
个大字透出庄严气息。1928 年 7 月 1
日，唐澍在率部救援驻守保安的赵雅生
大队时，遭遇敌人埋伏，不幸壮烈牺牲，
年仅 25 岁。20 世纪 80 年代，洛南县人
民政府在唐澍牺牲地立碑，将唐澍殉节
处列为革命旧址和文物保护单位。
唐澍牺牲后，当地村民刘勤娃祖
孙三代义务为烈士守墓数
十年。社会各界、党员
干部和当地群众每年
都会在这里组织祭
奠活动，缅怀先烈，
告慰英灵。

来参观唐澍
墓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的 游 客 王 先
生 说 ：“ 下 次 ，我
会 把 子 女 一 起 带

来 ，让 他 们 了 解 本 地 的 红 色 文 化 ，好
好 珍 惜 革 命 先 辈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换 来
的美好生活，让咱们的红色基因代代
传承下去。”

“保安镇将持续拓展红色旅游产
业链，以仓颉文化博览馆及文化广场
为核心突破，同步启动仓颉造字遗址
群、洛惠渠、唐澍殉节处、祠堂和古民
居 、洛 河 等 文 化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
打 造 一 条 特 色 精 品 旅 游 线 路 ，推 广

‘红色+生态农业’‘红色+休闲康养’
‘ 红 色 +培 训 研 学 ’‘ 红 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等 模 式 ，打 造 地 标 农 产
品和特色手工艺品等旅游衍生产品，
助 推 乡 村 产 业 兴 旺 。”保 安 镇 党 委 主
要负责人说。

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和美乡村有看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群众生活有奔头
本报通讯员 齐彦昭

本报讯 （通讯员 江荣霞）时值夏末秋初，镇安县米粮镇烤烟已全
面进入烘烤“黄金期”。一垄垄烟地里、一座座烤房内外，处处都是烟农
采摘赶“烤”忙碌的身影，一幅繁忙丰收的画卷就此在米粮大地徐徐展开。

走进米粮镇光明村三组毛浓俊烤烟种植基地，成片的烤烟紧密相
连，厚实的烟叶随风摇曳，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有条不紊地进
行采摘、捆扎、搬运、装车等，望着一片片色泽鲜亮的烟叶即将被烘烤，
毛浓俊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毛浓俊作为光明村种烟大户，凭借多年积累的种烟经验和吃苦精
神，从起初的20亩发展到现在的60亩，自己不仅通过种植烤烟过上了
幸福生活，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上半年雨水相对偏少，虽然给
大田管理带来了一定影响，但在烟站技术员和镇村干部的精心指导下，
今年的烟叶长势还是很喜人。目前，烟叶已进入烘烤阶段，眼看‘绿叶
子’就能变成‘红票子’，再辛苦也值了。”毛浓俊笑嘻嘻地说着。

连日来，毛浓俊一家人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条件，一边忙着采摘运输，一
边分叶编杆、上架烘烤……按照烤烟技术员的指导，毛浓俊将已经夹好的烟
叶均匀地上架放好，“预计今年收入28万元，明年还会继续种烟。”

烤烟产业在助推烟农增收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兴村的好产业。“烤烟和其他产业不一
样，烤烟从耕地、起垄、覆膜、移栽、管理、采摘、烘烤、分拣、出售，整个过
程都需要用工，尤其烟叶即将成熟进入烘烤阶段，更是大量用工期，我
就负责招揽工人和帮忙运送物资，每个月挣的钱够日常开销，对我这个
老汉来说，很知足了。”清泉村村民马德东说。

“烟叶入炉后主要经过低温调湿变黄、稳温排湿后熟、通风脱水干
叶、控温控湿干筋等 5个过程，每个过程对温度湿度的要求都不同，因
此，我们烟站下派了技术员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指导，确保每一
片烟叶的质量和色泽。”米粮烟站站长贾小龙说。

在烟叶烘烤前期，米粮镇对17个村的烤烟炉开展了全面排查维修，
并对所有烤烟用电线路进行了详细检修，同时下沉党员干部到田间地
头和院落片区，为烟农提供全程跟踪服务，确保每个烟农都能烘烤出高
质量的“黄金叶”。

烤烟作为米粮镇支柱性产业，全镇上下紧盯群众增收、集体壮大的
总体目标，积极落实产业发展激励奖励机制，不断完善相关基础配套设
施，引导和鼓励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烤烟，并从烤烟育苗、土地流转、
起垄覆膜、烟苗移栽、大田管理、采摘烘烤、储存保管各个环节，全程提
供技术跟踪服务，确保烟农钱袋子鼓起来、生活富起来。

据了解，米粮镇今年发展烤烟8000亩，打造粮烟融合发展基地180
亩，建成千亩烤烟示范村5个和田园综合体3个，预计年产值3200万元，
年带动6000多人次就业增收，小小“黄金叶”变身群众致富“黄金业”。

米粮镇米粮镇 烟叶丰收赶烟叶丰收赶““烤烤””忙忙

本报讯 （通讯员 辛 妍 李星润 刘 炀）8 月 19 日，笔者
走进丹凤县商镇黑沟河村，只见层层叠叠的绿蔓深处，挂满了一串串
晶莹剔透的葡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在黑沟河村，葡萄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每个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
总会种上几棵葡萄树。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黑沟河村就开始了
葡萄种植。除了肩挑背扛拿到县城售卖外，还供给当时的丹凤葡萄酒厂
用于酿酒。几十年来，种葡萄也成了黑沟河村群众赖以谋生的手段。

和众多土特产一样，黑沟河村的葡萄尽管在周边地区有一些影
响，却一直都是小规模种植，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黑沟河村的葡萄
种植历史悠久，家家户户都有种植经验，葡萄种植是村里百姓的主要
收入来源。如何让葡萄产业形成规模化种植、打出自己的品牌，对黑
沟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商镇副镇长李书政说。

2022年，黑沟河村被丹凤县委、县政府定为乡村振兴示范村，水
杂果产业发展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黑沟河村以“果香田园”为目
标，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大力发展水杂果产业。全村水果种植面积
1800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中种植葡萄 800 亩、大樱桃
400 亩、桃 600 亩。全村年水杂果产量 1600 吨，带动群众年人均增
收 6000 元以上。之后，黑沟河村不仅有了“樱红商山”“商山垂珠”
等注册商标，还建起了 3 个气调保鲜库，总贮藏量 300 立方米，能有
效保持葡萄优良风味和芳香气味。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为啥非要进行技术培训，觉得一直以来都种
得好好的，现在非要严格按照葡萄种植流程操作，我们就挨家挨户做
工作。参加了几次技术培训后，村民慢慢理解了葡萄科管的重要性，
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提高。”黑沟河村党支部书记叶召辉说。

黑沟河村借助乡土人才孵化中心的平台链接作用，定期邀请农技
专家到村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着力建设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通过“三百四千”工程，黑沟
河村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村培养后备干部2名、党员致富带
头人3名，尽其所长，积极响应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葡萄园能有今天的繁荣
景 象 ，离 不 开 村 上 所 做 的 努
力。不管是品牌打造还是技术
培训，都让我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我们村的葡萄汁水
多、甜度高，欢迎大家来采摘品
尝。”村民叶宪军说。

黑沟河村黑沟河村 葡萄葡萄““串串””起甜日子起甜日子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近年来，商南
县青山镇马蹄店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助推乡村振兴。

马蹄店村围绕强村富民，村“两委”班子成
员结合村情实际，积极谋划，严守耕地红线和
生态环保政策，探索产业发展新途径，推行“龙
头企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模式，健全完
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
群众收入。发展 50 亩灵芝孢子粉带动 14 户
群众通过务工等户均增收 1800 元；在獐子沟
建设高标准茶园 1000 亩，通过土地流转及茶
园务工，带动 50 多户群众户均增收 2000 元；
结合新马河流域治理，种植石菖蒲 25 亩，不仅
极大改善了新马河流域生态环境，还使今年村
集体经济实现收入 20万元以上。

马蹄店村坚持“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
办”，着力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
有序。建立健全议事制度，严格落实“四议两
公开”制度，推行村级重大事项公开化、透明
化、监督化，努力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工作局
面。健全和规范村级集体“三资”监管机制，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坚强政治组织
保证，切实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减负增效。
完善村规民约，规范运行村红白理事会、村民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破除封建迷

信，革除高价彩礼，倡导孝老敬亲、厚养薄葬、
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等文明健康时代新风，
2023 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5 人、“五美庭
院”15户、致富能手 3人。组织村上老干部、老
党员、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五老”人员与群
众一起，政策同学习，矛盾共化解，有事齐商
议，有效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小
切口”撬动“大治理”，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充分利用春节、国家宪法日、平安建设集中宣
传月、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等契机，通过微
信群动员、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深
入开展各类“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宣传教
育活动。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
入户敲门行动，当好宣传员、化解员、服务员，
帮助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问
题，做到“问题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尽力把问
题矛盾化解在基层，助推村风文明建设。

马蹄店村组建以驻村工作队、村“两委”
干部、党员、志愿者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常
态化对孤寡老人、年老体弱党员、未成年人、
特殊困难群众等群体开展志愿服务，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从小处、细处出发。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强对群众
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慰问帮扶，推动各类惠民
政策精准落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实际行
动为群众分忧解难，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马 蹄 店 村 创 新 治 理 显 成 效
本报讯 （通讯员 蔡铭 刘莹）近日，

走进山阳县城关街道陈家湾村，整齐美观的
党建文化墙、宣传栏映入眼帘，红色文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等宣传内容格
外显眼。今年以来，陈家湾村以建设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示范村为抓手，以党建工作“五个
基本”为着力点，通过优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整合利用文化资源，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再
上新台阶。

“陈家湾村通过设计绘制党建文化墙、制作
党建宣传牌、路灯宣传牌，设置党建文化宣传栏
等方式，打造党建宣传阵地，实现党员教育由室
内向室外延伸，教育模式由封闭向开放转型，教
育对象由党员向群众普及突破，让广大党员群众
在休闲娱乐中潜移默化感受党建氛围。”陈家湾
村党支部书记徐少强说。

为有效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陈家
湾村党支部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思路，
以党建工作“五个基本”为统领，进一步完善三级
党建网格，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陈家湾村党支部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和村
民生产生活质量，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乡
村绿化美化，不断完善文化墙、老人活动中心、
排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鼓励村民充分利用乡村大舞台，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不断充实党

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水平。
陈家湾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如今的陈家湾村，村民安居乐业，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振
兴的路子越来越宽。

陈
家
湾
村
党
建
引
领
激
活
力

特色
产业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张广的不动产权证
书丢失，证号为陕（2023）山阳县不动产权第0008500号，不动
产坐落于山阳县新县河桥东南侧，面积为1830.7㎡，声明作废。

●陕西省洛南县驾鹿乡李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
声明作废。

●洛南县招商服务中心的开户许可证丢失，账户名为
洛南县招商服务中心（社会保险缴费过渡账户），账号为
26810101040026904，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南县支行，核准号为 Z8032000141401，声明作废。

●洛南县招商服务中心的开户许可证丢失，账户名为
洛 南 县 招 商 商 务 局 工 会 委 员 会 ，账 号 为
20361102100100000356431，开户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洛南县支行，核准号为 Z8032000088903，声明作废。

声 明

商品名称

白菜
甘蓝
韭菜
小白菜
菠菜
土豆
白萝卜
胡萝卜
大葱
芹菜
莲菜
蒜薹

等级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计价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上期
零售价
2.00
2.00
4.00
3.00
6.00
1.30
1.60
2.50
4.50
2.30
5.00
6.00

本期
零售价
2.00
2.00
4.00
3.00
6.00
1.30
2.00
2.50
4.50
2.30
5.00
6.00

涨跌幅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备注

↑

商洛市蔬菜农批市场价格监测情况(2024-08-20)

商品名称

莴笋
圆茄子
青椒
西红柿
西葫芦
冬瓜
豆角
黄瓜
黄豆芽
老豆腐
蘑菇

等级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计价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上期
零售价
2.50

2.50

3.00

2.20

3.00

2.00

4.00

6.00

2.50

2.50

4.00

本期
零售价
2.50

2.50

3.00

3.00

3.00

2.00

5.00

6.00

2.50

2.50

4.00

涨跌幅

0.00%

0.00%

0.00%

36.36%

0.00%

0.00%

25.00%

0.00%

0.00%

0.00%

0.00%

备注

↑

↑

监测单位：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依山傍水而建的亲农依山傍水而建的亲农··溪乐谷景区溪乐谷景区

百亩观光稻田绿意盎然百亩观光稻田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