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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近年来，商
南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大资金投
入、用地保障和人才支撑，健全体制机制，推
进“千万工程”在商南落地见效。

商南县加大中央和省级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乡村产业、
乡村治理等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严格执行上
级财政会同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制定的资
金管理办法，由县级整合，每年统筹巩固衔
接等资金对“千万工程”示范村进行支持，确
保各级土地出让收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所获土地增值收益、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收
益等按规定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投入。鼓
励金融保险机构加大支持力度，优先配置信
贷资源，创新信贷产品及服务模式，丰富保
险产品供给，提高保险保障水平。鼓励采用
基金、债券等融资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
投入。用好苏陕协作、定点帮扶、“万企兴万
村”、社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机制，动

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
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更

多分享改革红利。商南县加强年度新增用
地计划和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规模的统
筹安排，在编制县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安排
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在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
村庄规划中预留不超过 5%的建设用地机动
指标，主要用于新兴类、示范类产业用地。
积极探索实施点状供地等灵活供地方式，优
化审批流程，及时满足乡村产业项目及其配
套建设需要。在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村民意愿、优先满足村民新建住宅用地的前
提下，可将村内空闲地、依法回购的闲置住
房所涉宅基地，规划为工业、商业、旅游、康
养等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依规运用市场化
手段保障“千万工程”建设用地需求。

聚焦乡村振兴“五类人才”培育引进，分
类分级开展“千万工程”重要内容培训。商

南县深入实施“耕耘者”人才振兴和“头雁”
项目人才引进计划，持续开展高素质农民培
育和乡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加强“土专家”

“田秀才”“农创客”等乡土人才挖掘培育，积
极发挥回乡能人、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大学
生的作用，不断壮大“新农人”队伍。大力推
广“科技小院”等模式，引进培养农业生产经
营、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
治理和农业农村科技等各类实用人才，加快
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专业人
才，认定一批乡村振兴教育培训基地和现场
教学基地。激发和调动农村基层组织和广
大干部群众投身“千万工程”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及时总结宣传报道实施过程中
涌现出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成效，选树一批
先进典型，开展范例交流、现场观摩等活动，
大力推广可看、可学、可复制的路径模式，营
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商南县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工作责任制，把“千万工程”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一号工程”，建立党政“一把手”亲
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千万工程”示范村
创建指标体系，制定创建办法创建标准和年
度实施计划，按照“自愿申报、综合评审、组
织实施验收认定、动态管理”的要求，明确创
建程序，组织评审验收。将“千万工程”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纳入全县高
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和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重要方
面，作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季度工作擂
台赛的重点内容。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千
万工程”建设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按计
划做好年度检查督查，确保建设质量和实际
效果。每年按照规定对“千万工程”示范村
建设成效显著的部门和镇（街道）进行表扬
激励，对工作推进不力、考核评价排名靠后
的部门和镇（街道）进行通报约谈。

商南多措并举推进“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吴 杭）初秋

时节，走进镇安县柴坪镇柴坪村，农房
错落有致，院落里花草树木摇曳，庭院
干净整洁，纸房渡公园中一棵青檀树
下老人们相对而坐闲话家常，一旁清
澈的旬河水波光粼粼，俨然一幅宁静
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

今年以来，柴坪镇始终将“精致镇
安”提升行动作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的基础性工作，以补齐农村环境卫生
短板弱项为目标，以农村“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庄绿
化美化、村庄风貌提升等为主要抓手，
全面落实“建、提、管、评”四字诀，描绘
美丽乡村新画卷。

柴坪镇以“精致镇安”提升行动
为契机，逐步实施“一核两轴三带”和
美 乡 村 建 设 ，即 以 塔 云 山 景 区 为 核
心，打造磨木路沿线旅游服务轴和旬
河风光轴，建设包括安坪特色农宿、
老虎坪庭院经济为中心的塔云山旅
游服务带，包含旬河沿线纸房渡遗址
公园、集镇中心文化广场、建国流金
岁月文化公园和枫香园战斗旧址的
旬河风光带，创建桃园、余师、建国 3
个村 6000 亩茶园及采、摘、炒技艺体
验的茶旅文化带。通过实施“一核两
轴三带”，柴坪镇探索形成了以塔云
山景区为中心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
式。截至目前，打造了金虎村庭院经
济示范村、桃园村茶韵红色文旅示范
村、建国和柴坪村休闲康养村 4 个特
色村庄。

柴 坪 镇 持 续 推 进 农 村“ 厕 所 革
命”，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
效，全镇累计完成户厕改造 1026 户，
建设公厕 20 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逐步提升。以“清
洁乡村、和美家园”为主题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道路
沿线沟渠 185公里，清理乱搭乱建、拆除残垣断壁和废弃
圈舍等 134 处，督促指导农户整齐码放柴草、农机具等
204处，评选“五美庭院”65户。

聚焦主要道路、村办公室周边、休闲娱乐场地、公
厕等重点区域，柴坪镇对绿化、亮化设施及桌椅、垃圾
箱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通过补栽、修剪、更换、修复等
方式进行全面提升。开展周边杂物垃圾、落叶杂草等
集中清理，同时积极宣传引导村民对自家房前屋后进
行清扫，做到不留死角死面。通过实地走访、无人机拍
摄等方式，排查整治盲点和卫生死角，建立清单台账，
采取动态管理、动态销号的措施推进整改，共发现问题
237 个，已销号 201 个。

柴坪镇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动态评价，每月
评选 11户“文明示范户”，并在全镇通报表扬。建立环境
卫生曝光台，每周不定期对 11 个村进行环境卫生检查，
对整治成效不明显的农户予以曝光，要求限期整改。

“柴坪镇将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创新工作举
措，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同时，积极
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推动乡村振兴与环境保护融合发
展，全力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柴坪镇党委书记朱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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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马宏涛）连日来，洛南县景村
镇开展“访民情·解民忧·帮民富”走访入户全覆盖活
动，更好地深入群众、倾听呼声、了解诉求，切实解决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服务群众“零距离”，
架起干群“连心桥”，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景村镇实施科级干部带头，镇包村领导带队，各
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等全员参与
对镇辖区所有农户、企业等进行全覆盖式走访，围绕
矛盾纠纷、居住环境、民生保障、增收就业、惠民政策
等 重 点 工 作 ，与 群 众 聊 家 常 、讲 政 策 、听 意 见 、做 解
释 ，全 面 了 解 群 众 诉 求 ，收 集 意 见 建 议 ，确 保 不 漏 一
户 、不 落 一 人 。 同 时 ，该 镇 以 走 访 入 户 为 契 机 ，紧 盯
重点领域、短板弱项，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能 当 场 解 决 的 当 场 予 以 解 决 ，不 能 当 场 解 决 的 向 村
民 耐 心 细 致 地 做 好 解 释 工 作 ，并 认 真 研 究 相 应 的 解
决 措 施 ，建 立 工 作 台 账 ，明 确 办 理 时 限 ，确 保 整 改 完
成后第一时间将处理情况告知群众，确保群众满意，
实现精准服务“零距离”。

通过走访活动，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将“群众找上门”
转变为“服务送进门”，以群众满意为尺，用脚步访民情、
用行动惠民生、用实干聚民心，切实为辖区群众解忧纾
困，增进民生福祉，温暖群众心田。

景村镇开展入户走访全覆盖活动

8月26日，在丹凤县花瓶子镇花瓶子香菇示范基地内，工作人员正操作平板电脑对大棚内的温度、湿度等进行实时监
控。该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陕西金时川食用菌预制菜“后花园”。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预计亩均产值60万元、亩均税收6000元，可带动就业600人。 （本报记者 王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