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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镇安县达仁镇，茶园里一片葱茏，茶树整齐排
列，宛如绿色的波浪，微风拂过，送来阵阵清幽茶香。桑园
亦是生机勃勃，桑叶肥嫩、绿得深沉，百亩桑园里村民精心
养护桑树、采摘桑叶。近年来，达仁镇围绕资源优势，不断
培强茶叶、桑叶“两片绿叶”特色产业，通过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主体培育、产品品牌创建等重点工程，让茶、桑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群众收入稳步提高。

“象园村以王莽山下为中心，分布在五坡三沟二川之
中，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村上的茶产业能有现在的规模，
离不开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象
园村党支部书记刘道俭看着山坡长势喜人的茶树，向记
者介绍起村上茶产业的发展之路，“象园村整体发展由党
支部制定产业发展思路，统一村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思
想；党员干部联组包户，引导群众发展茶叶产业并做好全
程指导；群众落实发展规划，精心科管，扎实苦干，才做到
了现在的规模。”

据刘道俭介绍，目前象园村已有茶园 1.7 万亩，茶叶种
植户 328 户，户均茶园 51.8 亩，有茶叶公司 3 个、茶叶加工
厂 11个、茶叶合作社 23个，年产茶叶 80多吨，产值 3200万
元，户均茶叶收入 9.8 万多元，茶产业已然成为象园村农户
增收致富支柱产业。“象园茶”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产品，象园村获“一村一品”示范村等诸多荣誉。

“达仁镇种茶历史久远，自清朝早期刘氏家族从安徽迁
播第一棵茶树起，距今已有近 400年历史，其中发展最为突
出的便是象园村。”达仁镇党委书记马泽博说，截至目前，达
仁镇已发展茶园 7.1 万亩，年产干茶 280 吨，产值超 1.5 亿

元，茶产业已成为全镇覆盖面
最广、带动力最强、受益面最大
的富民产业，下一步，达仁镇将
在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基础
上，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强化市
场管理、延长产业链条、提升象
园茶品牌形象等措施，进一步
夯实发展基础、提升产业收益，
奋力实现“因茶兴业、因茶致
富”目标。

紧跟茶叶这片“绿叶”产业
发展的，还有桑叶。

走进达仁镇春光村养蚕大
户徐纯锋的家，他正忙着收拾
自家的养蚕基地。徐纯锋憨厚
地招呼记者一行坐下，将自己
的致富故事娓娓道来。

“我今年 46 岁了，全家 5
口人。几十年来，我一直勤勤
恳恳，辛劳创业，但屡遭失败，
没想到‘一片桑叶’让我的梦想
成真了。”徐纯锋说，20 多岁时
他就带着妻儿外出打工赚钱，
去过山西、四川、河南等地，下过煤窑、当过车夫、做过建筑
小工，尝尽了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辛酸苦辣，但下苦力仅
仅是勉强糊口。岁月流逝，年龄增长，在外漂泊的他多了对

父母的牵挂，回家发展的心越来越强烈。
2006 年，他回到家乡贷款建起猪舍开始养
猪，由于缺乏养殖经验惨遭失败。后来他
又转行养了 3000 多只鸡，鸡养成了却苦
于没有销售渠道卖不出去。两次创业失败
使他欠了银行 80多万元。

转机发生在 2016年，当时扶贫工作团
和镇干部了解到徐纯锋的情况，为他量身
定制了见效快的新产业项目——栽桑养
蚕，并安排技术专家精心指导。当年春季，
镇上提供桑苗 4 万多株，帮助他流转土地
80 亩建成密植桑园，并扶持其建设 400 平
方米的养蚕室。夏季徐纯锋开始尝试养
蚕，成功收入 6000 多元，他趁热打铁秋季
养蚕 20 张，收入 2 万元。多年来创业，第
一次有了纯收入，徐纯锋心里也有了劲头
和希望，他决定加大规模，再流转桑园 120
亩，养蚕室也增加到 4 栋 3000 多平方米，
年养蚕量最高达到 160 张，收入 30 多万
元，纯收入 16万元。

自己发展产业的同时，徐纯锋还带领左右邻舍一起发
展蚕桑产业，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供应蚕药蚕具。在他的
带动下，村上有 11户年平均养蚕 10张以上、收入超 2万元，
有 8 户没有养蚕条件的村民在徐纯锋的基地务工，年收入
都在万元左右。

一业兴，百业旺。栽桑养蚕打下了经济基础之后，徐纯
锋又买了种羊，用养蚕剩余桑叶养羊，提高桑叶利用率，滚
动发展到现在存栏 200 多头，产值达到 40 多万元；又以蚕
桑为主体开发蚕桑宴，办起了农家乐，年收入在 10 万元左
右。山上养羊、山下养蚕，家有产业，不用再出门，在家就有
稳定收入，还供女儿上了大学，徐纯锋真正过上了幸福美
满、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

徐纯锋的发家致富是达仁镇桑蚕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
实践。近年来，达仁镇为助推桑蚕产业发展，持续加大政策
和技术扶持力度，优化整合桑蚕资源，引进桑蚕产业上下游
龙头企业和先进技术、设备，进一步延伸和拓宽桑蚕产业链
条，不断推动桑蚕产业专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截至
目前，达仁镇已发展桑园 1.35万亩，百亩连片桑园 10处，今
年预计养蚕 3800张，桑蚕产业规模化效应逐渐凸显。

达仁镇因地制宜壮大绿色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让茶、桑这“两片绿叶”在达仁镇的大地上不断开出
财富“金花”，鼓足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将“绿水青山”转
变为了“金山银山”。

达仁镇 “两片绿叶”托起群众致富梦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浩 刘鑫）当前，
我市 329 万亩核桃迎来收获季。近日，在商
州区陈塬街道上河村核桃种植基地，2200 多
亩的核桃林郁郁葱葱，一颗颗饱满的核桃挂
满枝头。全国林草乡土专家、上河村核桃专
业科管技术队队长王锋看着村里即将收获的
核桃，满脸喜悦。

“今年，我们利用中国邮政集团帮扶资
金，对全村核桃园进行 4 次无人机飞防，并带
领上河村核桃专家科管队伍对核桃园进行剪
枝，在后期对病虫害进行防治，总体来说今年
我们上河村的核桃是丰收了。”王锋说。

根据地域分布和核桃长势情况，我市由
南到北陆续进入核桃采摘旺季。

“去年，我们通过电商平台和核桃树认
领，销售额 20 多万元。今年，改良嫁接红仁
核桃 500 多亩，预计产值 200 多万元。”上河
村党支部书记王永锋说。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核桃产业，通过政
策扶持、技术服务等方式，不断提高核桃的产
量和品质。目前，全市核桃种植面积 329 万
亩、产值 53 亿元，开发有四大类 30 多个核桃
产品，“商洛核桃”已获得欧盟和俄罗斯商标
认证，产品远销国际市场。

商洛市核桃研究所所长王敏珍说：“下一
步，我们将派技术人员深入各县种植基地和园区，开展技术指
导、技术服务工作，确保应收尽收，助推群众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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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颜威 薛源）8月28日，在商南县十里
坪镇黑沟村的田野里，村民朱发军正操作玉米收割机开足马力
来回穿梭，对已成熟的玉米进行摘棒、秸秆粉碎，整个收割作业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景象，上演了一幅机械化收
割玉米的美丽丰收图。

近年来，十里坪镇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快
农机新技术、新机具引进，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以前收获玉米都是靠人工手掰，现在机械化收割，一台收
割机每天可完成 20多亩玉米的收割作业，相当于 20多人同时
作业，我的4亩玉米不到半天就全部收完了，收完的玉米棒直接
装车送往仓库，用玉米剥皮机进行剥皮。这套流程下来不仅节
省了很多人力，而且在经济上也能节省不少费用。”在田里收割
完玉米后，望着从玉米剥皮机卸粮管倾泻而下的沉甸甸、金灿灿
的玉米棒，朱发军脸上禁不住扬起喜悦的笑容。

“今年以来，村上按照镇党委、政府部署，积极开展耕地恢复
工作，玉米产量显著提升。为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使用玉米收割
机、玉米剥皮机代替传统人工手掰玉米的收割模式，完成玉米收
割、剥皮、脱粒、秸秆粉碎等多项作业，减轻了群众劳动强度，增
强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当出现恶劣天气时，还可以进行抢时收
割，确保玉米颗粒归仓，此外，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可有效保护生
态环境，增加土壤肥力。”黑沟村党支部书记陈伟介绍。

“下一步，十里坪镇将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提升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高效化生产水平，着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产
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农机科技装备支撑，助推农业发展现代化。”
十里坪镇党委书记王斌说。

十里坪镇玉米机械化收割更高效

“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一起
商讨我们社区环境提升的事情，请
大家多提意见。”“我觉得大家要养
成好习惯，不要乱扔垃圾。”“搞好环
境卫生是大家的事。”“要互相比一
比，看谁家院子干净。”近日，在山阳
县银花镇上店子社区召开的院落会
上，社区干部和群众坐在一起唠家
常、谋良方，共同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出主意、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气氛热烈。

今年以来，为营造“人居环境人
人 护 、护 好 环 境 为 人 人 ”的 浓 厚 氛
围，银花镇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
院落会就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以及
村庄美化、亮化工程如何规划建设
等进行面对面宣传，听取大家对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号
召大家主动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活
动中来，投工投劳，共同维护环境卫
生，取得显著成效。

“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废弃猪
圈，后来经过院落会讨论，大家都提
了改造建议，随后，这户群众主动把
猪圈改造成了菜园，既做到了充分
利用，又美化了环境。”上店子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朝勇说，

“这里原来是一个乱石堆，在院落会
的动员下，群众将其改造成了柴棚，
旁边这些村规民约的牌子都是镇村
干部和群众一起动手制作的。”

院落会不仅向群众宣传了政策，
及时了解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也拉
近了干群关系。经过了几个月的环
境整治，群众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家
家户户门前安装了挂面架、路灯，改
造了柴棚、厕所，硬化了水泥路，有了
休闲娱乐小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
田园山居好风光，群众心里乐开了
花。后湾组村民贾成良说：“我们后
湾组以前‘脏乱差’，到处都是垃圾，
经过改造了以后，面貌焕然一新，我
们都发自内心高兴，心里都很满意。”
后湾组村民柯录良说：“现在比以前
好多了，各种便民设施都有了，也有
了锻炼身体的地方。”

上 店 子 社 区 重 点 围 绕 道 路 、院
落、河道等区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

环境整治提升，社区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现在环境好
了，逢年过节时年轻人都乐意回来与家人团聚，看望家里
的老人，呼吸新鲜空气，社区人气越来越旺了。”张朝勇说，

“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乱堆杂物 83 处，拆除废弃猪舍、
柴棚 31 个，整治农田秸秆 110 多亩，治理河道 4 条 5 公里，
购置垃圾箱 150 个。”

银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毛燕表示，下一步，银花镇将
紧紧围绕“干净山阳”创建目标任务，紧盯道路沿线、村庄
庭院、河道田园等重点区域，以院落会为小切口，采取“镇
—村—网格—群众”四级联动机制，坚持“一日三清”和常
态化保洁，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不断刷新乡村颜
值，擦亮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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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开让）为巩固提升全镇人居环境卫
生成果，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再上新台阶，提升整体形象、增进民生福祉，8 月 30 日，洛
南县保安镇组织机关干部、镇属单位负责人、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及驻村第一书记对各村近期巩固衔接相关工
作、人居环境卫生治理情况进行集中观摩。

观摩活动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观摩+现场打分”的方式，对
全镇13个村依次进行集中观摩。每到一处，由村党支部书记汇
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全面展示工
作成绩，交流工作经验，查找问题不足，明确今后努力方向；驻村
第一书记介绍巩固衔接相关档案资料的规范整理与后期提升工
作。观摩人员每到一处，通过入户查看、翻阅资料、听取介绍等
方式，起到了取长补短、比学赶帮、务实奋进的良好效果。

集中观摩结束后，保安镇召开现场观摩点评推进会。会
上通报了本次观摩基本情况，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需要
着力改进的方面，并对人居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表现优秀
的村进行了表彰奖励，现场颁发“流动红旗”，对后进村给予

“流动黄旗”作为警示。

保安镇深化人居环境卫生治理

“ 老 李 ，你 这 讲 得 适 合 咱 老 百 姓 听 ，我 们 都 能 听 懂
啦，哈哈哈……”

8 月 28 日，走进柞水县杏坪镇杏坪社区的农家大院
里，中共党员、社区六片区片长李锋正在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给围坐在一起的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讲完还不忘普及一些惠农好政策，现场气氛活跃，大
家听得兴致勃勃。

今年以来，杏坪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强化党
支部和党员在应急处突、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中“两个作
用”的发挥。全镇 15 个党支部、665 名党员挺膺担当、主
动作为，携手群众打赢了一场场攻坚战，有效解锁乡村
振兴的“新密码”。

练好应急处突“基本功”

为 提 高 应 急 处 突 能 力 ，杏 坪 镇 紧 绷“ 思 想 弦 ”，坚
持防救结合，今年以来，该镇以党支部为单元、以党员
为主体，开展应急知识技能培训 5 次，组织防汛应急演
练 33 场 ，汛 期 以 来 ，累 计 撤 离 群 众 2800 多 人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战 斗 力 、凝 聚 力 、组 织 力 和 党 员 的 先 进 性 得 到
进一步淬炼。

杏坪社区是该镇今年汛期受影响最大的社区，当洪

水冲破堤坝侵入鹰嘴石居民点时，仍有 76 名群众被困，
危急时刻，杏坪社区党支部临危不惧，紧急协调铲车等
机械 8 辆，10 多名党员冲锋陷阵，连夜转移被困群众。

“这次抢险救援经历，不仅提升了基层党支部面对急难
险重工作时的凝聚力，也为以后做好应急突发事件处置
积攒了经验。”杏坪社区党支部书记詹诗意说。

下好经济发展“先手棋”

在杏坪镇中台村，能人大户、党员范培勇创办的木
耳豆干加工厂格外引人注目。走进厂房，崭新的现代化
机器映入眼帘，传送带上一包包色香味俱全的小袋装木
耳豆腐干特别诱人，范培勇正在仔细检查产品品质。据
他介绍，该加工厂于今年 5 月开始试运营，是继“终南皓
月”茶叶品牌之后他创办的第二个农业产业品牌。

据了解，像范培勇这样的能人大户全镇共有 56 个，
其中党员就有 37 名，除此之外，该镇充分发挥 14 名“头
雁”带富领飞作用，14 个村（社区）党支部围绕“菌果药畜
茶酒”等优势特色产业，已建成茶叶、手撕腊肉等加工厂
10 个，创建乡腊坊、秦山旺农等绿色农业品牌 8 个，建成
民宿 6 个，中台茶旅融合示范区崭露头角，支部党员和能
人大户每周至少 2 天工作在田间地头或加工车间等产业

一线，把关产品各个环节，并为群众传授技术、答疑解
惑，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了让党员聚在产
业链上，群众富在产业链上。

点燃基层治理“新引擎”

地界纠纷一直是困扰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一大难
题，杏坪镇也不例外。“这个处理结果你们双方都还满
意吧？”杏坪镇严坪村党支部书记叶霄对村民杨万凤和
陈子文两家邻里地界纠纷调解工作进行收尾。

据了解，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杏坪镇积极学习运
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三分三理”工作法，采取“分
头受理、分流处理、分类办理”方式，重点发挥 49 名党员
网格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镇 315 名网格员落实好“五
大员”八大职责，把矛盾症结找准在末端、纠纷隐患消除
在萌芽，该起纠纷就是运用此工作法成功调解的案例之
一，“三分三理”工作法也因调解高效、群众满意等多重
优势，被省委政法委、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评为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如今的杏坪镇，特色产业多元发展，村容村貌美丽
整洁，群众生活文明富裕，一幅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
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党建“金钥匙”解锁乡村振兴“新密码”
本报通讯员 吕 洋

8月29日，在丹凤县商镇东峰村一户村民家中，东峰村党支部书记巩迎军和驻村第一书记黄超在和村民一同分
享玉米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商镇坚决扛起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积极组织各村开展农
业生产工作。同时，与丹凤县农技中心对接，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做好病虫害防治，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本报通讯员 陈 冬 摄）

百亩桑园郁郁葱葱百亩桑园郁郁葱葱

西北政法大学学生暑期在茶园开展实践活动西北政法大学学生暑期在茶园开展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