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 汉阴县涧池镇紫云南郡蔬菜
大棚，陈兴松正在里面查看着草莓苗。见走来
众多生人，他腼腆地笑了，向大家介绍起大棚

种植情况：“我这个 1 亩地的大棚， 今春全部
种的圣女果，纯利润 5000 余元，秋季又栽种
了草莓，开年即可卖钱，一年总共可收入 1 万

多元，加上和妻子在合作社务工每月共 6000
元，日子有盼头啊。 ”

只要无特殊意外， 陈兴松的家庭是无需
担心返贫的，而他的生活现状，也是汉阴县 7
万余脱贫人口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随着
“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汉阴县明确严守防
返贫底线、稳定就业增收、率先产业振兴的工
作思路， 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你的困难我来解”

整合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 、“321”社会
基层治理平台和行业部门信息 ， 创新开发
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手机 APP 系统及
PC 端， 是汉阴县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大举措 。 该系统将
全县所有农户纳入防返贫致贫监测范围 ，
村 、镇 、县级对监测的农户情况进行核实 、
研判后，对“风险户”及时落实帮扶措施，防
止返贫。

平梁镇二郎村村民成典勇， 去年 5 月确
诊为主动脉关闭不全， 住院花费医保报销后
还欠下一笔账， 又因生病后无法进行重体力
劳动，家庭收入骤减。村干部帮其在防返贫系
统申报了风险，经村级初核、镇级复核、县级

审定后，确定该户为突发严重困难户，同时，
经村委会申请、镇民政所核实、县民政局审批
程序后，将其全家纳入低保对象，并向县医保
局申请大病救助，暂时解决了其生活困难，并
对该户实施长期重点监测。

目前， 利用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手机
APP 系统， 全县共排查出脱贫不稳定户 204
户 651 人，边缘易致贫户 231 户 653 人，突发
严重困难户 616 户 1902 人， 落实帮扶措施
1634 项。

当农户家庭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等
重大情况支出远超家庭承受能力， 通过行业
部门政策支持后依然无法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时，由县乡村振兴局组织启动防贫保险，保险
公司按程序和标准进行赔付， 赔付金额 1 万
至 5 万元不等。

涧池镇东风村村民李应波因突发脑出
血，住院治疗花费 15 万余元，落实各项帮扶
措施后，欠账依然很大，县乡村振兴局启动防
贫保险，保险公司为其理赔 8000 余元。

该防贫保险是汉阴县与中国太平洋财险
公司合作，县财政预算 185 万元建立的防贫
保险基金。若当年赔付基金不足时，可追加保
费，若当年有结余，结余保费递延至下一年度
使用。

(下转八版)

时至今日，耕地“碎片化”依然
是制约南方丘陵山区规模化农业发
展的最大瓶颈。 而在人均耕地只有
0.51 亩的湖南省双峰县， 这种情况
正在悄然改变。

“我今年种了 500 多亩水稻，全
部是农机作业，既方便又省心，效率
是过去人工种植的五六倍。 ”双峰县
种粮大户李源说。

双峰县地处湘中丘陵腹地，人
均耕地面积少，“碎片化”严重，农业
机械化整体推进的 “先天” 环境很
差。近年来，依托当地小农机产业的
蓬勃兴起， 全县农业规模化经营发
展迅猛， 累计注册了农机专业合作
社 108 家，流转土地 48 万亩。

双峰县农机事务中心主任舒俩
斌告诉记者， 双峰大力推进 “互联
网+农机服务”模式，实现了从农机
销售、维修到服务预约、补贴发放的
全流程网上办理， 农机作业效率提
升，农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记者日前在双峰县农机展示中
心看到，大到近 10 米高的循环谷物
干燥机， 小到可以在蔬菜大棚里进
出自如的小型旋耕机， 装备北斗系
统的洒药无人机……各类小农机一
应俱全。

“目前全县生产的小农机产品
涵盖 60 多个品种 300 多种型号，只
要农民想得到的， 在这里基本上都
可以买到。 ”舒俩斌说，全县现有农
机制造企业 85 家， 规模以上企业
70 家 ，从业者 3 万余人 ，拥有从原
材料供应到产品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据了解，20 世纪 90 年代，当地
红火 30 多年的国营农机厂退出历
史舞台。看好小农机技术简单、市场
广阔， 一些下岗职工和个体老板接
过农机生产的接力棒， 纷纷办起了
农机厂。短短两三年，全县的农机厂
家就超过 200 家。然而好景不长，产
品低水平、 同质化导致低价无序竞
争， 许多厂家没撑多久就 “关门大
吉”。

针对这种局面， 双峰县对本地
农机品牌、企业、资源进行了一系列
整合，鼓励强强联手、差异经营，并

在政府引导下建成了农机专业市场。 一系列的改革使双峰农
机很快摆脱了价廉质劣的形象。

2019 年，双峰县永丰镇（现为永丰街道）被列入湖南省首
批特色工业小镇，双峰县也迅速成长为辐射全国、进军海外的
农机产销地。在地方政府的鼓励引导下，双峰农机企业加快了
产业升级步伐，邀请院士专家团队进驻特色小镇，并设立院士
（博士后）工作站，成立丘陵农机研究院，联合 19 家科研院所
同 35 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互联网平台，异地同创、一
网共享， 先后组建了 3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10 个省级研发中
心。

“目前，双峰农机销售网络已遍布全国，销售额年均增长
10%以上。 不仅传统的碾米机、烘干机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
一，新研发的油茶剥壳机等特色小农机销售更是火爆。 ”舒俩
斌说。

“未来双峰小农机除了继续巩固国内市场外，还将重点针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辟海外市场。 ”双峰县副县长戴勇
告诉记者，目前双峰已有多家企业在非洲、东南亚等地设立销
售服务站，建起了“海外仓”和售后服务网络，长期派驻专业技
术员，为当地农民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 数据显示，2020
年双峰小农机克服疫情影响， 完成农机自营出口 1837 万美
元， 今年前 10 月完成农机自营出口 2076 万美元， 同比增长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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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红叶美景、住特色民宿、品清酒佳肴、
购山货特产、 访革命遗址……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汉滨区茨沟镇总是人潮涌动，游客驾车
纷至沓来，在这里“打卡”美景、美食。

近年来，茨沟镇创新举措，拓展农业发展
空间，拉长农业产业链，深挖地域文化，围绕
“实力茨沟、活力茨沟、魅力茨沟、品牌茨沟”
建设目标，依托“三色”产业阔步走上农旅融
合发展之路。

一支支整齐排列的菌棒， 一朵朵浅褐色
香菇升柄展伞，圆鼓鼓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
着采摘、分级、烘干、装筐，丰收景象尽收眼
底。

茨沟镇因地制宜， 近年来大力培育香菇
孵化园区， 建成集扶贫助农、 食用菌培养生
产、加工包装、储备销售、观光体验于一体的
三产融合多业态发展的“香菇小镇”田园综合
体。已建成红岩食用菌脱贫园区、枸家坝菌棒
生产培养基地和松坝后沟香菇种植基地 3
个。

“我们红岩食用菌脱贫园区免费为农户
提供大棚和技术培训， 借出菌袋， 经统一种
植，保底价回购，让群众掌握一项技术，持续
稳定增收。”安康市香菇小镇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德强说。

“今年第一茬出菇率非常好，产了 1 万多

斤，卖了 3 万多块钱，预计后面还能产 2 万多
斤，自己根本忙不过来，还请了 3 个工人呢！”
菇农喻家东一边忙着分拣香菇一边说。

家住沈坝镇的菇农喻家东是最早一批响
应政府号召，来到茨沟红岩食用菌脱贫园区
学习香菇种植技术的农户，掌握了技术后的
喻家东回到家里发展了 35000 个菌棒， 第一
年就收入颇丰，经过三年发展，如今他已经是
远近闻名的香菇种植能手，香菇成为家里经
济支柱。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茨沟镇
将食用菌产业发展和产业致富紧密结合，与
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延伸出基地代养、借
袋还菇等模式，初步形成以茨沟香菇小镇为
中心，带动全区发展香菇 1000 万袋，年产香
菇 1 万吨，辐射大河、谭坝、中原等 19 个镇办
39 个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香菇产业，带动群众
2100 余户 ， 实现产值 1.2 亿元 ， 实现利润
3000 万元。

“今年疫情影响来的人比往年少一点，最
近疫情缓和了，到周末客人都是打电话预订
饭菜、房间。 ”茨沟镇西沟村胡桃里休闲农庄
业主李志桂说。

家住安康城区的张琪一家最近早早定好
了出行计划，提前联系了李志桂预订农家饭，
等不及车停好，孩子就已奔向田野。

“平时上班压力大，周末来这边与孩子一
起亲近大自然，特别开心! ”张琪眼里，这就是
他们一家人梦想中的家园。

2018 年以来， 茨沟镇大力推进乡村旅
游，西沟村两委精心谋划，发展起一批特色农
家民宿，结合农耕文化，将村民原有普通民房
改造成特色休闲农庄，重点以休闲养生、民宿
度假旅游带动西沟村农业转型。 镇党委政府
将“农超”进行对接，规范“电商中心”运营，引
导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办餐饮住宿、 休闲
娱乐等各类服务个体， 促进消费供需优化升
级。

截至目前，茨沟镇已成功举办七届 “金
秋好时节 、茨沟赏红叶 ”旅游推介和 “相约
生态茨沟 、采购农家山货 ”消费扶贫活动 ，
仅 2020 年便实现农副产品 450 余万元销
售额。 西沟村、瓦铺村被评为“陕西美丽宜
居示范村”，全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格
局正在形成。

王莽山上，三个山垭在这里交汇，另有三
条公路分别通向安康茨沟镇、旬阳和镇安。站
在界碑前，举目四下，云雾缭绕，抗日战争时
期，曾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红色故事。

沿着红色步道， 红色印记遍布王莽山的
各个角落，“杜超烈士纪念碑” 等红色革命事
迹介绍随处可见。在这里，人们在体验中缅怀

先烈，了解历史。
如今随着红色研学游日渐火爆 ， 越来

越多的人驻足王莽山革命根据地“打卡 ”留
影。 “近几年，我镇广大党员干部一起努力，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深入挖掘茨沟红色文
化基因， 着力提升瓦铺村抗战老兵党性教
育基地与王莽陕南抗日第一军纪念馆的接
待能力， 现已建成中小学红色教育研学基
地和特色党性教育基地， 我们将把握新机
遇，做大红色旅游，做好乡村振兴。 ”茨沟镇
宣传委员成敏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而今，茨
沟镇重点围绕党性教育、 地标核桃、 优质烤
烟、稻油基地、民宿体验、豆腐小镇、峡谷漂流
和山货交易等八个基地及红豆杉绿色小镇培
育市场主体，做好“一村一品”产业发展、环境
治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规划
布局，实现村村有特色、齐头并进差异化发展
的新格局。

“下一步， 茨沟镇将继续做强红色文旅、
绿色林果、金色种养三色优势产业，做靓红色
硒谷、清酒之乡、豆腐小镇三张名片，通过实
施三联共建， 努力将茨沟建成乡村振兴的领
头雁、 农旅融合的先行军和三产融合的排头
兵。 ”镇党委书记马金乾说。

“三 色 ” 样 板 看 茨 沟
通讯员 刘杨 罗妍

近日，白河县茅坪镇金融先锋产业发展服务队深入辖区枣树村大棚草莓园，指导做好冬季草
莓管护施肥等工作。

为促进产业振兴，茅坪镇党委结合辖区各村产业发展现状，针对性挑选各类“土专家”、“田秀
才”组成金融先锋产业服务队，巡回深入各村指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侯德胜 摄

大棚“田秀才”服务指导忙

近日在岚皋县民主镇明珠社区睦邻之家巧妹子合作社，6 名搬迁妇女变成社区工人， 正紧张
有序赶制围裙订单。

近年来，明珠社区按照“红色党建引领、金色两业增收、橙色三方管理、绿色 4+x 服务”思路，
探索出睦邻之家社区管理服务新模式。 通过引导搬迁妇女更新观念，进工厂到园区、赶制订单学
技能，实现灵活居家就业。

赵坤 陈诚 摄

社区“巧妹子”订单赶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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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子子有有奔奔头头 生生活活有有劲劲头头
通讯员 吴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