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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乡村振兴局：

宜居宜业惠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李姝特）“以前我们村就是村如其名，乱石横生，灰土满天，村

里还时常有禽畜乱跑，垃圾到处都是。 ”在岚皋县佐龙镇乱石沟村，说到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村民顾凡深有感触，“这几年县上镇上着力整治，现在好了，垃圾有专
门的收集处理地，水泥路也都通到了家门口，不管天晴下雨再不用担心泥土灰尘，
道路两边和农户家门口也种满了花草树木，特别漂亮舒适，我们村真的变得越来越
美了。 ”

近年来，岚皋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对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千工程”示范
村考核体系，在县域内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促进全县村庄环境大幅
改善。整治开展以来，佐龙镇乱石沟村立足自身实际，利用“退耕兴茶”的村庄特色，
因地制宜，以“茶园”治“乱石”，同时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村庄交通干道清洁行
动”“突出环境问题整治行动”“乱贴乱画清除行动”“行为习俗整治行动”等活动，使
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村庄“颜值”不断提升，真正达到了从“乱石沟”向“美茶园”的
良好转变。

“为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更好地做深做实，我县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纳入了县对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内容， 各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进展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岚皋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修鹏说。据了解，岚
皋县还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责任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的工作专班，印发《岚皋县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并配发《岚皋
县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奖补办法》， 对村容村貌整治提升、 基础设施整治提
升、院房环境整治提升、行为习俗提升四类项目一一明确验收标准、奖补额度、兑现
程序，差异化拨付奖补资金，通过严督实考倒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民生福祉，也是实施全县“八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 岚皋县将继续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全年农业农村和巩固衔接工作的
“主抓手”，以实现乡村宜居宜业为目标，让乡村既增“颜值”又添“气质”，惠及百姓
民生。

岚皋官元镇：

让乡村长保洁长美丽
本报讯（通讯员 黄红波）连日来，为贯彻落实省、市、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

议精神和《岚皋县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要求，官元镇高度重
视、多措并举，狠抓“四抓”举措，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该镇先后召开人居环境整治动员会及现场推进会，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谋划推
进。 制定出台了《官元镇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村保洁队伍，明晰了联村领导、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
帮扶干部的职责任务，助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稳步推进；积极动员镇村干部、
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通过走访入户面对面讲解、召开院落会、发放倡议书、张贴
宣传标语等多种途径，宣传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相关政策和要求，夯实“门前四
包”责任，引导群众“养成好习惯、营造好环境、共享好生活”，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形
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机制、后项目，先整
洁、后宜居，先治易、后克难”的工作思路，对村庄、沟渠、公路、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
进行常态化清理，大力推动“厕所革命”和农村污水处理，扎实推进村容村貌、基础
设施和院房环境整治提升。 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发动党员、妇女及公益性岗位人
员，逐人认领责任区域，推进人居环境和行为习俗整体提升；建立农村人居环境考
核评价机制，将人居环境整治与联村领导、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的年终考核挂钩，
坚持月督查、月评比、月通报制度，采取自查与交叉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村的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对工作不力、整治效果差的村给予通报批评，倒逼
工作责任落实，确保农村环境卫生能常清理、长保洁。

截至目前，全镇 6 个村动员人力 400 余人次，出动挖掘机 5 台，清理路边、沟
边、房屋周围以及田间地头的生活垃圾、废旧地膜 7 车，清理小广告 100 余处。

汉阴林业局：

科技护航村特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祝小康）日前，汉阴县林业局邀请市林业局技术专家一同深入

林业特色产业重点镇，适时开展林业科技指导培训，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全
方位”的技术服务。

培训采用观摩学习、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实训、咨询服务等方式
开展。本期开展富硒核桃、花椒、拐枣等三项汉阴特色林业产业培训，针对各镇林业
产业技术负责人，全县核桃、花椒、拐枣等产业示范园大户分层次、分类别开展培
训，参与培训的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接地气、“解渴”。 以产业园为示范引领，解
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让他们发展产业园更有保障。

据悉，近年来，汉阴县以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为支撑，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结合，坚持基地规模扩张和低产园提质增效“两手抓”，在
全县各镇大力开展了以核桃、花椒、茶叶、桑园、猕猴桃、脆李、鲜果等为主的经济林
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经济林建设 40 余万亩，以林业科技大培训为契
机，围绕产业园提质增效，每年低产园改造 1.2 万亩，成立了 4 支培训小分队，开展
汉阴县“521”林业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年培训林农 3000 多人次。

眼下正值春耕时节，走进汉阴县观音河镇，处处呈现
一派繁忙景象：田间地头，旋耕机来回穿梭，农户忙着平地
起垄、育苗播种；猕猴桃产业园里，技术人员“传经送宝”，
手把手教果农们修剪果树、施肥浇水。

在该镇合心村，400 余亩蚕桑产业是该村当家产业。
在集中连片的桑园深处，该村产业发展指导员陈乾广的身
边站满了十多名桑农， 他的管理技术课堂正讲得火热，面
对面为桑农讲解桑树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技术，手把
手地指导桑农除草修剪。

2021 年，该村依托“三个一”产业模式，按照“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发展桑蚕养殖和林下养鸡，实现
村集体收入 20 余万元，先后带动 13 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了稳定就业。下一步，该村计划与金蕙荞有限公司合作，将
桑葚制成桑葚干、桑葚酒，多余的桑叶进行深加工，制成桑
叶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经济效益。

在药王村猕猴桃产业园里，镇农综站干部雷友锡正细
心指导十多名群众规范套种玉米。这只是该镇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田间地头助力春耕生产的一个缩影。

进入 3 月以来，为抢抓农时，该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采取“联村领导+
四支队伍+农技人员”的模式，组织镇村党员干部、驻村干
部、农技人员和各村“田秀才”“土专家”成立春耕生产服务
队，深入到田间地头、春耕一线，重点开展猕猴桃、蚕桑、中
药材、畜禽养殖等技术培训和指导，落实病虫害和动物疫
病防治措施，统计各类物资需求，并及时进行配送、分发。

据了解， 今年以来， 该镇成立 7 支春耕生产服务队，
100 余名党员干部、23 名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指导员奔忙在
春耕生产一线，开展田间指导 33 次、受益 600 余人次，协
调调运肥料 350 余吨、猕猴桃苗 12000 余株。

岚皋县聚焦新一轮驻村干部农村
工作时间短、经验少的实际，发挥驻村
工作队“吃住在村”的便利条件，就近
就便流转或确定一亩以上土（林）地，
开展“每队一亩实践田”活动，激励干
部迅速在产业一线扎下根、成“内行”，
因地制宜找准、拓宽产业振兴路。

3 月 28 日， 岚皋县委办公室将机
关大课堂搬到城关镇永丰村驻村工作
队“一亩实践田”，全体党员干部下地
种植花卉苗木。 活动中， 大家分工协
作、配合默契，挖坑、送苗、栽苗、送土、
浇水……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辛勤劳
作，和村组干部群众共栽植郁金香、绣
球、大丽花等花卉 2400 余株，播撒花
籽 30 公斤。

“此次活动，不仅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劳作的艰辛， 还能切实拉近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 今后将在履行自身岗
位职责中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不断
厚植‘沉下去’‘办实事’的为民情怀，
为做好办公室‘三服务’和包联村乡村
振兴工作献智出力”。 岚皋县委办公室
主任王彬说。

今年，岚皋县紧扣驻村工作实际，
要求各驻村工作队按照魔芋、茶叶、猕
猴桃等县域富硒产业建设规划， 采取
“村上产业是啥就种啥、产业需要啥就

种啥”的办法，确定合适项目开展实践
种植。 村上已有成熟产业项目的，围绕
增产增收进行深入探索； 需新引进产
业项目的，着重做好先行先试，为全面
推广积累经验；目前没有合适项目的，
种植适合当地生长的粮食蔬菜作物。

各工作队积极邀请行业技术专
家，到点开展新技术传播和推广，为群
众提供可种可行的方法借鉴。 立足村
域产业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群众
顾虑，以各村“实践田”为基础，衔接县
内外技术攻关团队， 到村合作研究疑

难杂症，组织技术培训、现场教学，帮
助群众扫清技术障碍、解开思想疙瘩。
同时， 主动收集群众在发展产业过程
中的生产、销售问题，将其放在“实践
田”中，寻求破解、缓解的可靠路径。

各驻村工作队对“实践田”进行网
格化管理。 以驻村干部、 村干部为主
体，农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义务劳动
为适当辅助，利用工作闲暇时间，参与
地块整理、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
销售等过程，全面了解农时节令常识，
熟练掌握生产环节技能和加工销售知
识、信息，详细核算亩产投入、支出、收
益。 通过亲身参与劳动、自主经历产业
管理全过程， 增加农村产业建设直接
经验，逐渐成为“行家里手”。 工作繁忙
时，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常规建
设管理中的紧急劳动任务。

各驻村干部结合“实践田”活动，
主动与群众交流经验、探讨技术，邀请
“土专家”“农秀才”到点指导，积极向
其学习请教。 各帮扶部门把“实践田”
活动作为机关干部做实帮扶工作的平
台载体， 组织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分批
到点劳动， 结合党支部组织生活会进
行查找反思，通过一线实地锻炼，更好
地听得懂农村的事、帮得上农业的忙、
接得上农民的话。

本报讯 （通讯员 兰宗）4 月 6 日，
按照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标准 》与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管理办法》， 经安康市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和公示，汉
阴县盘龙桃花谷景区等 3 个景区被
正式批准命名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

汉阴县盘龙桃花谷旅游景区位
于蒲溪镇田禾沟境内，景区西至田禾
沟河道 ，东至胜利村村口 ，南至黄塔
沟，北至黄塔沟口 ，北距十天高速蒲
溪出入口 1 公里， 区域交通便利，十
天高速、316 国道、月河旅游观光路穿

境而过， 与景区主干道蒲田路相连。
景区内旅游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依托
十里桃花、百亩荷塘、千亩果园现已建
成 1 号、2 号观光游线，建成投运“太
空舱”精品民宿、“桃源居”特色餐饮、
亲子农场、荷塘垂钓活动等服务体验
项目，配套完成游客中心改造、星级旅
游公厕 1 座及生态停车场 3 处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是集乡村旅游、休闲度
假、拓展培训、健康养生、特产购物于
一体的桃源休闲旅游目的地。

“十四五”期间，汉阴县将以培育
文旅康养百亿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契
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岚皋：种好“实践田”争当农把式
通讯员 苏云 张毕顺

汉阴盘龙桃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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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莹 陆清芳）4 月 6 日，岚皋县全胜寨旧址保护维修工程正
式启动，全胜寨旧址位于岚皋县民主镇境内，于 2018 年被列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属于不可再生文化资源，对于研究明、清、民国时期岚皋历史文化和寨堡建
筑具有重要价值。

据了解，全胜寨旧址保护维修工程由陕西省文物局审批，岚皋县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组织实施，陕西唯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项目总投资 800 余万元，计划工
期 240 天，项目建设包括全胜寨旧址范围内主体建筑、寨墙、寨门维修，寨墙墙体加
固、寨内道路维修铺设、排水系统恢复以及环境整治、白蚁防治等。该工程的实施将
会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建筑，尽可能多的保存真实的历史信息，为后人保护、研究
文物和历史提供方便。

岚皋文旅局：

启动全胜寨旧址保护工程

按照规定时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并且在
其受理的时限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
正材料后，应当在 15 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
理决定书》或《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自受理工伤认定
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认定的决定，并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书》。

为了简化工伤认定程序， 对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 应当在 15
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认定决定应当自
作出之日起 2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送达。 送达
对象包括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
所在单位，并同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多久能作出认定决定?

四月仲春， 白河县宋家镇双喜村绿树成荫， 景色宜
人。干净平坦的彩色沥青路串联着整个村庄，白墙黛瓦错
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在苍翠茶园的萦绕中显得格外靓丽整
洁。

“在村支书的发动下，大家一起动手，改厕所、搞卫
生、拆破旧……双喜村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
亮，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好政策，如今连城里人都羡慕
我们的生活啦！ ”村民张隆秀言语中不禁流露出喜悦与自
豪。

双喜村村党支部书记杨猛介绍说：“我们村的基础条
件本来就不错，在环境整治过程中，我们因地制宜，按照
统一标准实施提升工程，在村支部的号召下，党员干部主
动靠前模范带头，群众充分发挥“主角”作用，扎实开展以
“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为主题的村庄清洁四
季战役行动，通过引导群众逐步转变观念，共同打造干净
整洁、有序规范的乡村人居环境。 ”

像这样党建引领、群众参与，齐心擦亮乡村底色，如
今在白河乡村已是蔚然成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
以来，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及早制定并印
发《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整治方案》，明确提出以建
设美丽宜住乡村为目标， 重点实施村庄清洁、“厕所革
命”、垃圾清理、污水治理、示范提升等“五大专项行动”。
同时，以“一镇十村”为载体，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提升标准，以“村支部+党员+五美庭院+示范村庄”为特
色，深入开展卫生整洁环境美、摆放有序整齐美、养花种
树生态美、身心健康生活美、文明风尚和谐美等“五美庭
院”示范户创建和示范村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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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风 ，和煦爽心 ，四月的
阳光，温暖不燥。 草色如青似碧，木
叶欣欣向荣，正值出行游玩的好时
节，本期《周末去哪儿》栏目为广大
读者推荐一个环境优雅 ， 老少皆
宜，吃喝玩乐于一体的“金州农舍”
农家乐。 带你回归大自然，走进原
生态，品民俗乡味，赏春日盎然。

金州农舍位于汉滨区新城办
东西沟村一组，农舍的外观大气质
朴，背靠香溪洞梁，距离南环路仅 6
分钟车程，占地总面积 3000 余平，
交通便利，空气清新，环境优雅。 是
一个具有乡村土灶特色的农家美
食院落。 在这里，村舍、青烟相映成
趣 ；高树 、低竹俯仰生姿 ；绿草如
茵，鲜花盛开，彩旗飞舞，此间的一
切都投进了农家乐的怀抱。 农家乐
装饰还原乡村的风格，实木的柱子
上悬挂着大小迥异的葫芦和金黄

的玉米穗子，土灶，簸箕 ，栅栏 ，小
菜园，鱼塘、儿童乐园、民俗长廊 、
休闲凉亭等设施，让人感受到浓郁
的乡土气息，有宾至如归之感。

在这里， 有特色农家饭菜，以
山地鸡 、跑山猪 、黑山羊 、山水鲜
鱼、木耳、香菇、洋芋、红苕等原生
态绿色食品以及各类农家生态蔬
菜为原料制作美味 。 主要有辣子
鸡、酸辣木耳鸡、红苕蒸肉、梅菜扣
肉 、酸汤肘子 、豆干腊排 、清蒸鲈
鱼、烤全羊 、摔碗酒等独具陕南特
色的美味佳酿 。 都是久违的柴火
味，家乡味。 最出名的要数农家乐
创始人花姐（李花）做的蒸碗子，蒸
碗子是安康的特色美食，逢年过节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花姐做
的蒸碗子肥而不腻， 嫩滑爽口，深
深地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吸引了
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品尝打卡游

玩。
金州农舍依托着汉滨区的区

位条件以及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淳
朴民风民俗, 为充分体现 “亲农修
土，淳朴回归”的农家乐定位，致力
于改变现有农家乐市场经营“酒店
化”、服务“农村化”的普遍现状，本
着“产销结合，助力脱贫 ”的初心 ，
李花和丈夫投资兴建此农家乐。 他
们宣称原生态、绿色是对金州农舍
对菜品的要求 ，拓展衍生品 、辐射
上游产业，带动就业是他们的社会
责任。 从“土”字出发，“新”字着眼，
突出乡村的特点，乡土气息加上创
新想法 ， 利用历史悠久的乡村美
食，打造出了一个真正具有陕南特
色美食文化的农家乐。

（推荐人：张晶晶）
地址 ： 汉滨区新城办城东村一组
电话：15319861232（李女士）

“金 州 农 舍 ” 饭 菜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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