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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街道 、 安静舒适的院
落、满眼绿色的“粮仓”……平利县广佛
镇走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

“每尾鱼苗 2 两重左右， 每亩投放
200 尾左右，已投放 50 亩。 ”广佛镇松河
村党支部书记刘诗安对笔者说 ，“夏季
稻鱼共生，冬季再种一茬油菜 ，一田三
用。 ”

广佛镇松河村富硒水稻种植基地
有 360 余亩，是“松河、闹阳坪产业长廊
建设”基地起源地。 近年来，广佛镇松河
村突破创新，以稻为主、以渔促稻、稻渔
共生，冬季再度“营业”，种植油菜，实现
一田多业、一水多用 ，提高粮食生产效
益。

“我们这里海拔高、气温低，农作物
生长周期长，农作物产量也不高 ，今年
推行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后，
实现了一地两收，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
产量，群众的收入也提高了。 ”广佛镇东
山寨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学向笔者介绍。

在广佛镇东山寨村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示范点，只见绿油油的黄豆苗
已经冒出了头，像是鼓足了劲 ，似乎要
和旁边的玉米苗一决高低。 这个示范点
由合作社组织专人进行除草、 防虫，统
一种植管理。 据悉，截至目前，该镇已完
成大豆种植面积 6000 余亩，建成县级示
范点 1 个，镇级示范点 2 个，村级示范点
12 个。

自 “三联 ”共建模式实行以来 ，广
佛镇香河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好了，
群众的就业岗位增多了 ， 口袋鼓起来
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让更
多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老有所依，小有所养。

据悉，香河村将 400 亩茶园流转给秦汉古茶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同时注入资金 200 万元，按照股份占比获得红利，以此壮
大村集体经济。 同时企业采取吸取劳动力就近就业、流转资源等
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三联”共建、一地两收、一田三用，这只是广佛镇乡村振兴道
路上的小小缩影。 近年来，广佛镇加强党建引领，通过不断激发基
层党组织活力，积极打造基层组织坚强有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的良好局面。

六月的汉阴， 沿月河两岸的乡村田园呈现出一
片绿意盎然的生机，一望无际的“富硒稻”犹如绿毯
铺在大地上，错落有致的民居与绿色稻田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醉美乡村、生态家园的全景画卷。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辖区的富硒绿色高标准水稻
示范基地，万亩富硒稻田正发展成为集生态种植、农
业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项目， 这是该镇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
牵引，以“土地稳粮保粮”为抓手，以“农业增绿增效”
为方向，探索发展的“生态绿+蛙声响+稻花香”生态
农业。

为推进辖区耕地绿色生态种植， 确保农业发展
走在稳粮、提质、增效、环保的正确道路上，实现经
济、生态、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促进农业增收，助力群
众致富。近年来，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保粮食安全
和产业振兴工作，按照“党支部+龙头企业+农户”模
式，采取“订单生产”，积极调动农户参与种粮积极

性，并适时让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学种植、
管护和病虫害防治指导， 为富硒生态稻产业发展保
驾护航。

该镇镇长温汝康介绍， 今年的富硒稻产业发展
定下了“无害、绿色、生态”的基本调，种植管护严格
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通过统一选种、统一播育、统一
管理、统一施肥、统一治虫，有效解决了农户育秧技
术水平低、秧苗质量差等问题。同时采取领导联村亲
自抓、农业干部到村抓、包片干部到户抓的模式，面
对面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服
务解难题。

据悉，今年以来，该镇全面落实各级保粮食安全
的工作要求，加大对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政策扶
持，引导群众科学种植，推行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实
现了富硒稻产业发展耕种质量好、产业结构优、管护
标准高、品牌效益强的特点，万亩良田展示出生态发
展、助农增收的勃勃生机。

雨后清晨，走进白河县仓上镇天宝村 6
组的板栗南瓜园， 但见满地青翠， 叶绿花
黄。 瓜叶下，灰绿色的南瓜均匀密布，在露
水下闪动着油润的光泽。 结满了瓜的层层
梯田，像一幅生机盎然的绿色画卷。

瓜园主人赵正国随手摘下一个碗口大
的南瓜，掂了掂分量，告诉笔者：“这种瓜我
今年种了 150 亩，只要雨水充足，亩产能达
4 千斤，按最低价算，一亩地也有 3 千多元，
经济效益比其他作物都高， 而且成熟瓜宜
储藏 、 耐运输 ， 在城市乡村销路都非常
好！ ”

今年 39 岁的赵正国，小时候家里贫困，
15 岁就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出去打工， 拉砖
胚、烧焦碳、上建筑、在饭店打杂，能干的活
几乎都干了个遍。 后来在西安成家，跟一个
果蔬店老板摸索着做起了水果批发生意 ，
跑遍了陕甘云贵川和广东、 福建一些沿海
城市，把一车车“俏货”从西拉到东，从南拉
到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十多年下来，赵

正国摸熟了行情路子，了解了市场需求，也
攒下了一笔创业资金。

“这些年在外边跑，看甘肃平凉的农民
种板栗南瓜赚了钱，陕西关中种水果柿子经
济效益好，还有一些地方把板栗蜜薯做成发
家产业，老家的土壤气候也适合种植，就想
回来和乡亲们一起把这几样产业发展起
来！” 几年前，赵正国回来办事，看到山上农
户搬迁后，大片耕地被荒芜，乡亲们说要是
谁有好项目，大家愿意抱成团一起干。 而且
政府和村上都鼓励乡贤能人返乡创业，就更
坚定了赵正国“回山”的决心。

去年春，赵正国让妻子在西安照看上学
的孩子，独自回来开始了创业之路。 在田地
上做文章，关键要有土地。 刚开始协商土地
流转问题时，有的农户看他“光杆司令”一
个，担心他人回来心没回来，干事有头没尾
的撂摊子走人，也不敢把“宝”全押在他身
上。

后来，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支持协

调下， 赵正国与 30 多个农户签订了 220 亩
土地流转协议， 首期 10 年的流转费一次到
位。 紧接着，“正林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 “办事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是
个能成事的人。 ”农户们心里也踏实了，都
愿意跟他一起干。 从秋后开始翻整土地、修
蓄水池、安装喷灌设施、拉运农家肥到春季
栽种瓜苗，十几个流转土地的老乡成了公司
的产业工人。

“赵正国回来，给我们带来了务工挣钱
的机会。 我家 4 亩地，拿了 6000 块流转费，
今年我两口子在他那儿都挣了 3 万多！ ”赵
正国的产业园一开始生产，林长学夫妻俩就
开始上班，男方在工地带班 ，工人食堂安
在他家 ，媳妇给伙食上做饭 ，两 人 一 月
能挣 7 千多块钱工资 。 “都住在附近，晌
午也能回家照管牲口， 一天还管 3 顿饭，挣
的都是净钱。 ”林长学说，自己快 60 岁的人
了，出去没人要，在门上有这份“差事”，他干
得用心尽力。

农村天地广阔，因地制宜兴产业才是长
远的发展。 赵正国“走南闯北”在外跑了 20
多年，也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当初打算“回
山种田”时，妻子和娘家人并不理解，但他的
“根”在这里，浓浓的乡情让他依然作出了选
择。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非常大，环境美了，
交通便捷了，政府也非常支持家乡人返乡创
业，这是最大的动力。 我做果蔬批发时打开
了一定的销售渠道，山上有土地有劳动力，
为啥不把资源组织利用起来，带着乡亲们一
起发展呢？ ”

“连续下了几场雨，气温又高，正是瓜果
作物生长旺盛期，再过 20 来天，大批板栗南
瓜就要上市了。 ”这几天，赵正国正计划着
在瓜园最上端做一个索道，采摘时通过索道
把南瓜滑运到路边装车。 趁着南瓜还没到
采摘期， 他集中劳动力把另一块 50 多亩的
撂荒地也全部开挖出来，种上了板栗蜜薯，
坎边路边栽了樱桃、水果脆柿。 昔日荆棘满
地的荒山坡，如今绿意融融，一派生机。

“周书记，邓支书，你们又来看我了呀！ ”
岚皋县城关镇联春村八组村民李良明上午正
在院子打扫卫生， 看到驻村第一书记周兰和
村支部副书记邓兴来到家里， 马上放下手里
的扫帚笑着欢迎。

“全屋里里外外搞了粉刷，室内电线管这
些也重新安装过，家里瞬间敞亮了许多，多亏
了党的好政策。”56 岁的李良明看着自家旧房
改造后的新居，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翻新后的屋顶不漏雨了，住得很舒心。 旧式
猪圈也改造了，现在喂了 10 余头猪，真是赶
上了好时代！ ”李良明说。

“石板瓦、裂缝墙，透风漏雨愁断肠。 ”这
是以前联春村的实际状况， 让不少居住在几
十年老屋的群众一筹莫展。

前段时间， 联春村大力实施旧房整治提
升项目，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优美宜居的生

活环境。
崭新的平房、洁白的墙面、窗明几净、家

具家电齐全；农家庭院整齐靓丽、蓝瓦白墙绿
树掩映；平坦、干净的村水泥路四通八达连农
家，水泥路两侧的农房，一排排，一趟趟，砖瓦
相间，井然有序，到处洋溢着幸福浓郁的乡村
气息……

“住房问题一直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 院
房提升和危房改造事关民生福祉， 事关乡村
振兴。 改变了群众居住面貌， 确保了住房安
全，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形成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为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全村 25 户院房提升和
危房改造已全部完工， 正在开展村级 ‘回头
望’。 ”该县生态环境分局驻该村第一书记周
兰说。

改造是基础，提升是目标。 上下联动，举

好组织领导“指挥棒”。 “为持续推进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村上与 25 户
院房提升和危房改造户签订了 《院房提升改
造承诺书》，整治提升项目涉及庭院、墙面、屋
顶、门窗、厕所等区域。 我们进行动态监测机
制， 及时发现、 及时解决，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城关镇包村干部罗启胜说。同时，该村进
一步加强农房建设管理， 支持农房实现功能
现代、风貌乡土、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
保的宜居要求， 完善居住功能， 改善居住环
境，旧房整治提升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

老房子改出新生活，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了，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调动
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激发了农村经济
发展的活力， 吹响了农村幸福生活的响亮号
角。 一幅天蓝、山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正
在联春村徐徐展开。

乡贤创业 瓜果满园
通讯员 朱明富

近年来，平利县正阳镇积极盘活村级集体经济，探索乡镇劳务服务公司发展路径，在张家坝村先行试
点，村集体参与入股成立“大巴人”劳务服务公司，通过劳务输出、劳务承揽等方式，积极对接经营主体、产业
大户，帮助闲置劳动力尤其是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和灵活就业，切实增加村集体经济及务工群众收入。 图
为“大巴人”劳务服务公司承接乡村振兴示范村公共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黄小彬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仲涛 ）为保护
种粮农民切身利益， 保证粮食种植面
积更好落到实处， 旬阳市金寨镇进一
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 严格落实计划
面积、推进粮食产业提档升级等工作，
确保完成 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 25000
亩的目标。

今年以来， 该镇为了保证粮食安
全，夏季种植优质小麦、油菜等 15000
余亩，秋季种植优质玉米 、水稻 、大豆
等 10000 余亩。从稳面积、调结构、育主
体、提品质、延链条、创品牌入手，坚持
不懈抓好粮食生产， 全力保障粮食安
全。 制定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根据粮
食生产目标任务，出台《金寨镇 2022 年
度稳定粮食生产发展实施方案》《金寨
镇玉米、 大豆配套生产实施方案》，将
任务分解到各村社区， 各村社区将任
务分解落实到户到田块， 确保全镇种
植面积全部完成。

抓好夏粮生产指导， 组织技术人
员加强指导服务。 抓好小麦促弱转壮，

小麦赤霉病等重点病虫害防治，促进小
麦苗情转化。 抓好小麦品种试验、药剂
防治试验等系列试验示范，提高种粮科
技水平。 今年金寨镇小麦、油菜预计平
均单产比去年有所增加。秋季在保证玉
米大豆套种的基础上保证其他各项粮
食应种尽种， 按照计划已全部种植到
位，并开挖撂荒地 500 亩，让所有的耕
地活起来，做到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金寨镇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
识。 从上到下，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重
要性，严格保护耕地，切实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与管理，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土地执法
监管机制，把耕地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村
组，打通土地执法监察“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各村社区将继续严格落实
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继续
跟踪落实、查漏补缺、加强动员，采取有
力措施， 确保 2022 年度粮食种植任务
圆满完成。

汉滨区建民街道八树梁村欣荣现代农业园区内，茶农们正在为茶园锄草。 据悉，茶产业是八树梁村主导产业，整个园
区占地面积 730 余亩，目前已用工 120 余人，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在家门口致富增收。 张璐 摄

近日，随着路面一转弯处护坎收尾工程的完成，岚皋
县滔河镇漆扒村最后一条 2.4 公里村道硬化工程实现了圆
满收官。 中午时分，漆扒村的徐关礼开着农用三轮车，行驶
在宽畅整洁的水泥路上，成了第一个在村道“尝鲜”的人。
一路上他与沿线的熟人点头颔首，满脸都是春风得意幸福
的模样。

徐关礼是漆扒村 3 组村民，也是这条道路的建设者和
直接受益者。 据他介绍，以前这条路是条简易的黄泥巴土
路，蜿蜒崎岖，路面凹凸不平，每次骑摩托车出门十分地颠
簸，一路上目视前方，神经绷得紧紧的，生怕稍不留神就会
发生事故。 要是遇到雨天，路面就变成了烂泥浆，步行都很
困难。 而到了农忙收获季节，收拾庄稼就很是费劲；平时卖
点山货土特产啥的，全靠人工背篓背。 现在好了，水泥硬化
后的路面宽度达到了 3.5 米，大货车、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
家门口了。

作为漆扒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张露全程参与这条村
道建设的所有工作。 他介绍，2021 年 1 月,村两委换届后，
硬化这条路是两委成员对群众作出的公开承诺，既然说了
就要坚决兑现。 从向上申请资金开始，到今年 4 月份整理
路基，到现在路面硬化全面完成，历时 2 个多月，这期间支
部班子成员、驻村干部轮流盯在工地，协调解决问题，确保
工程质量和进度，大家都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心血……

公路通，百业兴。 现在这条路不仅方便了 200 多名村
民的交通出行，也带动了村民种植烤烟、魔芋、中药材等产
业的发展热情，俨然成了一条群众增收的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 姜娟）日前，市发
展和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联合公布了安康市首批 142 家
单位建成节约型机关，其中市级单位 24
个，县级单位 118 个，宁陕县委办、政府
办等 13 家单位名列其中。

近年来，该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和《宁陕县政府系统精文简会、轻车
简从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作风二十条
规定（暂行）》《宁陕县政府系统树牢“过
紧日子”思想坚持勤俭节约二十条规定
（暂行）》，践行节能低碳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意识节能、管理节能、技术节能。 大
力推行“光盘行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
职工按需点餐、人走盘光。 推广使用节
能灯具、节水洁具。 推行政务协同办公
系统使用，提倡修旧利废，延长文印设
备使用寿命。 加强公车管理，全面实行
公务用车定点加油、定点维修、单车油
耗定额预算制度，节假日公车一律实行
封闭管理。 加强公共产品采购管理，优
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据悉，该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集
中办公区被命名为国家级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 ，13 家单位被命名为节约型机
关，年底全县 70%党政机关将创建为节
约型机关， 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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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镇多措并举稳粮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