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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为加快推进全市重点企业建成投产，连日来，国网石泉县供电公司
战高温、冒酷暑，仅用 10 天时间完成经开区自嗨锅西北基地供电设备
安装和线路架设，用实际行动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建设的支持力度，以
电力赋能乡村振兴，服务稳增长大局，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
近日国网石泉县供电公司在经开区进行线路架设作业。

汪厚庭 摄

“一根网线” 网住美好生活，“一个基
地”勤研农业情怀，“一片叶子”带富一方
百姓……在平利，王秀梅、谭晓梅、万琴棋
等广大妇女，巾帼不让须眉，用奋斗的激
情谱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一根网线”网住美好生活

“正好是夏天，做一盘绞股蓝素饺子，
好吃又健康。”前不久，笔者走进平利富硒
堂数字经济园区，远远地就被王秀梅直播
声音吸引。

只见镜头前的王秀梅正在调制着饺
子馅，“手把手”“面对面”地教粉丝们制作
绞股蓝馅的饺子。

“根据天气、节日的特点，不断在茶上
做文章，让茶不仅能喝，还能吃。 ”王秀梅
说，“今年 6 月依托‘618’活动，直播带货
73 场， 线上销售平利特色农产品 100 多
万元。 7 月刚刚推出平利冷泡茶、绞股蓝
饺子，最近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秋节的平
利绞股蓝月饼。 ”

2015年，“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浪潮点
燃了王秀梅的创业之心。 王秀梅很看好平
利绞股蓝，因为它既是中国驰名商标，又是
国家原产地保护产品， 其标准化生产种植
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标准， 这为平利绞股蓝
打造直播爆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20 年初，一场疫情，打乱了人们的
生活 ,而王秀梅却化“危”为“机”，让直播
带货走进了自己的生活，同时更是带动平
利的农产品突破了传统的销售手段，以直
播的形式走向全国，直播带货创业走出一
条与众不同的创业创新路。在直播中王秀
梅告诉粉丝，自己的“每一片茶”都源自茶
农的手工采摘， 这些带有泥土气息的直
播，带动绞股蓝销量倍增。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
活”, 农民点点鼠标， 按按手机就能搞生
产、卖产品、增收入。 从远古的农耕，到现
时的农业，随着时间穿梭，农民手中的工
具，从犁、耙变成了手机。平利县“新农人”
王秀梅用互联网技术走进农村，在中国农
业生产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追逐着自己的
新梦想。

“一个基地”勤研农业情怀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
动，从‘拜师礼’到农事体验、石头画、学习
茶艺， 新颖的活动让同学们既充实又愉
快。 ”广佛镇松河小学四年级一班张慕语
同学说，“研学活动既让我们体验到了农
民伯伯耕种的辛苦,又教会了我们要珍惜
现在美好的生活。 ”

走进帝景南山研学基地，“弘扬经典、

笃行体验”八个大字呈现眼帘。 基地负责
人万琴棋介绍， 研学基地设置国学堂、书
画室、茶艺厅、品茗堂培训室，分设“琴主
题”“棋主题”“书主题”“画主题”“礼主题”
“论语主题”和劳动实践等教育课程。 自 6
月 2 日研学基地建成以来，已经有 400 余
人参与，孩子们行孔子拜师礼，体验茶旅
文化 ，体验农事劳动 ，了解 “琴 、棋 、书 、
画”，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增长了见识。

出生于平利县广佛镇铁炉村的万琴
棋，说起过去，一脸的心酸。她曾经发过广
告、 干过销售，2006 年 10 月返回家乡广
佛镇创业。 2014 年她被认定为陕西省第
一批高素质农民，2017 年被表彰为陕西
省优秀职业农民。

返乡创业的十几年里， 她发展食用
菌、蔬菜、茶饮产业，创立茶馆，发展茶艺
培训班，如今建成研学基地。 她说建研学
基地，就是想让现在的孩子们像自己小时
候一样，可以经常去田间地头看看，就是
想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农业，懂得农业生
产的不易，从小激发他们热爱农业、建设
家乡的情怀。

“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

“必须要做好茶园管护才能提质提
效。”在绿油油的茶园里，平利县沃源美茶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谭晓梅向笔者介绍。
“采茶用工高峰期在清明前后， 那时

茶叶一天一个价，如果茶叶没人采，看着
满山的茶叶着实让人心痛。”谭晓梅说，沃
源美公司过去仅依靠闲散劳动力进行采
摘， 普遍存在茶叶采摘品质不高的问题。
今年采茶时节，沃源美公司和广佛镇新成
立的中汇豪公司签约，由中汇豪公司组织
采茶工集中采茶。 采摘前，公司对采茶工
进行采摘培训，采摘前定好标准，采茶工
严格按照采摘标准进行采摘，有效提高了
茶叶采摘的质量与数量。

近年来，为实现“一片叶子”致富一方
百姓，谭晓梅把农户嵌在产业链上共同致
富，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茶农”的生
产经营模式， 对制茶技术进行专业培训，
使当地茶农提产提效，以优质的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带动当地近 500 户茶农增收致
富。

“加工在企、基地在村、增收在户、共
同致富”的背后，是平利 20 年来持续打造
茶业富民强县战略的缩影。 目前，平利累
计建成茶园和绞股蓝基地 25 万亩， 被认
定为首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被纳入陕
茶优势产业集群。 平利县探索出了“一村
一企一园”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人均一亩园、户均一
万元”的发展目标。

看平利乡村振兴路上的“她”风景
通讯员 熊荣军 刘媛媛

本报讯（通讯员 汪忠良）“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张小卡片是
我军旅生涯的见证，是党和政府给予我的荣誉，我将倍加珍惜，继续发
扬‘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优良作风，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以实际行动诠释退役军人本色。 ”领到优待证的退役军人翁同福
特别高兴和自豪。

日前， 紫阳县向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首批军人优待证发放活
动，现场为 35 名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发放了优待证。

为了让退役军人们尽快享受到党和国家的优待政策， 向阳镇镇村
干部逐一通知退役军人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领取优待证， 力争在 “八
一”前将优待证发放到每位退役军人手中。 发放现场邀请银行工作人员
为退役军人激活了优待证，并介绍持卡人享有的医疗、金融、旅游、购
票、加油等方面的优待服务内容，力争将相关优待服务政策宣传到位。

下一步，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采取优化流程“精简办”、错时分片
“全域办”、走村入户“上门办”等方式，推动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积极营造尊重退役军人、尊崇军人职业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广
大退役军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社会的尊重，增强退役军人的
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

季夏时节，走进宁陕县棚户区改造项
目现场，挖掘机、搅拌机、轻卡车等工程机
械轰鸣作响；施工人员挥汗如雨、抢抓工
期，为项目早日建成挥洒汗水。

“目前， 已开工建设 7 栋 736 套 8.4 万
平方米，3 栋封顶、4 栋在建，计划今年年底
前完成 88 套首批回迁户交房工作。 ”宁陕
县城投公司负责人介绍， 这里邻近县城中
心区域，交通便捷，区位优越。 项目计划投
资 25 亿元，用地约 240 亩，计划建设住房
2494套，此外还将配套建设地下停车场、农

贸市场、运动公园等项目，对促进宁陕县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建设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之
水、活力之源，优势项目落地是一个地方
发展的主引擎。 今年以来，宁陕县住建局
以“起步即冲刺 、开局即决战 ”的奋斗姿
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坚定不
移把项目建设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铆足
“虎劲”抓项目、促投资、强产业、稳增长，
推动全县经济强劲发展。在重点项目的带
动下， 上半年建筑业完成产值 2.7 亿元，

同比增长 58%。
“眼下正是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我

局着眼于保障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一手
抓项目谋划、一手抓项目服务，成立了重
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每个项目制定推进
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同时，全力保
企业稳生产、抓服务纾困解难，为项目实
施提供‘全过程’‘立体式’‘保姆式’跟踪
服务，力争早日把各个项目从蓝图变为现
实。 ”宁陕县住建局局长高山说。

据悉，2022 年，宁陕县住建局实施重

点项目 21 个，计划投资 9.97 亿元。 截至
目前，已开工建设项目 13 个，累计完成投
资 2.5 亿元。 其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县
城集中供热项目 、 宁陕服务区 （东区 ）
LNG 加气站项目、 停车场建设等重点项
目和民生事实项目正稳步推进。

一批批规划项目加快落实，一批批在
建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批民生项目圆满完
成……火热的夏季，宁陕县各类民生项目
齐头并进，在广袤的秦岭大地上绘出一幅
生机勃勃的画卷。

项目建设助力宁陕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王辉

军人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一个特殊的群体。 穿
上军装，驰骋沙场，是保家卫国的铁骨硬汉；脱下
军装，建设家乡，是乡村振兴的时代骄子。

近年来， 岚皋县不断加强和完善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 引导退役军人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 广大退役军人始终保持优良传统，不忘初心，
担当奉献， 把无限热情和十足干劲投入到新时代
的伟大事业中， 在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
的更大功绩。

扎根基层的“兵支书”

“村‘两委’是贯彻落实党委政府方针政策的
最终执行者，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和领路人，更是党
委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只有坚强的
班子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 作为班长的村支部书
记，显得更为重要。 ”身为退役军人的“兵支书”熊
良刚告诉笔者， 民主镇狮子村已经发展了 2 名退
役军人进入村“两委”，还有 5 名退役军人将被纳
入村级后备力量培养，保证“兵支书”的连续性，在
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作用。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
村振兴干部队伍， 是打造乡村振兴岚皋样板的先
决条件。 近年来，该县把退役军人纳入发展人才库
进行重点培养， 依法依规推选符合条件的退役军
人进入村（社区）“两委”，充实“兵支书”队伍，让退
役军人在广阔的基层舞台上施展才华， 带领群众

锐意进取，奋力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目前，该县已有 60 余名退役军人进入村（社

区）“两委”工作，50 余名退役军人成为乡村振兴发
展的“好苗子”，实现了人才振兴效能最大化，也为
退役军人提供了反哺乡村、干事创业的广阔天地。

艰苦创业的“急先锋”

“部队上练就了一身本领，在外闯荡还不如回
乡创业，不仅能让自己富起来，还能带动乡亲们致
富。 ”岚皋县锐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刚
说。2005 年退役的张德刚，在外务工十余年后返乡
创业， 成立了岚皋县锐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
100 余人提供就业岗位， 人均月纯收入 3000 元以
上。

近年来， 该县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
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发挥牵头抓总职能，打
通线上线下招聘渠道，为企业公司招聘人员，定期
开展技能培训， 让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有更好的
技术支撑。 同时，定期召开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座谈
会， 及时掌握并协调解决退役军人在创业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 激励退役军人投身到家乡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舞台，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有成就感、获
得感、归属感。 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退役军人创
办领办企业有 150 余家，发展势头良好，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效果明显。

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岚皋县有这样一支志愿者铁军， 哪里任务最
繁重、条件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这
支铁军就是该县 100 余名退役军人于 2021 年 6
月 4 日自发成立的“岚皋老兵志愿服务队”。 “志愿
服务队既能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有一个温馨的大
家庭，又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 ”队员们无比
自豪地说。 老兵志愿服务队成立仅 3 天，就迎来了
全国高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尽显风采的机会。
两年来，老兵志愿服务队组织 80 余台车辆，自筹
资金 2 万余元，为全县考生免费提供接送服务、发
放防暑降温急救物资，为莘莘学子高考保驾护航，
赢得了社会普遍赞誉。

2021 年 8 月下旬，堰门小学遭受泥石流袭击，
岚皋老兵志愿服务队获悉后， 立即组织近 20 人，
自带铲车、挖掘机等救灾工具和物资，奔赴堰门小
学，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救灾重建，确保了学校按期
开学。

2021 年 12 月底，我省突发新一轮疫情，老兵
志愿服务队主动请缨， 组织 20 余名退役军人，在
安岚高速岚皋段出入口连续值勤近 20 天，为岚皋
人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防火墙， 用实际行
动践行“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老兵誓言。

面对使命的召唤， 该县近 4000 名退役军人在
县委、县政府搭建的“大舞台”上，正以饱满的热情奋
战在各条战线上，让军徽在担当奉献中熠熠生辉。

退
伍
军
人
变
身
﹃
领
头
雁
﹄

通
讯
员
张
修
林
张
开
朝
廖
霖

近日，安康市华晟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来到汉阴县汽车站、火车站疫
情防控值班点，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送来了方便面、水果、矿泉水等物
资，向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感谢他们在疫情
防控工作上的辛勤付出。

黄姣姣 摄

向阳镇 35名退役军人
领到首批优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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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乔波 吴静文）自全省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集中排查工作启动以来， 汉阴县组织各
级帮扶干部对全县所有农户开展了集中排查， 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安排部署到位。 安康市召开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集中排查视频会后， 汉阴县高
度重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及时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排查工作， 各联镇县级领
导深入镇村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带头承担排查任务、问
题整改等具体工作，确保集中排查工作落实落细。

强化重点排查，有序组织到位。 该县乡村振兴办成
立 10 个督导组， 分别对 10 个镇集中排查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督查指导，并抽取 2 个村 1 个村民小组进行“解
剖麻雀”式全覆盖复核，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排查
期间安排专人每天收集通报排查工作进度， 确保按时
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全县共排查 86069 户， 发现问题
170 余个， 新增监测对象 38 户 135 人， 落实帮扶措施
103 项，风险消除标注监测对象 806 户 2511 人。

强化信息共享，预警提醒到位。 利用防返贫监测系
统平台， 该县实现了数据采集全员化、 申报渠道多元
化、行业数据一体化、数据核实精准化的“四化”防返贫
监测目标，通过行业部门数据共享，及时发现返贫致贫
风险线索，建立上下联动、纵横联动的返贫致贫线索发
现机制，织密织牢动态监测网，不定期排查核实农户劳
动力、人员务工、人口增减等信息，同步录入全国防返
贫监测信息系统，确保“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强化问题整改，及时销号到位。4 月，全市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集中排查整理问题共计 164 个，
近期全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开展情况的通
报反馈问题整改排查认领 3 个， 针对省、 市的问题整
改，汉阴县及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自上而下，举一反三，
下发工作方案，制定整改责任清单，并按时限要求，督
促各镇各行业部门上报整改报告和台账、佐证资料，同
步逐项按照整改措施梳理印证资料归档装订。

强化机制创新，实践探索到位。 选配 220 名防返贫
监测帮扶信息员、4386 名网格员， 全县 3747 名县镇村
帮扶干部，全覆盖包联所有农户，建立年初计划、季末
核算、月月到户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及时掌
握农户家庭情况、收支情况、生产生活状况等变化，发现风险及时纳入
监测，并采取针对性帮扶。推行师徒帮带机制，通过六定增动力、六帮补
能力、六奖激活力的“三六”措施，全县 297 名新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
队员与 221 名师傅结成师徒帮带对子，筑牢防返贫监测“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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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炎炎烈日，步履匆忙，奔走在山林、田野、茶园、

河流、村舍，每到一处，拿出手机各个角度拍摄记录
……连日来， 为做好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国家
级核查疑问图斑整改工作， 确保调查成果按时报
送， 市自然资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调查团队战高
温、斗酷暑，在高温天气扎实开展实地举证，调查人
员利用专业软件， 实地核实各疑问图斑的权属、地
类、面积等变化情况，并通过远景、近景照片及视频
方式如实反映图斑真实现状，以便内业人员进一步
细化判读与标注地类。

据了解，2021 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是在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上， 全面掌握全国 31
个省 2021 年度国土利用变化情况， 维护更新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保持国土调查成果现势性，
对满足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需要以及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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