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玉）“这
菜籽发得真及时啊，现在赶紧种
上，还能弥补玉米种植的亏损。 ”
望着发放到手里的一袋袋萝卜
籽 、生菜籽 ，老龙沟村村民激动
地说。

今年入夏以来，受降雨量偏
少和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旬阳市
白柳镇 14 个村（社区）出现不同
程度的旱情 ，种植的玉米 、芝麻
等农作物提早出现了叶子干黄、
停止生长等情况。 为了进一步降
低农户损失， 白柳镇迅速行动，
摸清底数，通过“以菜补秋”的方
式，守护好农民的菜篮子。

8 月 26 日 ，白柳镇召开 “以
菜补秋”现场推进会，以讲政策、

分析天气状况、 讲授种植技巧等
方式，动员农户抢抓时机，种植萝
卜、生菜、小白菜等轮作时间短的
蔬菜，填补旱死地块空白。 会后，
农业站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查看
旱情，宣传“以菜补秋”政策，鼓励
群众抓住秋雨有利时机， 种植生
育期短、经济价值高的速生蔬菜，
最大限度稳定农业生产， 弥补受
灾损失。

截至目前 ， 白柳镇已腾茬
500 余亩旱死地块，已补种白菜、
萝卜等蔬菜 380 余亩。下一步，白
柳镇将持续做好秋粮的消费帮扶
工作，确保有产有销，避免出现农
产品滞销情况， 切实把灾害损失
降低到最小。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为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连日来，石泉县池河镇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防汛工作部
署要求，第一时间吹响防汛“集结号”，及时召开防汛
工作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汛责任。 组织召开防汛专
题会议，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准备，成立防汛救灾
领导小组，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
体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实时掌握最新雨情汛情，切实
做到组织到位、分工明确，确保防汛工作责任层层落
到实处。

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死守重点领域。 在现有防汛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找薄弱环节，各驻村工作队员
与村干部一同进村入户，对辖区内所有房屋、河道、地
质灾害点等进行全面排查，对老旧房屋、积水路段等
重点区域做好警示标志， 撤离重点隐患区域内的群
众，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落实值班制度，严明纪律要求。 严格落实领导带
班、干部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同时
督促各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密切关注本辖区防汛重
点区域、薄弱环节，并认真做好防汛工作记录及灾情
的统计、上报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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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安康市委宣传部、市创文办主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共建全国文明城”主题摄影展，在安康市群艺馆布展并展岀。 本次展出的 100 余件
作品以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主题，内容聚焦安康历史风貌、城市发展、人文精神、社会新风以及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的精彩瞬间，以小见大宣
传和助力安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陈德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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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至 8 月 24 日，市、区创文办、第三方测评机构联合对中心城区所有社区(村)进行实地测评。 本周排名以第三方
测评机构实地测评赋分为主，按照百分制，其中社区居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内小区、背街小巷等实测点位达标情况
占 70 分（由第三方测评机构赋分），问题整改落实、帮扶单位帮扶成效、应急预案制定实施等情况占 30 分（由市、区创文办赋
分，并经社区人员签字确认），测评全程帮扶单位人员见证。 依据联合赋分结果，按照得分顺序，划分等次。 现就测评排名情况
通报如下：

附件：市、区两级部门、单位帮扶社区（村）周排名情况一览表

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8 日

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创文重点工作周评比结果的通报

市、区两级部门、单位帮扶社区（村）周排名情况一览表

汉阴县铁佛寺镇集中村，距离汉阴县城 18 公里，有 14 个村民小组，
境内地广人稀，“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条件十分恶劣。 比恶劣的地理条
件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该村还面临党支部带富能力不强、 主导产业不明
确、农田耕地大面积撂荒造成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发展窘境。

2018 年以来，铁佛寺镇党委、政府和联村帮扶单位主动作为，充分调
动党员干部积极性，通过选准头雁、精准立项、倾力帮扶，村容村貌、产业
发展等发生了可喜变化，2022 年集中村成为汉阴县北部山区首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突破 50 万元的村。

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和带富能力弱，没有规范的村级阵地，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缓慢……摆在集中村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唐家民面前的局面十
分棘手。

面对压力与挑战，唐家民充分展现了退伍军人的坚毅和担当。 他白天
入户了解社情民意，晚上学习最新政策理论，迅速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提
出了基础设施当先、产业发展为要、支部建设保障的发展思路。

“我们两口子在天津务工，每个月至少能够赚 1 万元，他给别人管工
厂，我给工人做饭，工资高、压力小。 到村上工作以后，每天都在东奔西走，
操心的事情多，时不时还腿疼腰疼，真让人担心。 ”唐家民的妻子心疼地
说。

唐家民从 1989 年退伍后，就在天津电动车厂做模具工，凭借优秀的
军人作风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他从模具工干到了主管。 “我是土生土长的
集中村人，虽然在外面干得小有成绩，但总感觉在大城市里没有根。 ”唐家
民告诉笔者。

2018 年，受时任驻村第一书记和镇党委、政府领导的邀请，唐家民选
择到村工作，下决心依托好的政策机遇和自身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要想富必须先把基础条件给打好。 唐家民主动寻求联村县级领导和
帮扶单位支持，力争让通组水泥路和党群活动中心建设项目落地。 在他的
奔走呼吁和主管部门、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集中村共修建通组水泥路
19.8 公里，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的目标，党群活动中心也从地灾点成功迁
建，全村的水电路“三通”全部达标，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基础设施解决到位，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让集中村真正富起来、强
起来，成为集中村“两委”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实际情况，如何最大限度用好有限的土地
资源，发挥好产业发展资金效用，唐家民陷入了沉思。 通过实地查看，结合
土壤条件，时任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员王波向唐家民建议，发展青花椒种
植。

抢抓脱贫攻坚期间产业发展的东风，集中村成立了家友产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 500 亩，种起了花椒。 为了确保产业有人管、产业资金有效用，通
过摸索和总结，集中村创新推出了“支部+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大户”模
式，唐家民带资 2 万元入股，完成 30%资产抵押，全面负责合作社运营管
理，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
各尽其责精心管护，500 亩的花椒园逐渐进入丰产期，预计能创造 10 余万
元收入。

单一的产业风险较高，为了降低产业发展的风险，集中村“两委”在唐
家民的带领下，确立“种养结合、以短养长、协调推进”的产业发展计划。

“集中村的牛养得是真好，一个个膘肥体壮，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要
舍得饲料，也要有懂技术的看牛人。 ”外村参观考察的人员与牛场的养牛
人交流。

利用苏陕协作项目资金，集中村建起了一座 300 平方米的养牛场，在
陕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又买来了 50 头牛，就这样，集中村的牛场办了起
来。

如何养好牛，唐家民和村“两委”商议，打破传统由村干部牵头管理牛
场的惯例，找来懂养牛技术的当地人负责牛场的管理，通过“基础工资+奖金提成”的方式，调动养牛
人的管理积极性。 牛场从最初的 50 头牛，现在壮大到了 70 头牛，仅 2021 年卖牛收入就有十几万元。

除了养牛，集中村利用苏陕协作契机，发展水产养殖项目，形成了阶梯型的库塘景观，并修建了钓
台、游客步道等配套设施。 “今年，我们按照以往的经验投放了 7000 尾蟹苗和 1000 斤鱼苗，预计能给
村集体增收 20 万元。 ”唐家民说。

通过努力，集中村基本形成了“山上青花椒、山中养肉牛、山下水产养殖”的产业发展格局。在产业
发展的强势带动下，群众也有了致富渠道。仅花椒产业，合作社雇佣村里闲置劳动力累计达 1200 余人
次，就地务工群众年收入达到了 12000 元以上，闲置在家的劳动
力有业可就，实现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产业的发展、群众的增收，集中村也在 2022 年顺利实现了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 集中村党支部多次被表彰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唐家民也多次被表彰为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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