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旬阳市双河镇着眼区域经济长足发展，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生态为底色、文化
为依托，推动“红色+特色+绿色+古色+本色”融合发展，多元产业遍地开花：枝繁叶茂的核桃树硕果累累，套袋软籽石榴压得树
枝低下了头，稻田养鱼风生水起，各类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穿梭在双河田野间，一项项富民惠民工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座座村庄华丽蜕变，一个个农民喜笑颜开，一幅幅乡村振兴新画卷徐徐展开、扑面而来。

红色党建 激发振兴新力

头雁领航，树标杆。 紧紧围绕“两强一好”目标，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四评”机制，即一季度展评、二
季度互评、三季度点评、四季度考评。 围绕党建工作要点，通过“一月一推进、一季一现场、一年一评比”，一月一主题专门研究、
专题推进；以季度为节点开展党建亮点工作现场展示，按年度对党建工作进行集中点评。 “比”出压力、“述”出活力、“评”出动
力。 实施村党支部书记“头雁项目”，采取党建工作联抓、产业增收联创、队伍建设联动、村级事务联促“四联”方式，引导各村探
索“党建+旅游”“党建+养殖”等特色项目，以点带面发挥典型作用，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雏雁培育，练强兵。 探索推行“四考”干部管理制度，以“考勤+考绩+考核+考评”为主线，聚焦工作落实效能，通过“过程跟
踪+常态考核”，量化考察内容、细化考评标准，并将结果运用与目标责任、干部履职档案相挂钩。 组织实施“干部素能、党员管
理、阵地建设、作用发挥”四个提升工程。 围绕基层党建、意识形态、乡村振兴等课题，开设“促振兴、我先行干部课堂”“外出观摩
课堂”，定期开展“田园双河更美丽，服务发展我献力”主题实践活动，通过“课堂+实践”“党建+业务”，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向聚合、深度融合。

归雁回巢，蓄活水。 综合考虑政治表现、年龄学历、实绩表现、群众口碑等条件，回引复转军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大学生
等，拓宽村级后备干部渠道，坚持吸引一批、培养一批、提升一批，为持续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绿色变现 敲开致富新门

谋全局，变“闲”为“宝”。 坚持“一村一品、整镇推进”，立足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发挥传统农业产业优势，按照“连线连片、规
模集约发展”原则，以村集体为主体，整合全镇项目资金，分批整理闲置撂荒地，打造“家门口”产业聚集地，稳定发展优质水稻
6000 亩、烤烟 3000 亩、稻田综合种养 1500 亩、软籽石榴 1500 亩、黄花菜 1000 亩、中药材 1000 亩、拐枣 10000 亩，示范打造千亩
“稻鱼油”示范田、千亩软籽石榴园、千亩烤烟示范基地，形成“地里生金、水中产金、树上结金、按股分金”的增收效应。

合优势，变“独”为“联”。 按照“政府搭台、村社主导、园区承载、群众参与”总体思路，坚持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突
破行政区划地域限制，通过探索“村村联、城乡联、村企联”等方式，构建“1+1”“1+N”产业联建机制。 聚焦龙头企业强链、合作组
织延链、产业大户补链，探索出“党支部+农业园区+村集体经济+农户”模式，通过招商投产、群众务作、多方联动合力，直接或间
接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参与分红等方式收益获利。 产业发展由“能人带动、以点带面”，逐步转变为“全员参与、全员覆盖”。

塑品牌，变“滞”为“销”。 坚持“产优品、选精品、塑名品”的品牌创建思路，申请注册“田园双河”品牌商标，一手抓有机健康
栽培标准和要求，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培植要求、统一管理标准、统一包装设计；一手抓产品品质提升和对外宣传，通过举
办“土秀才”培训会，邀请市农技专业人才实地培训指导，全面提升果蔬产品品质，稳定市场站位，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有效推
动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农业增效，踏出乡村振兴“绿色节拍”。

特色志愿 引领文明新风

通过扛“旗”，让志愿红起来。 深化坚持“爱心清洁·义务护河”的特色做法，以坚持“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为轴心，
以“支部引领、党员带动、党群互动”志愿服务模式为导向，持续丰富志愿活动群体，以党员带头亮身份做示范，以党员带头践承
诺当表率，以党员带头争先锋树标杆，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稳定壮大 19 个村志愿者队伍超过 2000 人，常态
化、制度化在镇域河道两岸、公路沿线、村庄院落开展志愿清洁活动，深化河长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体面貌持续改观，引领
新民风建设，提升双河对外的美誉度。 这一创新工作先后得到各级水利部门的肯定推广，新华社、中央广电、人民日报等各界新
闻媒体实地采访报道，微电影《护河女使者》在“学习强国”、陕西卫视等多个平台展播，并代表全省参加全国守护美丽河湖微视
频大赛，优秀志愿者代表朱先萍被评为全省“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全国“巾帼河湖卫士”，入选“2022 年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
愿者”。

通过扫“除”，让村庄净起来。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志愿清洁服务工作与全局中心工作相结合，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和村容村貌提升作为主攻方向，按照“有组织、有场所、有活动、有登记、有记录、有经费保障”的“六有”工作要求，完善志愿清洁
服务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坚持“三定”，即固定“清洁日”，选定“清洁委员”，划定“清洁区”，细化志愿清洁重点区域到组到人，建
立起志愿服务联系群，以网格化管理促进精准化服务，确保“镇村吹哨，志愿报到”。

通过创“星”，让群众动起来。 探索推行“双向积分”兑换机制，通过“赚积分、兑奖品、赢肯定”将志愿服务与服务志愿联动起
来，实行“次记录、月公示、季兑换、年评选”制度，设立身边“志愿之星”风采榜，定期发榜展示志愿清洁成果，集中组织积分兑换
活动，统一评选年度“优秀护河志愿者”。 同时，将志愿服务参与度纳入“十星级文明户”“健康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考核
条件。 通过正向激励、榜样示范，激活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农民群众自觉参与文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
性进一步凸显。

古色焕新 开辟农旅新域

政府主导布点。 锚定“一田一园一生活”主题和特色，整体布局以西岔流域稻鱼种养为主的农业观光示范带、以隆科园区为
龙头的休闲康养示范带、以老爷山景区为中心的龙家河特色农旅示范带，以潘家河村域治理为辐射的乡风文明示范带。 区划开
发天门山、水洞沟、龟山寨等自然禀赋的旅游景点，隆科农业园区、锅厂产业示范园、老爷山观光园区，西岔流域“稻鱼飘香、花
果满园、风景如画”的农旅图景。 聚力打造以田园山水为韵，耕读文化为魂，集休闲观光、康养度假、耕读研学、特产销售、美食美
宿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引雁归巢延线。 聚焦“两抓一优”，即：围绕发展抓招商，围绕招商抓项目，围绕项目优环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实地考察、项目推介、座谈洽谈等活动，加强与乡贤能人、本地创业成功人士、重点企业的联系。 健全项
目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镇级领导负责、一套专班人员服务、一项推进机制考评”的项目包抓服务制度。 按照
项目类别成立“项目攻坚队”服务专班 4 个，集中力量抓落地、抓推进，分解任务到人，量化进度到天，全面落实要素保障，提高招
商项目落地率、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

群策群力拓面。树立“休闲+旅游+三产”融合理念，坚持政府总体规划先行，立足市场需求导向，通过镇谋划引导村组织、村
组织发动能人带、能人带激活群众干，以工代赈聚力打造集农耕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农旅景区，形成“政府搭台、市场唱
戏、群众参与、同向共赢”良好态势。

本色塑能 培育“三有”新兵

肩上有责，思政“实训”。 以“学”强基，开设“干部学思讲堂”，建立“学思讲堂”学习制度，坚持一周一集中学习，一月一主题
活动，一季一专题研讨；强化“学习强国”“智慧党建”等平台运用，每月通报排名，学风蔚然兴起，夯实干部“一专多能”的综合能
力基础。

脚下有泥，基层“练兵”。 以“练”促能，推出“一红一绿”党建课堂，通过授课和实训相结合，让党员干部厚植绿色生态理念，
强化实践能力，提升思想觉悟。 “红色课堂”紧紧围绕镇内鲤鱼村、竹园村烈士墓等红色资源，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教育的思想
性、主体性、参与性、竞技性。 “绿色课堂”通过“田间讲学+现场教学+劳作实践”的形式，适时配套农技服务课程，通过现场教学
点，在实战实干中锤炼基层干部“三服务”工作能力。

心中有民，一线“比武”。 以“赛”督干，实施基层干部培养储备计划，根据干部工作日常“精准画像”。 把中心工作和重点难点
项目作为识别培养优秀年轻干部的“试金石”，以“按需配岗+驻村培养”的方式，通过导师联系帮带、干部档案纪实、一线攻坚擂
台、田间服务“大比武”，让基层干部干在一线、学在一线、管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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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党建活动

支部书记述职

又大又红的软籽石榴，压弯了枝头

园区稻田养鱼

田间志愿活动

双河镇望月村以庭院会形式，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百名群众聆听宣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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