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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的光影投下 ，村
庄、花草、树木显得格外清新，白
墙灰瓦建成的水冲式“小厕所”，
让人耳目一新。

“以前的旱厕，味道可大了，
到处都是脏脏的 ， 夏天蚊蝇成
堆，环境差得很。 现在改造了，哪
儿都干干净净的，也很方便。 ”白
河县茅坪镇朝阳村村民晏厚山
提起新建的厕所，高兴地说道。

在新改建户厕工作的推进
过程中，有些村民担心，改厕后，
菜地缺少了肥料来源，每个月冲
厕还要多花水费。 为了打消群众
顾虑，切实提高农村厕所质量实
效 ，白河县农业农村局按照 “部
门主导、乡镇主抓、分村实施”的
工作思路 ，明确了 “三格式化粪
池规范 、粪污无害化处理 ”的总

体质量目标要求 ，按照 “先建后
补 ，以奖代补 ”的原则投入保障
机制 ，将改厕工作真落实 、落实
好。 按照“改造一批、核实一批、
验收一批 ”的方式 ，由乡镇对辖
区改厕情况进行逐户初验，优化
农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优
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农村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相结合，全
力保障改厕农户的权益。

同时，指导各镇村召开小组
会、院落会，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以志愿服务、干部入户等多种形
式，通过标语、广播、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大力宣传人居环境整治
政策知识和健康常识，不断提升
广大群众的卫生意识和健康素
养。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
规民约和村民议事的重要内容，

以 “扫干净 、摆整齐 、改旱厕 、清
污淤 ”为核心 ，引导群众养成良
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动员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 ， 切实改善村庄环
境。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新改
建卫生户厕关系着农村人居环
境的改善，关系着群众生活品质
的提升，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环。 2022 年，白河县全年累计完
成新改建卫生厕所 1015 座，农村
公共厕所 64 座。 截至目前，全县
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86.06%。 一改
往日“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垃圾靠风刮 、污水靠蒸发 、圈舍
随意搭、人畜不分家”的顽疾、痛
点 ，为乡村按下 “美颜键 ”，让乡
村生活更舒适怡人。

来到平利县广佛镇塘坊村， 一列列整
齐的食用菌大棚紧凑排列在太平河畔，一
派产业兴旺的喜人景象。

广佛镇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区
域，温差小，气候温和湿润，且森林覆盖面
积大，拥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林木等生产
食用菌的原材料， 具有种植食用菌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 近年来，广佛镇立足镇情实
际，认真分析研判，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不
断探索创新壮大村集体经济新模式， 趟出
发展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新路径， 成功吸引
食用菌企业落户扎根，现如今“小菌菇”已
变身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大产业”。

为进一步促进村集体经济积累和农民
增收就业， 广佛镇食用菌公司依托平利县
广佛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解决用工问
题，采取“村集体＋供销社＋企业＋农户”模
式深入开展互动合作，建立“联农、带农、富
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产
业效益。 据了解，目前园区已建设完成食用
菌种植大棚 130 个， 年产 200 万袋平菇菌
包生产线 1 条，农产品保鲜库 1 个，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 2000 万元。

从 2022 年 3 月建园至 2022 年 12 月，
塘坊村集体通过入股享分红、 投资享收益
等多种方式，与食用菌企业开展紧密合作，

塘坊村入股食用菌公司 30 万元， 享受 5%
保底分红， 并通过盘活闲置资源， 流转 50
亩闲置土地建设大棚， 每年赚取 5 万元租
金。 2022 年塘坊村集体收入突破 25 万元。
同时发挥特色产业辐射带动优势， 使周边
村搭上发展顺风车，增加村集体收入。 2022
年广佛食用菌公司带动周边 3 个村种植羊
肚菌 101 亩，发展平菇 40 亩。

“自从园区建起来后，我们村的妇女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 既能上班赚钱又能照顾
家里，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家乡
现如今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采菌女工伍家
翠一边忙活一边开心地说。 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实现乡村
振兴重要途径。 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入
园务工得薪金”的方式，广佛食用菌公司累
计带动 105 人入园务工， 增收近 93 万元，
平均每人 8857 元， 共支付劳务费 85 万余
元。 目前固定用工 16 人， 月工资 2000 至
5000 元不等。

下一步， 广佛镇将持续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思路，打好特色产业牌，利用好平
利县广佛乡村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新平台
“抱团造血”，把村级集体经济的“蛋糕”做
大做强，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为乡村振兴
开创良好局面、增添新活力。

特色产业助力集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通讯员 陈子帆

为全面提升退耕还林经营水平， 确保
退耕还林资源增量提质，2021 年 9 月份以
来， 旬阳市林业局抽调相关技术人员分成
三组深入到作业实地检查指导退耕还林抚
育工作，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市已完成
退耕还林抚育面积 10 万亩， 涉及 856 个小
班。 共投入劳动力 1800 人，用工 3 万余个。

为了严把抚育质量， 旬阳市林业局根
据《退耕还林抚育作业规程》，编制了退耕
还林抚育实施方案，规范了作业设计，并就
相关技术要点进行了业务培训；同时，技术
指导组全程跟踪作业，及时指导、掌握施工
进度，现场把关施工质量。

据了解，2022 年实施的退耕还林抚育
主要以拐枣、 核桃等特色经济林兼用树种

为主，这些拐枣、核桃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种植的，是群众现在的“心头肉”。 不仅能够
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增加
群众收入，是群众的“摇钱树”。 果农们通过
对退耕还林后的中幼龄特色林果进行有效
抚育，改善林木生长环境，促进林木生长发
育，提高了林木质量，使特色林果变成了看
得见的“钱袋子”。

“我们段家河镇一共退耕还林 14930
亩，种植成了以拐枣、樱桃等为主的特色林
果。 ”段家河镇副镇长郑文才介绍，“拐枣和
樱桃去年一共挂果 4000 多亩， 为村民们一
共增收了 1200 万元。 ”

居住在吕河镇冬青村的村民刘涛一边
给狮头柑施肥一边说，“我家有 12 亩地，流

转了 8 亩，以往种植的都是麦子、玉米、红薯
等作物，每年的收入只有不到 1 万元。 现在
退耕还林后改种狮头柑， 一亩地能种 30 棵
左右，20 亩地一共能收获 4 万多斤果实。 按
照 5 元一斤来计算， 最少也是 20 万多元的
收入，比以前可观不少。 ”

近年来，旬阳市积极做好造林绿化、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实施上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 34.67 万亩， 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12.68
万亩，2022 年完成退耕还林抚育 10 万亩，
为守护生态环境底线贡献一份重要力量 。
自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启动以来， 成效显
著，绿色成了旬阳最美的颜色，天更蓝了、
地更绿了、水更清了，旬阳市森林覆盖率达
55.18%。 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大部

分退耕还林种植的特色林果已进入初果期，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彰显，逐
步带动全市的经济发展。 接下来，旬阳市还
将体现大规模、突出高档次、探索新机制，继
续突出优树种、调结构、上品质，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提高退耕还林质量为
重点，继续开展提质增效工作，带动当地群
众爱绿、护绿、植绿的积极性。 同时突出重
点，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保护和发展同步，持
续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全力打好造林绿化
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 ”旬阳市林业技术
推广站副站长向甲斌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王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刷脸”进出
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实时监控……近日，笔者从宁陕县住建局
获悉，全县 4 个建设项目工地启用智慧工地监管系统，有效提
高了建设主管部门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扬尘管控等方面的
管控效能。 这也是宁陕县扎实开展“互联网+智慧工地”政府
监管平台创建工作的有效成果。

据了解， 智慧工地监管系统主要涵盖工程项目劳务实
名制、绿色施工、工地巡检、项目管控四个分部，实时记录人员
考勤、在线监测渣土车清洗、巡检查看施工现场作业、综合分
析项目管控等功能。 在操作系统上， 工地工作人员的备案登
记、实时进出人数等信息一目了然，可以对施工现场的环境质
量、施工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施工人员安全操作等环节进行
智慧监管，有效保障工地绿色施工、安全施工。

“该平台不仅高效、便捷，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随时查看
各在建工地的监管数据，对违规操作会及时报警提示，可有效
预防安全事故。”宁陕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高淼介
绍，目前，该县城区在建房建项目均已接入建筑工地智慧管理
平台，2023 年年底， 力争覆盖县辖区所有在建房建项目。 届
时，可有效解决建筑企业管理难度大、安全生产隐患诸多等问
题，也可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智
慧工地让监管“耳聪目明”。

连日来， 岚皋县自然资源局干部职工到结对帮扶
的民主镇国庆村开展走访帮扶活动， 为帮扶群众送去
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
窝里。

虽然天气严寒，但帮扶干部们一个个热情洋溢，与
群众围炉而坐，畅谈心扉，详细询问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外务工、身体健康等情况，并充分了解群众生活中面
临的棘手难题，想办法解决。

此外，帮扶干部还利用入户走访这个有利时机，大
力宣传年末岁首科学防疫知识， 提醒群众注意用火用
电安全，共同谋划新的一年生活打算。 干部们还积极主
动购买农户的莲藕、土鸡、羊肉等农副产品，通过“以买
代帮”的方式，不仅增加了群众收入，还增进了干群间
的感情。

走访帮扶活动是强化干群交流、 为民办好实事的
重要方式，有力夯实了群众工作根基。 该局自 2021 年
帮扶国庆村以来，立足行业部门职能职责，积极出资出
力，扎实做好产业发展、创业就业、防汛救灾 、道路修
缮、 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工作， 建成高标准农田 2 处共
150 余亩，管护猕猴桃园区 300 余亩，栽植果苗 860 余
株，每年种植烤烟 100 余亩，实施园区灌溉工程 4.6 公
里，修缮道路 1.5 公里，安装路灯 28 盏，修建花坛 500
余米，改造房屋 28 户，整治人居环境 30 余处等，以真
抓实干的有力举措助推乡村振兴。

眼下正值深冬时节，在沟壑纵横的山
地里，新铺的地膜在冬日的斜阳下泛着银
光。 走进石泉县喜河镇同心村地膜洋芋种
植基地， 大片农田被规划得整整齐齐，土
豆幼苗长势良好，村民在农田里挥着锄头
锄草、翻土、施肥，随后覆土回填覆膜，动
作一气呵成。 “现在种下洋芋，春节后土也
能生‘金’。 ”正在地里干活的同心村村民
高兴地说。

近年来， 同心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取得显著成效。 入冬以来，村支部和驻村
工作队牵头，全力抓好冬种工作，充分利
用农作物生产空档期， 有效盘活冬闲田，
在海拔较低的田地大力发展地膜洋芋种
植，让冬闲田变身增收田。

据悉，同心村地势较低，土地肥沃，加
上优越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发展地膜洋
芋产业。 为切实提高土地利用率，同心村
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由合
作社统一供应种薯，联系企业签订收购订
单合同， 雇佣周边脱贫户在田地里务工，
按天数支付务工费用，带动周边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通过科学部署、统一
管理，实现了土地效益最大化，促进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地膜洋芋切切实
实成了同心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地膜种植有效缩短了土豆的生长
期，只需 3 个月左右便能收获，不会影响
来年的春耕农作，错开土豆的集中上市高
峰期，提高了单位产值和效益。 今年我村
积极响应镇党委政府号召，结合同心村水
土条件，大力发展地膜土豆种植，预计亩
产 1200 斤，收购价格约 1 元/斤，扣除每亩
的人工、种子、薄膜等成本费用，预计总收益达数十万元。 ”据
同心村党支部书记黄再超介绍， 同心村种植地膜洋芋已有历
史，以前都是由农户自主种植，后来逐渐形成规模，由合作社
流转土地进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

截至目前，已种下 150 余亩，预计开春 3 月份收获，亩产
量在 1200 斤左右。 下一步，同心村将继续把产业发展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发展蚕桑养殖、地膜洋
芋、黄花菜种植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多措并举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为产业提质增效加油，为群
众增收致富加码。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波 王全超）白河县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投放力度，帮助县内中小企业纾难解困，支持了一批想创业
缺资金的群众，实现了创业梦想，有力促进了保市场主体、稳
增长、稳就业工作。

2022 年， 该县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办公室共受理申请
187 笔，审核发放 110 笔 3544 万元，超计划完成 544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51 笔 462 万元。 其中，投放个体 102 笔 1844 万，
小微企业 8 笔 1700 万，退役军人 8 人 156 万元，高校毕业生
2 人 31 万元。 共扶持创业 123 人，扶持女性创业 37 人，带动
就业 1000 余人。

同时，对历年累计的 8 起逾期不良贷款，按司法程序向人
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追回 69.85 万元。

2022 年白河投放创业担保贷款 3544 万元

宁陕智慧工地让安全管理“耳聪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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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脏茅厕 今朝新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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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加强退耕还林抚育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通讯员 李增芝

石泉县池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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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城北集贸市场

春节前夕， 安康各地
集贸市场人头攒动、 热闹
非凡，充满年味。

潘定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