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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汉阴县铁佛
寺镇长沟村的土鸡销售也逐渐“回暖”。 在将
过年前还未销完的近 800 只土鸡售罄后，村
党支部书记、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张明
霞终于舒展了紧缩的眉头。 “多亏了镇上的恒
立公司，给我们提供好的销路，解了村上的燃
眉之急。 ”张明霞满心欢喜地说。

原来，镇上的恒立公司是于去年 10 月挂
牌成立的首家镇属国企， 全称汉阴县恒立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汉阴县“两山”公司一级
子公司，由汉阴县“两山”公司、铁佛寺镇农业
综合服务站、 铁佛寺镇集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共同出资组建，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农特产
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及农旅资源的开
发经营。

公司组建后，如何开展主营业务、创造盈
利收入，真正实现助农兴乡村的目的，是摆在
铁佛寺镇党委书记龙艳面前的一道全新考
题。 在一番深入调研后，龙艳意识到铁佛寺镇
作为汉阴县的北部山区镇， 具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资源禀赋， 境内盛产林下天麻和高山
土豆等优质农产品， 桑叶土鸡养殖也具备一
定规模， 但农产品销路不畅一直是困扰全镇
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同时，她也敏锐地发现
新成立的恒立公司具有开拓市场的平台优
势，镇属国企的“长处”与农业产业的“短处”
完美结合、互为补充。

在龙艳的推动下， 铁佛寺镇在全县率先
推行了“公司+合作社+民企+农户”的镇属国
企运营模式。 有镇党委、政府的牵线搭桥，恒

立公司迅即与部分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产
业大户以及镇内的蚕丝被厂达成了产销合作
协议。 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该公司以市场价
将合作社和农户的鲜鸡、 天麻等初级农产品
进行收购， 由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进行精深
加工，经“铁佛山货郎”品牌商标包装后，再将
其销往外面市场。

镇属国企同集体经济合作社、产业大户、
民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后， 铁佛寺镇的特色
农产品不仅大批量地卖出了大山， 而且卖出
了好价钱。 在今年春节前夕，该镇共同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制作的烟熏腊鸡， 由恒立公司统
一品牌包装和营销宣传后，在市、县年货节上
广受青睐，一度达到争先抢购、一“鸡”难求的
火爆场面。 据不完全统计，至目前，该公司通

过电商营销、线下推销、年货展销等途径，累
计售出烟熏腊鸡 10000 只、 鲜 （活） 鸡 5000
只、烘干天麻 1500 斤、高山土豆 2000 斤、小
磨菜籽油 600 斤、蚕丝被 50 床，且均高于市
场价，销售额达 300 万元，其中为合作社创收
200 余万元、 助农增收近 60 万元， 公司获利
40 余万元，实现了镇属国企、合作社、农户的
三方共赢。

在赚到开张营业的“第一桶金”后，恒立公
司法人代表胡月讲述了组建镇属国企的初衷，
就是要将国企公司的市场优势与全镇山林经
济的品质优势无缝衔接， 既追求公司盈利、为
乡村振兴积累国有资本，更注重延伸镇内的特
色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国企在镇
村高质量发展中激活助农增收的内驱动力。

国企带镇村 助农富乡亲
通讯员 唐小明

本报讯（通讯员 苏凌云 许曼）在全
市 2023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推进现场会
上， 汉阴县开工市级重点项目 10 个，总
投资 35.7 亿元 ， 年度计划投资 16.6 亿
元。

2023 年， 汉阴县纳入市级重点项目
计划 46 个，总投资 295.9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95.7 亿元。 目前， 已完成投资 21.8
亿元，占年度计划 22.8%。 46 个市级重点
项目中，新开工项目 33 个，今年已投产
投用项目 8 个，总投资 8.65 亿元，均为产
业项目，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 3.35 亿元、
利税 1040 万元，带动就业 600 人。

趁着大好春光， 汉阴将全力以赴抓
项目、争分夺秒抓进度，以高质量项目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开好局、起好
步，实现“开门红”打下坚实基础。

汉阴扎实推进一季度
重点项目建设

为确保春节后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
岗复工。 从 2 月 6 日开始，汉阴以“点对
点” 专车服务的方式护送务工人员安全
返岗务工， 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安全有序
返岗就业。

春光催人早， 汉阴县赴江苏返岗务
工人员集中前往常州市， 他们提着大包
小包在汉阴凤凰广场等候出发。 临行前，
县人社局为返岗务工人员送上爱心返岗
大礼包。 今年 30 岁的王先生即将踏上返
岗专车，他告诉笔者，自己是通过县人社
局组织的 “春风行动” 暨苏陕协作招聘
会，应聘上了制造电动车的岗位，往年都
是自己买票坐火车，路上很拥挤，现在有
专车直接送到工厂门口，感觉很温暖。

“感谢政府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大礼
包，有方便面、矿泉水还有藿香正气水、
雨伞，还给我们派来了专车，送我们去常
州上班。 ”赴江苏务工人员王建鹏说。

为安全、快速、有效帮助农民工返岗
复工， 汉阴县惠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
县人社局的指导下， 提前与企业精准对
接，认真谋划、积极协调，建立了苏陕劳
务协作综合平台，“点对点” 地向江苏输
送务工人员， 还组织重点人群进行职业
技能专业培训， 实现劳务输出地与输入
地精准对接。

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在摸清
外出务工人员底数的基础上， 做好返岗
复工人员输出地和用工地点对点 “一站
式”服务，通过点对点对接到工厂上班，
解决了外出务工人员交通不便的问题，
强化了就业服务保障。 同时， 加强了跨
省、市劳务协作对接，进一步提升服务保
障质量，确保农民工能在外安心务工、舒
心乐业。

“点对点输送到江苏常州务工是汉
阴春风行动的一项具体内容和成果。 今
天我们一共组织了 30 余名返岗务工人
员到江苏， 人社局为他们准备了爱心礼
包 30 余份，截至目前，一共输送到江苏
务工人员 100 余人实现就业。 ”汉阴县就
业创业中心副主任付立安说。

服务“点对点”
务工“零距离”

通讯员 贺珍珍 苏凌云

春光明媚，汉阴
县涧池镇七叶莲蔬
菜种植园的大棚里，
一颗颗绿油油的西
兰花长势喜人，工人
们正抢抓时间采摘、
分拣，准备发往市场
销售。 黄智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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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融媒视点

本报讯 （通讯员 贺珍珍 郑开亮）
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春耕生产积极性，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规范农业生产资料
市场秩序， 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
谋划，主动作为，开展了一系列春耕护农
行动。

连日来， 该局对辖区农资经营户进
行摸底排查， 清理规范农资经营主体资
格， 检查辖区内农资经营者证照是否齐
全，是否有超经营范围现象，坚决查处取
缔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 执
法人员督促农资经营户落实索证索票、
进货查验、建立进销货台账制度，从源头
上预防假冒伪劣农资流入，确保种子、化
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保质保量，确保春
耕生产中，广大农户能“播下放心种、施
上放心肥、用上放心药”。 鼓励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农资打假， 强化农资市场消费
维权，积极受理农民群众的投诉和举报，
妥善解决农资消费纠纷， 切实维护农民
消费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哄
抬物价、虚假宣传、商标侵权等农资违法
案件。

据了解，此次护农专项行动，共出动
执法人员 120 余人次， 检查化肥生产企
业、化肥储备库、农资专销部、农资零售
门店等市场主体 30 余家，切实维护了农
资市场秩序。

汉阴积极开展
春耕护农专项行动

近年来， 汉阴县充分利用农户的住宅院
落及其周围土地，通过政府引导、农户参与、
以点带面、样板引路，呈现庭院经济发展新格
局，逐步实现庭院经济全覆盖。

“村上免费给我们搭了这个架子，栽了葡
萄树，还栽了李子树，我这个家园弄得漂漂亮
亮的， 还养了十几只鸡， 吃不完的可以去卖
……”在平梁镇界牌村，62 岁的徐书香和老伴
儿正忙着打扫庭院、 给鸡喂食， 村内干净整
洁，院落美丽精致，绿意盎然的时令蔬菜将农
家庭院装扮得格外养眼。

“以前院落的犄角旮旯要么荒废、要么乱
七八糟，现在发展庭院经济一举两得，不仅美
化了环境，还能增加收入。 ”望着自家院里种
的李子树和葡萄苗，徐书香喜不自胜。

庭院美如画，幸福随花开，一座美丽的庭
院不仅是农民生活起居的家园， 更是通往幸
福生活的起点。

据了解， 平梁镇用三年时间大力实施发
展庭院经济整村推进计划， 积极探索与乡村
环境整治、休闲农业、农旅融合等紧密结合，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让乡村更美，人们不

仅看得见田园风光，也留得住浓浓乡愁。
“目前我们镇上已经形成了界牌村的脆

李 、清河村的柿子 、太行村的老树茶为主的
一村一品的产业龙头。 下一步，在庭院经济
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将庭院经济和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一
些中心工作相结合 ，继续在服务上 、资金上
给予保证和支持， 保障农民群众既有看头，
又有赚头。 ”平梁镇镇长谢传武说。

“哞哞哞……” 几声欢快的牛叫声打破
了山村清晨的宁静。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观音河镇百顺家庭农场的徐存斌喂完猪，就
推着一小车的饲料走进了牛圈中，一头头西
门塔尔牛伸长了脖子等待着。 “每天喂两次
必须准时，添加酒糟，牛儿吃得可欢了。 ”徐
存斌说，“这可是我们致富的宝贝，不能怠慢
了。 ”

年过五十的徐存斌是观音河水田村九
组脱贫户 ， 几年前跟随同村的老乡到内蒙
古 、山西等地下矿挖过煤 、进厂当过流水线
工人。 勤劳务实的老徐无论在哪里打工都能
得到老板的赏识，工资待遇也不错。 随着年

龄的增长，沉重体力活儿让老徐感觉越来越
力不从心。

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老徐看到了
新希望。 经过多方打听考察后，老徐决定回
村搞养殖业。 一方面自己对养猪业熟悉，另
一面在外闯荡多年有自己的销售门道。 在镇
村干部的帮助下，老徐的养殖场选址在水田
村九组天宝梁上。

“优质的水源，便捷的道路，荒坡地围起
来就是猪场，田里的杂草、红薯叶、收割后的
玉米秆、酿酒后的酒糟、豆腐渣都是食料。 ”
徐存斌介绍，“宽阔的林地为养牛提供场地，
牛拉下的粪便又为村级猕猴桃产业园提供
了优质有机肥 ，实现了生态循环 ，也为自己
养殖业增加了一笔收益。 ”

凭借过硬的养殖技术 ， 踏实勤劳的人
品，老徐在观音河镇小有名气，他养殖的猪、
牛等畜禽从来不愁销路，左邻右舍乡亲们都
是他的产品代言人，一年下来养殖销售收入
超过 50 万元。

“下一步， 我计划把养殖规模扩大到年
出栏生猪 1000 头，通过扩大养殖规模，一方

面可以增加部分劳动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
过土地租赁 、入股分红 、委托种植加工等方
式带领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徐存斌谈到未
来的打算信心满满。

“为更好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我镇立足
村情实际，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庭院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整合农户房前屋后路边地边剩余
土地 ，引导村民发展庭院经济 ，实现环境美
化和农户增收双向促进，让更多群众不仅可
以享受到庭院经济带来的红利，还可以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 ”观音河镇副镇长俞明喆说。

平梁镇和观音河镇只是汉阴县“庭院经
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汉阴县以“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致富增收”为目标，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 ，积极构建特色 “小花园 ”“小作
坊”，打造“庭院经济”致富模式。 按照“一村
一品”“一村一特 ”的发展思路 ，坚持因 “院 ”
制宜、自主发展、指导先行，让房前屋后的方
寸之地成为增收好途径，将发展庭院经济作
为实现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有效发力点，着
力打造“户户有产业、家家有增收”的美丽乡
村。

既有看头 又有赚头
通讯员 王建霞 徐欢

汉阴庭院经济

先后建设市级现代林业园区 11 个、打造
核桃市级航母型园区 1 个、 建成县级林业现
代园区 38 个……近年来， 汉阴县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兴
县、产业富民”，以现代林业园区为核心，大力
发展山林经济，打造乡村振兴“绿色引擎”，提
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林业产业，一头连着“百姓富”，一头连着
“生态美”。 汉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林业产
业，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市场
运作、多元投入”的原则，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调度制度，纳入“林
长制”重点工作，强化绩效考核机制，制定考评
办法，明确考核内容，以“林长制”促“林长治”。
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年

行动重要抓手，印发《汉阴县高质量发展林下
经济行动方案》，组建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生态支撑。

依托森林资源禀赋，根据“建园规模化、
设施现代化、生产标准化、经营精细化、环境
生态化”“五化” 标准， 加快推进林业园区建
设，促进现代林业产业发展。 因地制宜打造双
河口佳林核桃、城关赵家河脆李、平梁苗木花
卉、太行油茶等千亩以上精品示范园区，持续
释放生态红利。 在充分保护森林资源的基础
上，培育富硒核桃、花椒、拐枣、青脆李、蜂糖
李、樱桃林业特色产业；对全县现有 7.78 万亩
油茶园分类进行低产改造， 健全茶油加工销
售链条，多举措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延展生态发展底蕴，推动国储林建设。 汉

阴县林地总面积 156.98 万亩， 其中公益林地
118.9 万亩，商品林地 38.08 万亩，具备了国家
储备林项目推进的基础条件。 该县与陕煤集
团等 2 家公司合作分别申报 2 个项目， 正在
逐步推进。 积极引导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紧
密的利益联结，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产业联盟+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把农户牢
牢镶嵌在产业发展链条上， 通过健全利益联
结机制、扶大扶强激励奖补机制、产业项目监
管机制，实现主体增效、农户增收的目标。

聚力延链、补链、强链，深入巩固省级苗
木花卉示范县创建成效， 打造城关镇五一牡
丹产业观光示范园，栽植九个色系 72 个品种
苗木 10 万余株，成为全县三产融合产业示范
园区；建设汉阴平梁苗木花卉博览园，形成产

供销一体化产业链条，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森林康养旅游产业，

培植乡村发展“绿色基因”，漩涡镇堰坪村、东
河村采取 “闲置房改经营房、 自留地改体验
地、老百姓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方式，带
动就业 160 余人，农户年收益超 1.2 万元。 双
河口镇、蒲溪镇利用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森林
体验、户外拓展等森林康养度假体验产品。 打
造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中国天然氧吧”，延
展森林康养内涵， 让百姓尽享绿色发展带来
的生态福利。

如今，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越发深入人心， 汉阴绿色发展道路越
走越宽广，一幅“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
态美”的美好图景正在汉阴大地徐徐铺展。

生态美 百姓富

山林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绿色引擎”
通讯员 祝小康 王建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