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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力力干干好好““三三个个年年””
奋奋力力开开创创新新局局面面

县域纵横·汉阴

“我们社区的‘六小工程’是去年 8 月份开工的，于
去年 12 月份完工，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汉
阴县漩涡镇紫荆家园安置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启兵一边
忙着手头工作，一边介绍着社区的“六小工程”情况。

紫荆家园安置社区位于漩涡镇群英村， 距离集镇
约 1 千米，目前有搬迁群众 493 户 2235 人。 如何满足
群众生产生活、红白喜事等需求，社区的“六小工程”建
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紫荆家园安置社区的“六小工程”只是汉阴县易地
搬迁“六小工程”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分。 “十三五”期间，
汉阴县累计建成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 20 个，安置搬
迁群众 5082 户 17940 人。 为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便利搬迁群众生产和生活，留住乡土情结，不断提升生
活质量，汉阴县积极推行以小超市、小库房、小餐桌、小
课堂、小厅堂、小菜园为主体的“六小工程”。

“三个统一”，提升六小工程质量品质

汉阴县结合基础配套、产业发展等因素，对 20 个
搬迁社区中的 9 个大中型易地搬迁安置点进行统一规
划 ,突出田园特色和人文特色，合理确定规模，建设汉
阴特色“六小工程”样板。 结合 9 个大中型易地搬迁安
置点实际，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汉阴县统一设计了“六
小工程”平面布局和户型图，确保每个安置点亮点特色
突出、美观经济适用、符合农村发展趋势。

汉阴县还按照统一标准设计“六小工程”，抓好工
程程序规范，做到程序严谨、阳光透明。抓好建设进度，
解决各安置社区管网配套设施建设、 砂石料供应难等
问题。抓好工程质量，同步建设水池、排水沟、厕所及小
库房，有效解决水源、工具存放等问题。

四合安置小区位于铁佛寺镇集镇所在地四合村，
有搬迁户 273 户 1194 人。 近年来，四合村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累计建成规模化蚕桑产业园 600 余亩、 标准化
蚕室 5 个 ,购置蚕具 400 套 ,可满足单季养蚕 150 张以
上。在建设“六小工程”时，四合小区就把四合村的蚕桑
产业基础作为考虑因素之一。

58 岁的搬迁户粟先菊近几年都在四合村蚕桑产
业园务工，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有 1000 余元，一年下来
家里就多了 10000 余元收入。 以前，粟先菊务工的农具
只能放在搬迁房里，虽说占的地方不多，但总是有点碍
眼。社区小仓库建成投入使用后，粟先菊务工的农具就
可以放进小仓库里。

在社区旁边，粟先菊还分得了一块小菜园，可以用
来种植大葱、白菜、萝卜等时令蔬菜，一年仅需支付土
地租金 50 元。 不仅如此，小菜园在使用前，社区就挖好
了排水沟，建好了蓄水池，雨水多的时候排水就有了保
障，雨水少时又能得到及时灌溉，确保小菜园能取得不
错的收成，满足搬迁户家庭生活日常蔬菜需求。 此外，
社区小课堂还可以开展免费种植技术培训， 帮助搬迁
群众提升蔬菜种植技能。

“随着 4 月份小仓库建成，四合小区的‘六小工程’
目前已部分投入使用。 ”铁佛寺镇宣统委员蒋瑞雪介绍
说。

“四种模式”，满足搬迁群众建设需求

今年 3 月份，随着小餐桌完工，平梁镇兴隆佳苑社

区的“六小工程”全部建成。 在去年工程建设前，兴隆佳
苑社区就成立了以社区支部和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工
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居民代表大会和入户走访
方式， 收集小菜园使用和红白喜事办理等多方面意见
400 余条，促使“六小工程”更符合群众需求。

为更好发展蚕桑产业， 兴隆佳苑社区党支部会同
西岭村、兴隆村党支部采取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
联享（简称三联）工作模式，利用三个村的土地资源共
同发展蚕桑产业。 此外，三个支部班子通过成员互派、
党员相互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支部牵头协调作用，带
动群众发展蚕桑产业。

截至目前，在两个村党支部支持配合下，兴隆佳苑
社区已累计发展蚕桑产业 1500 亩，建成 21 个蚕室、20
亩林下养鸡场、1 个桑蚕制种场，累计培养 42 名养蚕能
手，带动社区居民 389 人在园区务工。

汉阴县按照统规统建模式，以镇、村为单位将“六
小工程” 项目进行招投标， 按招投标程序选择施工队
伍，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探索出施工更专业、组织更
科学、监管更透明、成本更节约的统规统建模式，打造
出独具特色的汉阴“六小工程”。 健全县、镇、社区居委
会联动模式，各搬迁社区以居委会为主体，成立工程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 全盘摸底搬迁社区现状和群众生活
需求。

为解决资金需求，汉阴县用好苏陕协作模式，争取
苏陕协作资金 532 万元，统筹整合其他资金 150 万元，
解决了“六小工程”的建设资金需求。 制定《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分别界定了各自任务和职
责， 将 10 个镇和 26 个行业部门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发展成效考核， 充分发挥考核对易地搬迁后续
发展指挥棒作用。 采取“三联”工作模式，将联建村中拥
有丰富种植经验和管理才能的人才充实进农业产业园
和社区工厂，提升产业管理水平。

“三个同步”，强化“六小工程”进展步伐

汉阴县建设“六小工程”时注重群众参与同步，在
规划选址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邀请群众参与选址讨
论，聘请群众在建设过程中全程监督把关建设质量，及
时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布“六小工程”工作进展情况，随
时接受社会监督。 严格把好材料采购、施工质量、工程
验收、建筑安全等关口，建立“县镇村”三级监管体系，
组建 2 个质量监管小组，对工程建设进行常态监督。 每
个乡镇聘请工程监理全程监工，每个安置点均公选 2-
3 名威信高、 懂建房质量的群众代表参与工程监管，达
到施工与质量监管同步目的。

为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
力，汉阴县“六小工程”还注重基础配套同步，进一步强
化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文化生活等配套，引导社区依
靠自身力量加强社区综合管理。

去年年初“六小工程”选址前，涧池镇紫云南郡搬迁
社区经社区“两委”成员和居民代表共同商议，确定了“六
小工程”建设地点。 建设期间，社区选派 2 名居民代表监
督工程质量，确保“六小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居民陈兴松就是监督工程质量的居民代表之一，
他监督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 提醒施工方将
水电管网、污水排放等配套设施建设到位，确保群众正
常使用。 据陈兴松介绍，目前社区正在准备召开居民大
会，讨论小餐桌、小厅堂、小库房等设施的使用收费和
管理问题。 群众使用“六小工程”支付的费用将成为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将进一步壮大社区集体经
济力量。

据统计， 汉阴县全县 9 个大中型易地搬迁社区目前
已配齐“六小工程”，其中新建小库房 9 处，小厅堂 9 处，
小餐桌 2 处， 小菜园 225 亩， 将安置社区打造成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生活便利、居住安全的“五星级社区”。

地处汉阴县城北端的双河口镇， 境内有着丰富的
文旅产业资源，于 2021 年底被确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镇，赋予其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走前列、做表率的光
荣使命。

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启动以来， 双河口镇
锚定“古韵体验小镇、乡村康养小镇、红色旅游小镇、茶
马古道小镇”目标定位，坚持党建引领，以项目为王，在
产业、文化、旅游三大板块做大文章，持续打造示范建
设新亮点，乡村振兴示范镇的靓丽新貌加速显现。

党建引领强基，凝聚示范建设组织合力

连日来，双河口镇下辖的各村党支部正在开展“环
境整治美家园 庭院经济助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农村
党员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和庭院经济发展， 为乡村
增添了一抹“先锋红”，这也是双河口镇在乡村振兴主
战场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一个
缩影。

“头雁”引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织保障，该镇党
委以抓党建促振兴为主线，实施了“头雁”强基工程，协
调 14 个帮扶单位选优配强 11 名第一书记、22 名驻村
队员，在乡村振兴一线培养选拔党员干部 9 名，从镇党
委班子中为 11 个农村党支部全覆盖选派党建指导员，
组织党支部书记“争先发展 率先振兴”擂台比武 3 期，
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三联”共
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织纽带， 该镇党委调整优化 4
个“三联”对子，将党的力量嵌入乡村振兴全过程，建成
三柳、凤柳 10 公里金银花产业带和幸和、斑竹园、梨树
河古镇文旅经济带， 有效弥补了示范镇建设的要素短
板，架起了示范引领全方位振兴的“联心桥”。

项目建设赋能，激活示范建设最强引擎

在“三个年”活动的热潮引领下，双河口镇已开工
的 20 个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项目正在满负荷推进。 走
进位于该镇幸和村的古镇花田项目施工现场， 工程车
来回穿梭的车辙印、打桩机的撞击声、大型机械的轰鸣
声，一派高质量项目推进年的生动场面，奏响了全面提

速示范镇建设的冲锋号。
随着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

台，双河口镇持续做强项目支撑主引擎，策划包装古镇
游客集散中心、菌粮菜共生套种示范基地、组织服务能
力提升等重点项目 78 个，概算总投资达 8.73 亿元，为
乡村振兴示范镇擘画了一幅项目为王扩骨架的宏伟蓝
图。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项目攻坚，该镇筹措整合资金，
先后建成茶马古镇历史文化街区、3A 级景区创建及旅
游服务体系建设和农副产品展销中心等 20 个示范镇
建设项目， 释放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现如
今，行走在双河口镇的山野沟壑，人居环境基础配套一
应俱全，干净整洁的乡土院落错落有致，三柳田园生机
勃发，宽广通畅的柏油马路横亘在青山秀水间，由一个
个重点项目绘制而成的一幅幅锦绣画卷分外夺目，宜
居宜游的和美乡村正在华丽转身。

产业提质助力，释放示范建设惠农红利

在双河口镇龙垭村的大樱桃园区， 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正在组织修枝管护作业。 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
责人盛良超告诉笔者， 产业管护事关苗木长势和后期
收益，必须严格技术标准，为早日见到产业红利打好基
础。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双河口镇锚定产业富农
促振兴的主线，大力发展猕猴桃、金银花、蚕桑、果蔬四
大主导产业和富硒粮油、畜禽养殖等传统小众产业，并
按照“四化五统一”标准，建成了 5 个专业化、规模化、
集约化产业园区，形成了“高山核桃拐枣、中山桑果环
绕、浅山种养间套、园区生产加工”的产业格局。 至目
前，全镇累计发展稻虾共养 300 亩、核桃 1600 亩、猕猴
桃 2100 亩 、蚕桑 1000 亩 、金银花 1500 亩 、魔芋 1200
亩。

去年以来， 该镇通过优化村集体经济利益联结机
制和借力建总行定点帮扶， 金银花茶和三柳贡米等特
色农产品实现产量与销量双增， 三柳村集体经济达 50
余万元，带动 75 户农户增收 2 万余元。 在稳步壮大集
体经济的同时，双河口镇抢抓庭院经济发展契机，将特

色产业培育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动员农户盘活
房前屋后小菜园、小花坛和撂荒坡地，栽种金银花、黄
桃、柿子、葡萄等瓜果苗木 11000 余株，打造庭院经济
示范村 3 个，并将每户的庭院藤架搭设、定苗走向、外
观形态纳入村庄规划范畴，曾经杂草丛生、坑洼不平的
农家小院已变成瓜果飘香、绿色满园的生态家园。

文旅融合添彩，绘就示范建设锦绣画卷

眼下，双河口镇的晴空中时有朱鹮飞过，旷野与蓝
天相连。 傍晚时分，走进热闹非凡的三柳村，示范街道
各具特色，农家小院干净整洁，俨然一幅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山居图。

近几年，双河口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和
农耕文化底蕴，聚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具有 400 年
历史的双河口古镇在 2021 年被命名为省级文化历史
街区后，该镇依托以“千年驿站、石板古镇、端木遗风、
丝路通天”为内核的驿站文化，有机融合以陕南人民抗
日第一军为展陈的红色文化，深入实施古镇振兴工程，
精巧布局了一批沿街商铺、酒肆茶社、陕南民居和巷道
客栈，青砖黛瓦和烟火味道成为古镇文旅新元素，茶马
古道和红色印迹成为古镇崛起新地标。

在厚重文化的衬托下，双河口镇趁势而上，围绕古
柳、朱鹮、稻香、花海等农旅景观，举全镇之力分批建成
三柳村田园综合体和朱小鹮露营基地、 龙垭村百亩樱
花观光园、幸和村千米稻花观光步道、凤柳村千亩金银
花生态观光园， 并配套贯通 24 公里的彩虹旅游公路，
推出了自然花海、古镇老街、三柳古庙、谢家老院、千年
古柳、风车走廊等网红打卡点。 一村一幅画、一处一风
光已然是真实写照，每到旅游旺季，前来踏青郊游、骑
行观光、拍照摄影的游客络绎不绝，乡村旅游迸发出前
所未有的活力。

青山掩映，绿水潺潺。 在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的浩
荡东风吹拂下，古镇不老，生机勃发，如今的双河口镇
已把发展之美、人文之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春赏花
满园、夏观荷塘景、秋闻稻浪香、冬品庖汤宴”的四季文
旅主题享誉县内外，古镇新貌正在争奇斗艳。

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
———汉阴县推行“六小工程”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通讯员 邓永新 杨运宝

古 镇 新 貌 放 异 彩
———汉阴县双河口镇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亮点纷呈

通讯员 陈礼朋 刘娴

一垄垄耕地整齐划一， 一条条平整美观的灌溉
沟渠直达田间地头……初夏时节，万物生长，汉阴县
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绿意盎然， 让汉阴的初夏更添
一片生机。

“以前下大雨，地总是会‘跑土’，现在修了高标
准农田，路打好了，能通车了，水渠也修好了，用水也
比较方便， 种起地来省时省力。 今年我种了四亩玉
米，长势都很不错，种庄稼都有积极性了……”走进
汉阴县城关镇麒麟村高标准农田，道路宽阔平坦，路
两侧的防渗渠平整美观，大小沟渠纵横相连，村民王
化前正在自家田里察看秧苗长势。 得益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麒麟村的水渠越来越完善，机耕路拓宽，主
要干道硬化，大大方便了村民的耕种、田管和收割。

“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惠及我们村 2、3 组 200
余户村民， 目前我们村辖区 100 余亩荒废旱地全部
平整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同时配套建设 2000 余米排
洪渠，建设 2000 余米产业路，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 ” 城关镇麒麟村村委会副主任蒋友宝介绍
道。

近年来，汉阴县城关镇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
通过对辖区撂荒土地进行全面摸底、全力集中整治，
坚决遏制了耕地“非农化”，防止了耕地“非粮化”。辖
区 21 个村结合不同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将撂荒地和荒山先后建成了猕猴桃、樱桃、拐枣、花
椒等 20 余个特色产业园， 切实让荒地变成了 “良
田”，荒山变成花果山，辖区沉睡的土地焕发出 “致
富”新活力。

粮以田为基，农以田为本。走进平梁镇清河村五
组，可以看到昔日的“巴掌田”如今变成了一块块方
方正正的良田，机耕路、排灌渠纵横交错，高标准农
田成为清河村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力杠杆。 这片不久
前由平梁镇金叶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试播下的旱
稻谷，现已陆续破土出苗，一大早，合作社的负责人
黄明明就早早来到试种田查看秧苗长势， 根据苗情
根情及时开展田间管理。

曾经，平梁镇清河村基础设施薄弱、灌溉不便等
问题比较突出，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来跑水、
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
田’，提升了耕地质量和基础地力，促进农村发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现在路也通了，水渠也修好了，用水、运输都很
方便，给我们的种植带来很大的积极性。今年我们在
这里试种了 350 余亩旱稻， 旱稻的种植是用直播的
方式，不用育苗，试种成功之后，将给稻农带来很大
的益处。 ”黄明明说。

城关镇、 平梁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只是汉阴落实
耕地保护、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自 2019 年以
来， 汉阴县抢抓国家投资农田建设机遇， 认真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求，全县争取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 11.56 万亩， 目前已全面建成投入
使用。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渐让田成方、渠相连、
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耕地得到“强筋健骨”。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配套提升，农田质量等级提高 0.45 个百分
点，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高标准农田粮油作物复
种率达到 160％以上，新增粮食产能达 550 万公斤。 ”
汉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连志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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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今
年以来，汉阴县认真贯彻落实“三个年”活动部署要
求， 把高质量项目建设作为经济稳中求进的重要抓
手，高要求谋划招商引资，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高
效率提供要素保障， 为县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初夏时节，生机勃发。 在汉阴县果蔬加工仓储物
流中心项目（一期）建设现场，塔吊、挖掘机和工程车
等大型机械正开足马力作业，轰鸣声不绝于耳，30 余
名工人忙碌的身影不断穿梭，正进行着打桩、砌砖、
捆绑钢筋等各项施工作业，全力保障项目施工进度。

“项目主体工程， 钢结构主体完成施工 90%，钢
梁完成 20%，部分配套设施建设也在同步推进，包材
库已完成主体施工并场地硬化， 综合服务中心已完
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总体项目预计 2023 年 9 月底
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该项目经理张开军说。

据了解， 汉阴县果蔬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
目作为汉阴县 2023 年开年首批开工的市县重点投
资建设项目，占地 90.85 亩，规划建设 5000 吨保鲜
库 2 座，配套建设仓储管理中心、分选车间以及项目
区道路、绿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 项目建成投产后，
可实现年加工贮藏果蔬 2 万吨以上。 同时，还将有效
解决全县 3.5 万亩猕猴桃、4 万亩脆李等杂果及 1 万
亩蔬菜物流保鲜难题，并在加强民生果蔬保供、补齐
富硒食品产业链短板、 实现农户就业增收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在建项目如火如荼，已投产项目稳中有进。 走进
汉阴县经开区陕西曼巴莱恩科技有限公司直流电线
电缆项目的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忙
碌，一台台精密设备准确运作 ，经过绞线 、绝缘 、质
检、打包等工序后，一捆捆光伏电线制作完成。

陕西曼巴莱恩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 3 月开工建
设，5 月中旬进入试生产，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目
前正加班加点为下游企业赶制订单。 该公司是专业
生产电线电缆系列产品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产品包
括辐照交联类特种线缆，广泛用于机械、电器装备、
高层建筑、造船、电力、化工、机场等行业。 该项目的
建设，是光伏产业的补链强链项目，对促进光伏能源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推进“双碳”奠定
了基础。

“下一步，公司计划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积极推进产品市场化，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企业效
益不断增长，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项目
生产负责人刘鹏信心十足地说。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项目快速“跑起来”
的背后，是汉阴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是全县
党员干部转作风提能力坚持“靠前服务”，全力以赴
推进项目建设，加班加点赶工期的结果。

据悉，汉阴县 2023 年全年计划实施市级重点项
目 46 个，总投资 295.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5.7 亿
元，截至 5 月底，已完成投资 56.6 亿元，占年度计划
任务的 59.2%， 其中 33 个新建项目已开工 30 个，开
工率达 91%。 一个个高质量项目落地建设，一个个新
兴产业加快推进，一个个投产企业忙碌不停，高质量
发展的底气更足、实力更强，充分彰显了汉阴县发力
“三个年”、决胜全年的坚定信心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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