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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新绢）今年枇杷丰收季，旬阳县
构元镇境内汉江沿线 316 国道上下满坡金黄， 放眼望
去，个大饱满的枇杷压满枝头，向过往行人“招手”。 望
着大如乒乓球的枇杷果实， 果农王道福如热锅上的蚂
蚁， 对着前来走访的第二代表小组组长王勇和市人大
代表郭芳说道：“我今年的果子要打水漂了。 ”两位代表
知晓后，随即利用网络和自己人脉资源，联系了陕西丰
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次性扶贫销售 500 公斤。 同
时， 第二代表小组还组建了负责联系销售和采摘服务
的 2 个志愿服务队，解了果农的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 ，旬阳构元镇人大践行 “五群 ”行动 ，以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调查研究为契机 ，推进基
层“321”治理为抓手，积极发挥代表 “双推双争 ”作用 。
通过进村入户走访调查和征集民意 ，了解到因连阴雨
导致构元社区 、樊坡 、金马塔 3 个村 7 户种植大户和
部分散户滞销存量枇杷上万公斤后 ，镇人大第一时间
与旬阳市电视台 、市工会 、构元邮电所 、镇机关 、镇属
各单位 、驻镇单位和工商企业等对接 ，在社会各界发
出倡议，采取自愿结对，通过电话 、微信 、入园采摘 、抖
音电商 、 定购等引领消费帮扶和推介等方式助农销
售 ，为民解忧 ，推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助力乡村振
兴。

近年来，该镇人大按照一镇一品牌一特色和一村一
品的“人大+产业振兴”的工作模式，不断助力乡村振兴。
现镇内已形成中药材、 林果和高山土豆的产业布局，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在产业振兴中的中坚力量。 一是组织开
展金银花为主的中药材，以枇杷为主的特色林果，以高
山土豆和蔬菜的技术培训， 聘请相关技术专家现场指
导，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二是不断挖掘人大代表在
产业发展方面的致富带头作用，帮助镇内各村筑牢产业
基础，市镇代表主动担当，在产业发展中冲锋在前、勇作
示范，进一步打造“一村一品”特色镇品牌 ；三是抓好产
品推销 ， 人大组织到盘龙药业考察签订中药材购销
合同，联系外地企业订购产品，同时在网上平台推介农
产品，解决销售难的问题。 据悉，目前仅第二代表小组联
络站 2 天内就帮助镇内果农采摘、 销售枇杷 3000 余公
斤。

不负好时光，水稻插秧忙。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好时节，在
紫阳县洄水镇连桥村水稻种植基地， 当地农户正有条不紊地翻
地、放水、拔秧、运秧、插秧……呈现出一派你追我赶“插秧忙”的
好景象。

“在这儿插秧，每天能挣 160 元，活儿也比较轻松，收入也算
可以，既照顾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 ”农户张春友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在秧田里，农户们动作非常娴熟，一手抱秧、一手插秧，忙得
热火朝天，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一块块空荡荡的水田换上了崭
新的“绿装”，放眼望去，一排排秧苗排列得整齐有序，为村庄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劳动用工、入股分红等方式，带
动周边农户 50 余户，实现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下一步将围绕旅
游配套服务、农业生产体验、农家颐养服务等项目，增加农业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条。 ”连桥村支部书记、紫阳县先峰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孙启铭高兴地介绍。

据了解，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扛稳“米袋子”，确保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洄水镇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多措并举开展粮
食安全保障行动，并结合新时代“五个一”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组织镇村干部入户走访，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水稻种植等方
面的惠农政策，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镇已完成水稻插秧面
积 200 余亩。

董霞 摄

夜幕降临，汉阴县城关镇东南村夜市烟火气升腾，油炸饺子、铁板鱿鱼、炒田螺、烤
肉串等特色美食吸引了众多食客，浓浓的烟火气，让居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每天下午六点半后，汉阴县城关镇河滨路西段的热闹
非凡，水果、蔬菜、玩具、饰品应有尽有，居民们三五成群沿步行道健步锻炼，经过摊点
区发现心仪的东西，就会驻足谈价购买。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指导下，群
众灵活就业的小期盼与人文汉阴的大情怀交融，不仅释放了城市的经济活力，也让居
民感受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

凤凰广场上，公益电影展播、儿童玩具展销、健身体操展示、传统花鼓戏展演进入
“夜嗨”模式，围绕“食、游、购、娱、体、展、演”的夏日新“夜”态推陈出新，夜市的氛围从
过去单纯的“味觉经济”发展到“视听经济”，文化元素的注入让夜经济更加丰富多彩，
唤醒了汉阴文旅消费新活力。

据了解，近年来，汉阴县城关镇以“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深挖夜经济潜力，以文
明有序、群众满意为目标推动夜经济健康发展，呈现了烟火气十足的夜经济新景象。

白河县庆辉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在中厂镇
流转林地 2300 余亩，通过绿色生态林下散养
的方式养殖黑猪，年均出栏林下猪 300 头，年
产值 150 万余元，带动户均增收 2000 元。

王茜 摄

近年来， 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深入挖
掘、传承、创新、利用当地非遗文化资源，积
极推动非遗融入当地旅游发展及乡村振兴
战略，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致富渠道，不
断播撒乡土人才“火种”，持续涵养乡村文化
生态，全面推动文化、产业、人才共发展，让
非遗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三变改革，一份股权破难题。 按照“三变
改革促发展、旅游扶贫助增收”的工作思路，
天坪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利用入股到
合作社内的土地林地资源、 乡村旅游资产、
现有各类帮扶资金等，开展资源招商、资金
投资理财、置办实体自行运营。 依托杨家院
子省级旅游度假区，推动文化与经济互动发
展，与邻村合作，融资打造杨家院子非遗美
食作坊区，让农户参与制作与售卖，各尽其
力，激发信心和能动性，解决了以往景区游
客火爆村民“事不关己”、发展“不充分、不均

衡”的问题；也解决了村“两委”直接从事经
济活动的“体制障碍”，让群众在股份经济合
作社的统一运营下实现增收致富目标。

三产融合，一个链条兴产业。 位于天坪
村的杨家院子省级旅游度假区，现有农家乐
40 余家， 民宿 10 余家，2022 年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3000 余万元。 依托乡
村自然优势和发展定位，第三产业的迅猛发
展使农产品供给需求增加，逐步建立了“山
上绿色种养，山下农家消费”的产业互动链
条，带动了蔬菜、畜禽等产业发展，继而催生
出种养殖基地和订单农业，推动了第一第二
产业的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三产带二产
促一产”的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近年来，在岚
皋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天坪村积极
推进神仙树园区建设，成立了仙缘源果蔬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植神仙树 400 亩，建
成了 1500 平方米的“神仙树叶”深加工厂和

100 平方米的 “非遗作坊神仙豆腐商品售卖
点”，带动全村 200 余户农民增收。 该村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神仙豆腐制作技艺”为
切入点，积极探索“传统工艺振兴”“非遗+旅
游”“非遗+乡村振兴”“非遗+产品” 等发展
路径，衍生出神仙豆腐果冻、神仙树酒、神仙
树面条等系列旅游产品，景区周边种植神仙
树、非遗小院体验制作技艺、景区内部销售
神仙树系列产品，构建“产、供、销”一条龙旅
游发展新格局。

以文塑旅，一个品牌树形象。 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锁定“岚皋味道”美食品牌、
“休闲四季”活动品牌，树立“品美食就到杨
家院子”的良好形象。 以杨家院子省级旅游
度假区为营销主体， 以项目或景观为导向，
结合新媒体等途径，培养固定粉丝群，打造
文旅爆款。 用活省级非遗项目“魔芋豆腐制
作技艺”， 手工制作的酸辣魔芋豆腐成为家

家户户的必备菜；传承市级非遗项目“岚皋
摔碗酒”，打造 2 处网红打卡点；县级非遗项
目“辣子鸡”“吊罐肉”“洋芋粑粑炒腊肉”“三
彩豆腐乳”等也成为“岚皋味道”招牌菜。 通
过产、供、销一体化，带动了当地美食产业发
展。 创新文旅活动，以“浪漫之春、欢乐之夏、
魅力之秋、梦幻之冬”四季品牌为主，创新举
办“岚皋味道”非遗美食节、泼水节、七夕节、
中秋灯会、长街宴、庖汤宴、元宵社火表演等
各类活动，以民间美食、休闲娱乐为特色，地
方特色浓郁的乡村旅游文化品牌效益越来
越明显。 目前，天坪村把非遗文化建设纳入
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不断挖掘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巴文化和农耕文化精
髓， 不断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 将耕雕、竹
编、草编、美食制作融入现代文化元素，打造
非遗文化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威静）今年以来，紫阳县双安镇坚
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突出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
在队伍建设、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上精准发力，切实将党
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锻造能打胜仗“排头兵”，建设强劲“组织引擎”。以村
（社区）班子届中分析研判为契机，对村班子进行逐一研
判，综合考量，全面分析，建立村“两委”班子人才库，同时
积极开展村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活动， 全面提升村党组
织书记综合能力水平，营造出争比进位的良好氛围。大力
实施“雏雁培育”行动和“一村一名大学生”选育计划，聚
焦“田专家”“土秀才”等群体，常态化开展村级后备力量
摸底调研，逐一建立台账，同时明确镇村干部与成员结对
帮扶，实行“一人一策”跟踪培养机制，目前储备村级后备
力量 39 人，均已落实镇村干部结对帮扶，实施动态跟踪
培养。

盘活集体经济“蓄水池”，打造“一村一品”新格局。紧
紧围绕镇域富硒资源优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种养
殖大户”等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富硒蔬菜、富硒水果 、畜
牧养殖等特色产业， 调优调强产业结构， 做大产业规
模。今年以来，双安镇多举措持续巩固发展四合村富硒
粉条 、林本河村生态养鱼 、桐安村蛋白桑 、廖家河村葡
萄及蜂糖李 、三元村富硒茶叶 、白马村富硒黄桃 、珍珠
村中药材 、闹热村艾草为主的特色产业 ，全面做活 “硒
文章 ”，“一村一品 ”主导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提升了产
业发展带农益农成效。 抓住乡村建设、 高标准农田建
设 、产业园建设等契机 ，管好用活集体经济资金 ，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实现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
金 ，不断提升村经济实力 ，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村集
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壮大。

抓好基层治理“小切口”，实现群众共治新局面。以
党建网格为基础，通过网格“微单元”的互动管理，让群
众从被动到主动，从上级要求到个人自觉，建立网格员
每星期到包保农户家中走访机制， 将网格基础工作和
各项工作相结合 ，提升 “网格化 ”治理成效 ，形成了 “人
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办好格中事”的良好局面。搭建
村民协商议事平台 ，定期开展 “说事会 ”，让群众自己
“说事、议事、主事”，围绕村民意见较为集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实现畅通民意零距离、纾解
民困有温暖。 实行“积分制”，以“党建+爱心积分超市”
激活群众参与村内事务的积极性 ， 抓好村自治管理 ，
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 。

今年以来，汉阴县铁佛寺镇积极吸纳农户
参与蚕桑产业发展建设， 形成多元化增收模
式，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推进现代蚕桑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

在高峰村的标准化蚕室中，蚕农们正紧张
有序地挑选熟蚕， 将其放置在特制的簇器上，
之后蚕便吐丝结茧。 高峰村蚕室负责人聂文见
信心十足地说：“今年第一批春蚕养了 15 张，
目前在挑熟蚕，昨天又进了 13 张，镇上有个蚕
丝被厂，茧子不愁销路。 ”为推动蚕桑产业发
展，铁佛寺镇建成了千亩蚕桑产业园，确定了
“合作社托管+大户承包+农户散养” 的蚕桑产
业发展模式,既激发了村民发展产业的热情,又
拓宽了村集体产业发展空间。

2021 年， 依托蚕桑全产业链筑巢引凤，该
镇成功回引外出创业成功人士许安全投资成
立汉阴县佳乡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产运营

全县首家蚕丝被加工厂。
走进加工厂 ，睡衣 、床上用品 、丝巾等蚕

丝制品整齐地摆放在展示架上， 工厂里工人
们正在加班加点制作蚕丝被， 从拉丝到缝制
再到成品包装， 一床美观舒适的蚕丝被便制
作完成。 “今年预计收购蚕茧 10 万余斤，生产
蚕丝被达 1 万余床，收入将达到 800 余万元 ，
惠及蚕农 80 余户，提供就业岗位 40 余个 ，我
将努力做好蚕丝被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许
安全说。

据了解，该镇设立蚕桑产业链党委、人大代
表联络站、勤廉监督服务站，进一步巩固“党支
部引领+合作社托管+大户承包+蚕农参与”多
元化养蚕模式，养蚕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目前，全镇已养蚕 210 张，同比增加 70%，全镇
蚕农增至 62 户， 全年蚕茧产量预计 35000 斤，
综合产值有望突破 500 万元。

近日， 旬阳市金寨镇谭家院社区的白芨种植地里生机盎然，
一串串紫白色的小花缀满枝头，散发出阵阵清香，煞是喜人。

“得亏梅伟前期帮忙订购了 5 亩白芨苗， 不然我今年没啥挣
钱路子了……”谭家院社区居民汪前斌说，因务工挣钱难，他今年
萌生了发展白芨的想法，但不知道从哪购买白芨苗，便跟社区电
商服务中心负责人梅伟联系，通过电商平台购买了白芨苗。

作为中药材，白芨产业在谭家院社区广受居民欢迎。 “白芨产
量还是可以的，1 年种植 3 年采收，一亩能产 4 至 5 吨，价格在 20
元至 30 元一公斤，我以前栽了 2 亩左右，效果很好，价格也不错，
因为现在有电商服务中心负责技术指导、产品收购和销售，我不
愁挣不到钱了。 ”冯纪安说。

汪前喜是谭家院社区一位老种植户，在种植之初，电商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免费给他提供了白芨种植技术和价格优惠的白芨
苗。 现在技术熟练的他常常被其他种植大户请来当“师傅”，还带
动邻居参与白芨种植，帮助自己和乡亲们实现持续增收。

“电商服务中心通过淘宝网、一亩田、拼多多和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不仅销售白芨、石斛等中药材，还销售本地拐枣、魔芋、洋火
姜等农产品。同时也帮助社区群众购买电器、农资等，通过这个平
台实现产品出山、农资进村。 ”梅伟说。

目前， 谭家院社区整合资源， 发动群众流转土地种植白芨
100 亩，通过“集体+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模式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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