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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柳杨 王文艺） 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盛夏时节，汉阴县双乳镇的荷
塘里一朵朵花苞早早地探出头来， 绽放的花蕾挺立
于叶子之上，一望无际的绿色荷塘，放眼望去，片片
荷叶连接天际，朵朵荷花点缀其间，组成了美丽乡村
夏日独有的荷塘美图。

今年以来， 双乳镇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浓厚
的文化底蕴，结合千亩荷塘特色产业，深度挖掘和提
炼“莲文化”丰富内涵，将廉洁元素与红色文化、家风
家训结合起来，在县纪委、县妇联的精心指导下将千
亩荷塘打造成群众身边“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廉
洁教育基地。 该教育基地紧扣“传承传统文化、弘扬
家风家训文化、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三个主题，以
“一心两廊三将军四活动”为载体，即：以“荷风莲韵”
主题广场为中心，建设家风廊和清风廊“两廊”、以汉

阴三将军为核心的陕南抗日第一军文化园，开展“观
廉、品廉、种廉、思廉”四活动。 通过一系列的精心打
造，力争将双乳镇千亩荷塘建成“农文旅融合”“廉旅
融合”的新地标。

双乳镇千亩荷塘同时也是国家级水产养殖基
地，近年来，双乳镇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有效结合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千亩荷塘
3A 及景区创建，通过做大“田”文章，发展了莲子产
业；做活“水”文章，发展以生态小龙虾的特色水产
业。 积极带动群众搞好人居环境、发展庭院经济，支
持有条件、有想法的群众发展农家乐、民宿体验，真
正实现水里有龙虾、水面有荷花、岸上有酒家，探索
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增收致富， 农文廉旅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

夏日的秦岭腹地青绿氤氲，草木葱郁。 来到宁陕
县梅子镇安坪村的六道木种植园，放眼望去，只见一
排排错落有致的六道木葳蕤生长，似绸缎披挂在田园
之上。种植园负责人任斌正埋头和务工群众一起除草
施肥，采集叶片，为制作神仙豆腐做最后的准备。

六道木也叫神仙树，用神仙树叶做的凉粉叫神
仙豆腐，色泽淡绿、清香味浓、口感舒适，具有清热
解毒的功效，是本地的传统饮食，也是深受城里人
喜欢的绿色食品。

任斌是土生土长的梅子人。 “那个时候就是守
着好山水，过着穷日子。 ”回忆起早些年的家乡，任
斌感叹道。 初中毕业后，17 岁的任斌在外学过美发
开店创业，也跑过生意。 父母的召唤和对故土的眷
恋，让他放弃相对稳定的生意，于 2017 年毅然决然
地回到了家乡。

“安康农管所包挂我们村科普宣传， 讲述六道
木适宜这里规模种植。 ”任斌说，通过自学和外出考

察，他在自家承包地种了 10 多亩六道木。 后来，任
斌又到重庆奉节学习了制作神仙豆腐技艺，结合本
地特色，让产品一路畅销。

绿色是农业最亮的底色。 尝到甜头的任斌，将
种植规模扩大到 30 余亩。 “最好的时候，一年买了
13 万元，忙的时候，请 20 多个人来除草、摘叶子。 ”
除了制作售卖新鲜的神仙豆腐外，任斌还将六道木
鲜叶子晒干，卖到了临近的岚皋县。

在保持种植面积、加强科学管护、提升神仙豆
腐的同时， 任斌将神仙豆腐作为自家民宿的招牌
菜，成了客人必点的佳肴。 “除了自己产销一部分，
隔天就往宁陕县城菜市场送一趟神仙豆腐， 能卖
600 多元。 ”任斌高兴地说。

“我想先把民宿办好，还想规模种植，发动村民
把坡地、边角地都种上六道木，再办个小型加工厂，
把叶子收来，加工成干粉，让六道木变成大家的摇
钱树。 ”任斌对下一步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来，岚皋县将城区亮化工程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不断加
大“绿化、美化、亮化”工作力度，在县内主要街道两旁，增添了各式各
样精美的彩灯，精心扮“亮”最美小城夜空，添“彩”百姓生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岚皋县河两岸到处流光溢彩，把夜晚的城
市装扮得分外迷人，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到商场、河提、步行街休
闲漫步。

灯火辉煌的景观路灯、绚丽辉煌的住宅房串灯、绵亘蜿蜒的河堤
灯等把岚皋点缀得绚丽辉煌、流光溢彩。 城市居民或沿河边散步，或
在广场跳舞，亦或在桥上吃喝游，岚皋的夜晚在景观灯的照耀下，在
河提音乐广播的烘托下，在廊桥、“彩虹桥”的渲染下显得更加迷人多
彩。

据了解，岚皋县结合“岚河夜画”山水实景演绎启幕活动，组织千
面锣鼓舞岚河，实景水秀迎宾客。 同时，紧扣“统、谋、建、融、热”五字
要诀，结合“夜走、夜购、夜娱、夜宴、夜茶、夜读、夜书、夜影”等夜间经
济，形成春探花、夏戏水、秋品红叶、冬滑雪的“全域、全季、全时”旅游
业态，推动生态旅游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董霞）为扎实推进“三个年”活
动走深走实，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锻造干部过硬作
风，紫阳县洄水镇积极探索推行新时代“五个一”工
作机制，实现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

一套全覆盖的民意收集办法“知民情”。 建立走
访常态化制度，严格执行重点户每周走访、一般户每
月走访、放心户每季走访；建立农户院落会制度，包
联干部每月召开院落会；建立群众恳谈日制度，每月
25 日各村（社区）召开群众恳谈日，了解群众困难问
题，收集意见建议；建立民意“直通车”制度，公布镇
领导班子手机号、微信号和电子邮箱，开通“书记热
线”，畅通民意反馈渠道。

一套全链条的兴业增收办法 “暖民心”。 紧扣
“4+3”产业链建设，按照“1+2+N”的产业发展思路，
坚持茶业首位产业不动摇， 大力发展流水养鱼和中
药材，各班子成员分级负责包抓，不断培育特色农业
品牌；各村（社区）采取“合作社+企业+农户”的合作
模式，积极探索成立村级劳务公司，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稳固群众增收基础。

一套全过程的为民服务办法“解民忧”。 规范提
升便民站（室），推行全天候、一站式、便捷化服务，确
保群众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事快办，提高服务效
率，让群众不跑冤枉路、不走回头路；全面开展代办
服务，积极推行保姆式代办，彻底解决特殊群体办事
难题；创建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智慧紫阳”工程，率
先实施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便民服务。

一套全方位的乡村善治办法“顺民意”。 科学编
制村庄规划，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健全扶贫资产管
理长效机制，用好用活公益性岗位，让资产持续产生
效益；推行“党委主导、支部带动、党群联动、长效治
理”人居环境整治模式，打造“五美庭院”；以新民风
建设为抓手，发挥“一约四会”作用，成立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工作专班，全面化解突出矛盾；分批次建设村
史馆，加强传统院落保护，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
意度。

一套全能型的干部淬炼办法“惠民生”。 严格落
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曙光夜校”等制度，全方
位武装干部头脑；组织干部交流学习，通过擂台赛进
行“比拼晾晒”；建立层级化责任落实体系，一级抓一
级，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夯实“三单五链”闭环
式工作落实机制，实行清单管理，提升工作质效；建
立后备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梯次培养机制，力促干部
成长成才，更好地惠及于民。

本报讯（通讯员 唐小明）汉阴县铁佛寺镇四合
安置社区现有搬迁群众 380 户 1578 人， 是全县 20
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之一。 近年来，该安置社区挖
潜利用山区生态资源，聚焦搬迁群众能增收、稳得
住、可融入，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建园区、延链条、育
品牌 、借外力 ，积极发展蚕桑 、土鸡和农旅三大产
业，累计创造产业收益 600 余万元，确保了搬迁群
众乐业安居，被省发改委等 4 部门联合发文表扬为
2023 年度全省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产业发展示范安
置社区。

建好园区，让搬迁群众增收有载体。 抢抓产业
扶贫和产业振兴政策机遇，先后投入“三个一”产业
发展、 巩固衔接和苏陕协作等资金 400 余万元，建
设规模化桑园 750 亩、标准化蚕室 3 座、林下养鸡
场 2 个，购置蚕具 1000 套，建成蚕桑产业示范园区
和林下养殖园区各 1 个。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养蚕
320 张、养鸡 5000 只，实现蚕茧销售额 100 万元、土
鸡销售额 60 万元，为搬迁群众吃上“产业饭”提供
了有力支撑。

延长链条，让搬迁群众增收成效好。 引进全县
首家蚕丝被加工厂， 就地收购安置社区所产蚕茧 5
万公斤，生产蚕丝被等蚕丝制品 5000 件，构建形成
从种桑养蚕到抽丝制被、产供销一体化的蚕桑全产
业链，蚕桑产业综合年产值提升至 500 余万元。 做
优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以安置社区所在村的专业合
作社为龙头，辐射带动临近 3 个村以林下土鸡为主
打产品，采用古法加工制作烟熏腊鸡、白条鸡 1 万
只，推出天麻炖鸡、粉条烧鸡、原味鸡“一鸡三吃”等
特色菜肴， 促进土鸡养殖产业附加值提升近 8 成，
搬迁群众通过林下养殖实现产业收益 18 万元。

叫响品牌，让搬迁群众增收可持续。 培育农旅
融合地标品牌，用好安置社区周边的黑龙洞、红岩
瀑布、汪氏祠堂、中河水、素珠岭等历史人文资源，
结合种养产业和农事活动， 启动建设集垂钓休闲、
民宿体验、旅居研学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让搬迁
群众融入前景广阔的农旅产业。 打造农产品营销品
牌，着眼提升社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成功注册“铁
佛山货郎”品牌商标，社区及其周边的天麻、香椿、
土豆等农特产品通过该品牌统一包装外销，为搬迁
群众创造产业品牌价值 80 万元。

借力国企，让搬迁群众增收路更宽。 深化运用
国企带镇村助力乡村振兴模式，安置社区集体经济
合作社与镇属国企深度合作，借助县乡村振兴集团
等国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运输能力和管理经验，一
方面有效拓宽社区农产品市场销路，由社区工厂出
品的“锦汉”牌蚕丝被走进湖南卫视购物频道，在线
销量达 1000 床； 另一方面引入国企理念规范集体
经济合作社资产管理，安置社区产业收益持续保值
增值，让搬迁群众获取产业分红的路径更多、门类
更全、效益更高。

近年来， 旬阳市棕溪镇从实际出发，
根据当地资源、气候、种养技术等特点，着
力做好“土特产”文章，让特色成为擦亮产
业发展亮眼“底色”，让“土产品”成为消费
市场的“宠儿”，为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开
辟新路径。

盛夏时节，走进棕溪镇狮子岩村华桂
玲金银花种植合作社，但见金银花含苞待
放， 经过一季精心呵护的金银花枝肥藤
壮， 一簇簇黄白相间的花芽拥簇枝头，一
阵微风袭来， 淡淡的花香在空气中弥漫，
芳香扑鼻、沁人心脾，也沁润着当地群众
收获的喜悦。 村民们正三五成群，手挎背
篓和竹筐，穿梭于花海中，忙碌地采摘着
花苞。

在合作社的加工厂房里， 一座智能
化、 科技化的金银花烤炉正在紧张运转。
工人们把刚刚采摘回来的新鲜花芽，按照
3 厘米的厚度均匀地铺在一张张烤框里，
然后依次送进烤炉。 “这个烤炉一次可以
装 60 框花芽，调解好温度，按标准定时，
大概 1 个多小时， 进炉 250 公斤湿花芽，
就能出炉 60 公斤干花芽。 有了这个智能

烤炉，即使雨天也不耽误采摘花芽。 ”合作
社负责人华桂玲介绍着引进的新设备。

据了解，金银花性寒味苦，具有清热
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 在过去条件艰苦
的年代，家家户户都有过上山采摘金银花
补贴家用的历史。 华桂玲金银花种植合作
社通过把野生的金银花， 进行产业化种
植，并通过加工、开发、包装，深挖产业链
条，让过去这个平常不起眼的“野山花”变
成了合作社的“致富宝”。 目前该合作社在
镇村的支持下， 流转土地 30 余亩种植金
银花，并带动全村 20 余户发展金银花 300
余亩。

“每亩地产干花芽 50 公斤，每公斤市
场价 100 元左右，今年合作社收入就有 10
余万。 ”据华桂玲介绍，随着金银花产业的
发展壮大， 合作社按照企业+农户的经营
模式，统一收购、统一加工包装、统一对接
企业、统一推广，除了销售传统的金银花
茶、金银花药产品，他们还对接企业创新
开发出金银花保健品、 金银花酒等产品。
经过不断延链补链，土生土长的“灰姑娘”
走出大山，远销安康、西安、广州等地。

大山一路花香，自然“引蜂招蝶”。 在
巴山汉江腹地的棕溪镇，丰茂的自然植被
花源， 又酿成了一箱箱独具特色的土特
产———土蜂蜜。

棕溪镇瓦房村位于汉江南岸，全村平
均海拔 700 米， 森林覆盖率 60%以上，植
物种类繁多，春夏秋三季有多种野生植物
交替开花，蜜源丰富，有着悠久的土养蜂
养殖传统。 瓦房村资深蜂农华正军是当地
有名的土蜂养殖大户，他充分利用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和多年养蜂的经验，成立了
正军土蜂蜜生产合作社，壮大发展土蜂蜜
产业。

走进合作社的山林里，只见一排排蜂
箱错落有致地摆放在灌木林间、石崖下和
绿草丛中，成群的蜜蜂从小小的蜂箱口飞
进飞出，在山林里交织舞蹈、嗡嗡作响。

“每逢节假日， 前来游玩避暑的城里
人很多，土蜂蜜作为本地土特产深受游客
喜爱， 回家时少不了都要买上几斤带回
去，有时候回头客还挺多。 今年雨水比较
多，山里的草木旺盛，花期延长，蜂箱里的
蜜巢长得又快又好。 ”清洗过滤网、沉淀

池、挤压机……眼见着又一季蜂蜜收获在
望， 华正军一边分享着今年的销售和收
成，一边忙碌地做好取蜜前的各项准备。

在合作社土蜂蜜加工“车间”，工人们
沿袭着传统的取蜜方法和工序技艺，割下
的蜂巢经过融化、过滤、冷却等十多道工
序后完成加工任务。 “只有这样原始加工，
蜂蜜才会色泽金黄、口味独特，无污染、无
添加剂、纯净无杂，营养丰富 ,深受消费者
青睐。 ”华正军介绍说。

通过不断钻研和探索，目前华正军土
蜂养殖已经达到 150 多箱， 分别为油菜
蜜、槐花蜜、龙眼蜜等不同品种，高品质的
系列蜂蜜更是卖到了 160 元每公斤，已经
成为棕溪镇农副产品的一张靓丽名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棕溪镇地广物
丰，在绿水青山的涵养下，还有土木耳、土
黑猪肉、葛根粉、拐枣、核桃等独具山区特
色的“土”字品牌，通过政策支持、科技赋
能、规模强体，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当家”
兴业，发展壮大，竞相走出大山，成为点亮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丰景”。

土特产绘就“新丰景”
通讯员 许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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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木变成摇钱树
通讯员 程志林

扮“亮”县城夜景
添“彩”百姓生活

通讯员 陈阳

农旅融合“融”出千亩荷塘

“现在场里电力足了，从秸秆饲料的粉碎、配料搅拌
到牛场的自来水供应，我们都实现了电气化。 饲养牛能
卖上好价钱，全靠电帮忙。 多亏了你们上门帮我检查用
电安全，提供技术指导，解决了用电难题。有了你们的支
持和帮助，我的养殖场会越来越红火！ ”6 月 25 日，在白

河县麻虎镇鑫盛家庭农场，该农场负责人夏恩田对前来
检查用电设备运行情况的国网白河县供电公司麻虎供
电所所长马勇说。

家庭农场是白河县发展特色扶贫、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点战略项目，养牛是家庭农场的经营项目之一。 白河

县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肉牛养殖场或家庭农场，但由于
山岭纵横，全县山脉与沟相间，地无百亩平，很多养殖场
都建在偏僻的山沟里或半山腰处，台区内原有电力设施
难以满足饲养肉牛的用电需求。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夏恩田准
备引入肉牛养殖项目的筹备期间，国网白河县供电公司
麻虎供电所积极调研走访， 深入预建养殖场实地考察，
与夏恩田主动对接，建立 24 小时“白加黑”、全工作日
“5+2”的全天候沟通联系机制，主动了解养殖场用电负
荷及养殖规模，量身定制供电方案，从现场勘查、供电方
案答复、装表接电、验收送电等环节提供“一站式”“点对
点”精准服务。 延伸线路 600 米至养殖场，架设电线杆 6
根，把电送到了夏恩田家的牛棚门口。从此，场里有了充
足电，满足了夏恩田家养牛的电气化用电需求。

“以前我们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养牛，喂养、清除牛粪
都靠人力。现在，走进院子再也闻不到刺鼻的牛粪味了，
今年准备再买些牛扩大养殖规模。 ”谈到养牛，夏恩田笑
着说道。

“你这打料机的开关和线路离草料堆太近了， 万一
短路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啊！这边得清理一下，我们
再去牛棚里看看。 ”这是国家电网陕西电力（白河茅坪）
共产党员服务队麻虎分队到家庭农场检查用电线路时
的场景。

据了解， 该党员服务队会定期到夏恩田的家庭农
场，详细了解场里的用电情况，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帮助
夏恩田检查养牛用的饲料加工机器等农场用电设备，确
保用电安全可靠。

眼下，夏恩田正着眼全力推进家庭农场畜牧养殖由
原来的粗放型向规模化、科学化、生态化、现代化养殖转
型。 而在这用电的紧要关头，麻虎供电所又一次主动上
门，为夏恩田配备了专属“电力管家婆”，定期上门对养
殖户的配电线路和用电设备开展巡检、维护，消除用电
安全隐患，用可靠供电助力他的“牛”产业蓬勃发展。

“电保姆”助力养牛场有“牛劲儿”
通讯员 左士霆

本报讯（通讯员 邹小溪）“干部脚沾土，群众心不堵。 ”自“三个
年”活动开展以来，平利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暖民心”大排查大走访活动，以优良作风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提供坚强保障。

该县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难点问题，通过“线上+线下”“学习+研
讨”“课堂+实践”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集中排查专
题培训、“主题党日进田间 插秧助农悟初心”活动，突出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学用相长，不断提升全县乡村振兴干部能力素质。 领导干部
深入村组，与群众拉家常，了解民情民意，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
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形成大抓调研、抓实调研的浓厚氛围。

将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八大行动”与“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暖民心”大排查大走访活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同步推进，
同时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着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共发现问题 8 个并完成整改，受理群众信
访举报 4 件并全部办结。

结合乡村振兴、包村联企、共驻共建等工作，发动各责任主体签
订门前“四包”责任书，拨付专项资金，明确专人负责包抓社区门前环
境卫生，确保辖区环境整洁优美、文明有序。 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常态化长效化，建立“走访调研+清单管理+跟踪问效”常态化机
制，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好作风照亮乡村好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