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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金黄叶，喜迎丰收季。 盛夏时节，汉滨区吉河
镇福滩村百余亩烤烟陆续成熟，进入“开烤”期，烟农们
抢抓时间采摘、烘烤烟叶，田间地头、烤房到处都是赶
“烤”烟农们忙碌的身影。

走进吉河镇福滩村烤烟种植园区，绿油油的烟叶缀
满山坡 ,一株株烤烟色泽鲜亮，烟叶肥硕壮大、长势喜
人，烟农们头顶烈日，穿梭在烤烟地里熟练地将成熟的
烟叶采摘下来，再捆扎好运送到烘烤房，田野间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今年由于田间管理比较到位， 烟叶长势喜人，品
相、均衡度都很好，加上技术人员的指导，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将成熟烟叶及时采烤，提高了烟叶质量，实现增产
增收。 ”吉河镇福滩村党支部书记彭忠明介绍说。

将一捆捆烟叶扎好、搬运、装车拉往烤烟房，再进行
分拣、扎把、编竿、送入烤房横木上烘烤，烟农们有条不
紊、忙而有序，打开烤烟棚，一股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
新鲜出炉的烤烟色泽金黄，纹路清晰，甚是喜人。

烤烟丰收的时节都需要大量用工，烤烟不但为农村
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解决农村老人、妇女就业
问题，还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今年 55 岁的村民向荣奎自烤烟种植以来， 一直都
在园区务工，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平常
一百多块一天的工钱， 我们在家门口一个月能挣好几
千，还能照顾家庭。 ”

“离家近、活路又好做，只要自己肯干每天都会有一
百元的收入，工资兑现又快，在家门口能挣这么多钱，我
也满足了。 ”正在采摘烟叶的向荣梦乐呵呵地说。

今年以来，吉河镇坚持“乡村振兴，产业为先”发展
理念，在村集体经济带动下，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 在福滩村流转土地 120 余亩发展烤烟产业， 通过
“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的形式使群众实现“双份收入”，
带动周边群众 60 余人稳定增收。为保证烟叶质量，多效
并举抓好烤烟生产工作，镇党委政府还安排专门的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在烤烟育苗、田间管理、烟叶采摘、
烟叶烘烤等关键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全力做优做强烤烟产业。

据悉，今年该园区预计亩产量 350余斤，产值 50万元
左右， 目前已进入中部烟叶烘烤阶段，8 月中旬将全部烘
烤完毕。

时下，汉滨区五里镇药树垭村烤烟陆续进入采烤的“黄
金期”，烟农正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烘烤，呈
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在药树垭村，漫山遍野的烟株枝叶茂盛，随风起浪，烟农
们头顶烈日，穿梭在烟丛中熟练地采摘、捆扎、运送，镇派抓
点技术干部陈佰干现场作技术指导，烤烟工作紧凑而有序地
进行着。

“薄土地”变“绿烟田”

“这面坡种了 50 多亩烤烟，前期雨水多、墒情好，加上我
本身就学烤烟专业的，指导烟农们及时进行田间管理，目前
烟叶的长势好、品质高，丰收在望。 ”陈佰干指着眼前的烟田
高兴地说道。

这片烟田土质薄，黏性大、有机质偏低，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烤烟种植的难度。 由于去年高温干旱，导致药树垭村的烤
烟严重减产，挫伤了烟农种植烤烟的积极性。今年春天，眼瞅
着到了烤烟移栽的关键期，50 多亩的烟田依旧荒着，陈佰干
和药树垭村驻村第一书记段安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挨家挨
户地跟烟农做思想工作。

“为了打消烟农的顾虑， 我们主动深入田间为烟农提供
全过程技术指导，督促生产环节进度。 目前从烟田长势和第
一炉烟叶质量来看，形势喜人，也证明了这种‘薄土地’是能
种植烤烟，能长出好烟的。 ”陈佰干说。

三个月来，整日奔走在田间地头的陈佰干和段安乐晒得

黝黑，却让绿油油的烟叶缀满了山坡。

“绿叶子”变“金叶子”

7 月 8 日， 随着烟叶烘烤师王立安烘烤 7
天的烟房大门打开，一串串金黄色的干叶挂满
烤房， 与他的笑容相互辉映， 交汇出烟叶好
“丰”景。 “没想到今年第一炉烟烤的那么好。 ”
正在整理烟叶的王立安笑得合不拢嘴。

“烤烟成功的关键在于烘烤，要想让‘绿叶
子’成功变成‘金叶子’，就必须记住‘三好’口
诀：选好人、控好温、烘好色。 ”据陈佰干介绍，
选定勤学吃苦耐劳的王立安作为烟叶烘烤师
后，就送他去烟站进行专业培训，让他把烟叶
烘烤技术学精，为全村烟农做好服务。

在烟叶烘烤的过程中，根据烟叶干湿程度
设置合理温度也至关重要。 “现在烘烤烟叶是
电脑控制，温度过高或者过低，警报器都会响，
我就会赶紧进烟房调整，避免出现把烟烤坏的
情况。 ”王立安和烟农讲解着烤烟技术。

“最后， 判断烤烟成熟度就是看色泽，当
然，理想的颜色就是金黄色。 ”段安乐说，守着烟田三个多月
的他俨然变成了半个烤烟专家。

“丰收梦”促“增收梦”

烤烟种植不仅织就了烟农们的丰收梦，也为药树垭村村
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一天 80 块钱，还管饭，都是庄
稼人能干的活儿， 而且离家也近， 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
娃。 ”正在采摘烟叶的药树垭村村民李支赢一边忙着手上的
活路一边笑呵呵地说。

“移栽、施肥、编烟、理烟这些活我都拿手，100 块钱一天，
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说起现在的生活，正在收烟的村民王开
贵喜滋滋地说。

“烤烟种植不仅让烟农发家致富， 也解决了村里头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目前， 药树垭村的烤烟产业年用工量
1500 余人次， 每天 80 至 100 元。 有些村民可以务工 3 个多
月，能收入万余元。 在这些村民当中，大部分是本村的脱贫
户。 ”段安乐感叹道。

据了解，为巩固脱贫成果，强力推进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镇建设，五里镇党委、政府在充分调研、多方求证的基础上，
结合镇情、村情，立足资源禀赋，争取项目建好基础设施，选
派干部严抓关键技术，推广示范引导群众，积极发展烤烟种
植产业。2023 年，仅在药树垭村发展烤烟基地 2 处 200 余亩。
目前烤烟已进入烘烤期，预计收入有望突破 80 万元。

为扎实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
动，积极营造干事创业、争先进位的浓厚
氛围， 旬阳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及时部
署，全面贯彻落实，以“五个坚持”扎实推
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见行见效。

坚持教育引导，提升思想意识。 印发
《旬阳市文旅广电系统干部作风能力提
升年实施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学
习计划，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干部
例会集体学、干部职工自主学的方式，加
强领导干部的学习教育， 进一步提升文
旅广电系统干部政治觉悟、 理论素养和
实践能力。

坚持学习先进，凝聚奋进力量。 组织
文旅广电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走进棕溪镇
王院村、旬阳家风师风廉政教育基地、税
务局廉政教育基地等， 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警示教育和党章知识竞赛活动，撰写
学习体会文章，营造看榜样、学榜样、做
榜样的浓厚氛围。 同时，积极在全系统内
挖掘、培树先进模范，以身边的榜样带动
身边人， 激励文旅广电系统党员干部汲
取榜样力量，践悟初心使命。

坚持严格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围绕
“五个聚焦”转作风，“讲评考晒”提能力，
“十查十看”促落实，聚焦干部作风建设、
能力提升，持之以恒转作风、提能力、树
新风，结合干部工作能力、日常表现、岗

位需求，参考领导干部意向，激发干部活
力，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履职水平。 对旅
游景点、文物保护、文化娱乐等场所开展
常态化执法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有效净化文旅市场环境，保障人民群
众享受到优质的文化、娱乐服务。

坚持狠抓重点，统筹推进落实。 聚焦
全年重点任务，抓住关键环节，有力有序
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上半年，20 个年度生
态旅游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完成年
度投资 3.87 亿元 ，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56.29%。 旬阳市级 4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1.62 亿元，完成招商旅游项目 4 个，签
约金额 15.1 亿元，落地项目 2 个，到位资
金 2.45 亿元；全市 19 家规上文化企业主
营业收入达 5.2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速
28%。 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全
年策划文旅活动 83 个，历时两年精心打
造的大型红色旬阳民歌剧 《红军老祖的
故事》 成功公演； 以旬阳市博物馆为龙
头，以王愚纪念馆、旬阳红军纪念馆、汉
江航运博物馆为补充的文物场馆建设持
续推进，蜀河电报局修缮项目竣工；应急
广播体系建设工程竣工投用， 被省广电
局确定为安康市项目建设最佳成效案
例。 实现多年来发射台 18 套无线数字电
视和 5 套调频广播节目安全播出无事
故；文化执法共出动日常检查 448 人次、

检查经营单位 224 家次， 受理文化旅游
市场举报投诉 4 起并全部办结； 认真落
实“第一议题”制度，开办“文旅大讲堂”
10 余期。

坚持过程监督，提高工作质效。 以严
格考核倒逼作风改进， 切实把干部作风
能力提升落到实处。 对安全生产、高质量
项目建设，创文、环境卫生等重点工作进
行集中督查， 把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抓
实抓细抓出成效。 为落实“五同”工作机
制，推进“环境同治”，美化生活环境，提
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质
效，定期深入老城、瑞祥家园等地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志愿活动。 持续以党建工作
为引领，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节庆
假日在火车站、汽车站、高速出口和各旅
游景点组织设立党员志愿者服务点，提
供旅游咨询、车辆保畅等服务，树立良好
对外形象。

下一步，旬阳市文旅广电局将以“三
个年”活动为抓手，在生态旅游、重点项
目建设、文旅产业、文物保护、广电网络、
双招双引、营销推介、执法赋能等方面持
续下功夫， 推动全市文旅广电工作提质
增效， 把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向纵
深推进， 为旬阳文旅广电事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扎实的作风保障。

自 2022 年陕西省确定在安康 、汉
中、 商洛三市开展政策性农房保险试点
工作以来，汉滨区住建局抢抓试点机遇，
探索创新，主动作为，通过落实“政策宣
贯、投保理赔、信息共享”三个到位，实现
“从被动到主动、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三
个转变，形成汉滨区农房保险新做法。 截
至目前，2022 年投保的 23928 户农户中
已理赔到位 12 户 9.25 万元， 正在理赔
15 户预估 8 万元。

政策宣贯到位， 实现被动接收到主
动投保的转变。 汉滨区 27 个镇办中 26
个涉农、20 个分布于山高坡陡、 生态脆
弱、立地条件差的两山之中，农房抵抗地
质灾害风险能力差。 为执行好政策性农
房保险，提升群众的知晓率，汉滨区住建
局通过组织召开全区农房保险政策培训
会， 组织干部联合保险公司理赔员分片
区开展培训， 传达讲解政策性农房保险
相关要求和理赔标准等， 以现场案例讲
解、普及宣传农房保险政策，带动引导群
众积极投保。 截至目前，累计召开区镇两
级培训会 10 余次、集中宣传 5 次，统一
编印 《2022 年汉滨区政策性农村住房保

险投保理赔手册》3 万份。 各镇村充分调
动镇村四支力量，以村组会、院落会、入
户宣讲、播放音频、发放手册等方式，对
政策性农房保险进行全面宣传， 提升群
众风险防范意识， 打牢群众积极投保思
想基础。

投保理赔到位，实现“小保险”到“大
保障”的转变。 汉滨区属国家级重点帮扶
县（区），原本 24 元的农房保险保费，经
各级配套补助，农户只需自掏 4.8 元即可
参保，而保额达 6 万元。 为激发 4.8 元保
费的最大效益， 最大程度提高农房保险
理赔效率，主汛期间，汉滨区住建局根据
雨情，提前安排各镇办做好防汛工作，综
合镇办、保险公司意见，明确 “113”理赔
程序，即：打 1 次电话报警、到 1 次现场
核实定损和确认后 3 个工作日理赔到
位。 为最大程度保障易受灾害和抵御风
险能力弱的农户住房， 该局联合相关部
门制定印发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实施方
案等文件，明确保险内容、具体任务等政
策要求。 结合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和自
建房排查情况， 在面向所有农户投保的
基础上，做到投保“三必须”：所有农村低

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自有住房必须购
买；长期居住本村内的自建房（土木、石
木、砖木等）必须购买；受地质灾害点或
受地质滑坡、 泥石流影响的农房必须购
买。

信息共享到位， 实现群众少跑腿到
信息多跑路的转变。 为逐步完善农村住
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实现农村住房信
息数据互联共享， 汉滨区住建局充分用
好用准省自建房平台数据， 结合自建房
“回头看”工作，梳理完善自建房底数信
息。 汉滨区在全市率先召开政策性农房
保险业务培训会， 汉滨区住建局组织人
员实地督导镇办投保农户信息补录质
量， 保险公司明确一名理赔员负责现场
定损理赔、 一名信息员负责与各镇系统
信息维护统计和理赔信息对接录入。 截
至今年 6 月底，汉滨区已完成 2022 年近
2 万户投保农户信息录入，并同步录入已
理赔农户相关信息， 实现各级通过线上
即可调阅查看农房保险政策各个程序办
理情况，为持续提高农房保险理赔效率、
提升群众知晓率和满意率提供了技术保
障。

烟叶地里好光景
通讯员 胡旋 党康宁

烟农赶“烤”处处忙
通讯员 陈芸

农 房 安 全 有 保 障
通讯员 向阳 李林飞

旬 阳 文 旅 上 高 台
通讯员 杨蜜

陕西和重庆交界的岚皋县巴山大草原，最高海拔 2549 米，面积达 1 万多亩，是大
巴山主脊最大的高山草甸，俯瞰整个草原山峦，眼前仿佛一张绿色地毯铺满群山，与
蓝天白云、阳光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发展起草原观光帐篷露营、自驾
游等多样化旅游产品，让这里成了热门的浪漫打卡旅行地，越来越多的游人享受着高
山草甸奇特的自然风景和宁静的生态之美。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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