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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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山下“链链”起舞。 漩涡镇立足资源禀赋，不断延长
茶产业链，把群众紧紧嵌在产业链上，助推群众稳定增收，初
步形成了产业链雏形和区域化发展格局。

漩涡镇冯家堡子农民专业合作主要负责全镇鲜叶收购、
加工和营销。 在与合作社负责人冯卫平交谈如何吸引群众就
业增收时，他说：“我们通过流转群众土地付给群众租金的同
时，把群众吸纳到茶园里务工，春天采茶旺季每天有一百余
人去茶园采茶，平均每人一天有 140 元的工钱，一年最多务
工收入一万元左右。 ”

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把党组织、党员、群众聚集到
产业链中，放大“党建+产业”的富民效应，是村集体经济和群
众共同致富的有效路径。

刘仁宏介绍：“茶业是镇上的主导产业，我们采取‘产业
链党委搭台、合作社唱戏、群众参与、共同发展’新思路，将组
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群众参与茶园
管护和采茶， 全镇常年在家门口 1000 余人能够实现人均年
纯增收 8000 元，很多群众参与茶园管理跟着专家学技术，都
成了本地‘新茶农’‘土专家’了。 ”

漩涡镇通过党委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村级建园
管护、群众务工增收的产业链、利益链，2023 年仅春茶开园联
合社收购各村鲜叶近 2 万斤， 加工成品茶产值近 300 万元，
兑付当地群众务工费 80 万元，实现企业发展、村集体壮大、
群众致富的多赢目标。

以“组织链”串起“产业链”，产业链上集聚群众促增收。
中秋节临近，猕猴成熟最佳时机，在观音河镇中坪村猕猴桃
园里二三十人正在采摘猕猴桃，技术指导员在旁边指导。 笔
者走进一位白发苍苍李大妈的跟前，问起今年收入时，李大
妈笑嘻嘻地说，“现在村里发展了猕猴桃、我和老伴两人平时

就在园子务工、一年能挣到 15000 元左右，我们这个年龄村里
的老人，基本都在园子干活，能挣钱还能照顾家庭。 ”

蚕桑产业富民兴镇，村集体经济能盈利,农户有钱赚。 铁
佛寺镇推行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主导+大户承包+蚕农散
养”的多元化养蚕模式,在蚕桑产业链党委引领下，建成连片
桑园 1500 亩、标准化蚕室 4000 平方米,购置蚕具 300 套，4 个
村将蚕桑确立为村集体经济支柱产业。 邓泽成讲述到，“近三
年全镇共计养蚕 1100 余张 ,其中合作社养蚕超 600 张、大户
承包 300 余张、蚕农散养近 200 张,综合年产值增至 300 万元,
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近 100 万元, 蚕桑产业成了群众家门口赚
钱的生态产业。 ”

家住铁佛寺镇四合村的黄全刚， 谈起他养蚕经历时，很
欣慰地说；“七八年前我们家就是养蚕的，现在养蚕村上合作
社有技术员，我今年一共养了 5 批次 120 张，毛收入有 33 万
左右，除掉请人等其他花费，净收入大概有 12 万。 ”

让群众在产业链稳稳当当赚钱，铁佛寺镇四合村七组村
民冯必军是受益者之一。 “前几年确实很不容易，照顾卧床
多年的父亲和孩子上学，我都快扛不起这个家庭了，好在镇
村的领导帮扶和媳妇在背后支持， 在家门口建立了养牛场，
一有空我和媳妇就到村上蚕桑合作社务工，除去全家人花费
外，一年下来还能存上五六万，这都是村上的产业给老百姓
带来的好处。 ”

如今，汉阴县以“产业链党组织”串起“产业链人才链”，
群众在产业链上赚钱、鼓腰包。 “做强产业链，以提升产业能
级为重点，健全完善链长制，支持链主企业融通上下游、组建
联合体，构建重点产业链齐头并进的现代化产业体，让群众
在现代化产业链得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民生福祉。 ”县委书记刘飞霞在县委十六届九次全会上说。

“产业链党组织”激发产业发展“聚变效应”
———汉阴县集聚三链融合助推乡村振兴侧记

通讯员 李 培 冯友松

“过去，抓村集体经济像无头苍蝇，没有方向，
今年在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 我们瞄准了村集体
合作社规模化养蚕，建立了蚕桑产业链党委，以党
建引领推动壮大集体经济，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8
月 22 日，正值处暑时节前，笔者在铁佛寺镇四合
村蚕桑专业合作社采访时，镇农综站长、四合村党
支部书记邓泽成信心十足地谈到。

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 产业链发展是经济发
展的关键，党建是引领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汉阴
县探索以产业链上建党委、融人才链、镶嵌群众的
发展思路，为经济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出一条
产业链党建赋能强镇兴村富民的新路径。

产业链上建党委，“链”出新路径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推行 “产业链党组织+产
业链”发展路径，全县围绕猕猴桃、蚕桑、茶叶、渔业
等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把党组织“两个作用”转化为
发展效能，激活乡村振兴“新动力”。

党建引领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推动产业聚焦、
产业优化，观音河镇集聚全镇猕猴桃主导产业，组建
了猕猴桃产业链党委，从“串点成线”向“提质扩面”
迭代跃升。

观音河镇副书记王健康告诉笔者，“为破解全镇
7 个村 2800 亩猕猴桃产业在管理粗放、 技术保障不
统一、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困惑，建立了全镇猕猴桃
产业链党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猕猴桃产前、产中、
产后监管举措，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阻碍。 ”

观音河镇以产业链龙头企业为重点， 凝聚组织
力量、 实现党组织优势互补， 全面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共同服务的联动“新引
擎”，这是率先在产业链上建党委的一个缩影。

漩涡镇地处县城南边，下辖 1 个社区 20 个行政
村，自然资源丰富，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富
含“硒”元素，是茶叶适生区，镇党委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上以茶强村兴村、以茶促农
致富的康庄大道。

“组织链”串起“产业链”，党建引领聚合力。 漩
涡镇在推进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三联”工
作机制基础上，组建了茶产业链党委，把全镇茶企、
村集体和农户嵌入产业链、增收链，成立 17 个专业
合作社和全镇茶产业联合社，为产业发展增添了“红
色动能”。

“乡村振兴，党组织两个作用发挥是关键，通过
党建引领、阵地共建、人才共育、发展共谋、成果共享
等举措，不断延伸种植、深加工、销售产业链条，形成
支撑全镇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茶产业体系。 ”漩涡镇党
委书记刘仁宏谈到。

漩涡镇有茶园 3.6 万余亩， 先后培育凤堰茶业、
秦湳茶业、杜家垭茶厂、群英仙毫等多家大型龙头茶
企， 打造了 “凤堰”“秦湳臻品”“天宝贡茗”“漩涡香
茗”等品牌。 如今的漩涡镇青山绿水带笑颜，金山银
山映初心， 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成为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真实写照。

哪里有产业， 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 直奔产业
“心脏”。 笔者在铁佛寺镇四合村蚕桑产业园和蚕丝
被生产车间，探寻到“党建链+产业链”引领群众致富
实践做法。

在铁佛寺镇党委副书记牛伟成的带领下， 观摩
了千亩桑园、养蚕室、分拣与烘干室、蚕丝被生产车
间，让人耳目一新，一张张嫩绿桑叶郁郁葱葱、蚕室
里的“蚕娘娘”们手脚利索给即将抽丝挂茧的蚕铺设
桑叶，只听蚕架上哗哗进食声音，车间的机械轮轴飞
速转动，能工巧匠们忙得喜笑颜开……

建强组织带动产业链。 通过走访得知，该镇以蚕
桑产业为支柱产业，四合村与临近的高峰村、集镇社
区连片发展蚕桑产业，成立蚕桑产业链党委，将 3 个
党支部管辖共 700 亩桑园统一由产业链党委统领，
推行“蚕桑产业+人才回引+集体经济+助农增收”的
“1+N”产业联动机制，一条从种桑到养蚕再到加工
蚕丝被的蚕桑全产业链条初具雏形， 助推了农户增
收、企业增产、村集体经济增效。

产业兴，则经济兴、农村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将集体经济振兴
在供应链上，让党员作用发挥在服务链上，以‘产业
链党组织’串起‘产业链人才链’，以党建聚合实现产
业整合，凝聚强大合力支撑产业链式发展，是壮大村
集体经济、群众在产业链上赚钱的有效途径。 ” 县委
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子惬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在人才，关键是人才引领驱
动。

正值果实膨大关键时期，顺着蜿蜒的公路走进观音河镇
水田村，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葱的猕猴桃产业园，宋凤勤正
穿梭在枝叶丛中观察果形，判断是否缺水、有无病虫害。 “从
当前长势来看， 猕猴桃挂果品相与产量较去年相比有提升，
预计村集体经济收益也将突破 10 万元大关 ， 村民还能分
红。 ”宋凤勤满怀信心地说。

说起宋凤勤， 全村很多群众竖起大拇指称她是女能人。
早些年外出经商，勤奋自学拿到大专文凭，通过“劝募乡贤”
行动回村后，热爱家乡的她不断自学种植猕猴桃技术，如今
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田秀才”“土专家”。

今年我们村里猕猴桃长势喜人，这里面少不了宋凤勤的
耐心指导和钻研实践。 水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卫介绍道，“自
从承担本镇猕猴桃产业技术员，宋凤勤时常召集产业带头人
和果农到产业园，讲解授粉、疏花疏果的重要性，亲自示范教
会群众种植管护技术， 目前 30 余名农民在她的帮带下成为
种猕猴桃的行家里手。

精准引进产业所需人才，帮带培育本土技能人才。 铁佛
寺镇为破解过去发展蚕桑产业管理粗放、 蚕茧质量不高、销
路不畅等困惑，在产业链党委班子多方考察，通过聘请周末
专家、县级农机人员驻点、回引乡贤技能人才等途径，有效解
决由粗放式到精细化管护，产量和质量同比大幅度提升。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 铁佛寺镇在做大做强产业链进程
中，依托蚕桑全产业链筑巢引凤，以“归雁经济”撬动技术回
乡、智力回哺。 牛伟成介绍，“去年我们成功回引外出创业成
功人士许安全，投资建成全县首家蚕丝被加工厂，并聘请蚕
桑专家全过程技术指导，已经培养有一定养蚕经验本地技术
骨干 10 余名。 ”

“一域活水兴产业，振兴之风遍地吹”。 60 个直径 8 米的
陆基鱼池中，匙吻鲟、鲈鱼、黄辣丁，还有各类观赏鱼正在欢
快地游着，农业强、产业兴、人才旺，一副乡村振兴秀美画卷
正在这里徐徐生辉。 9 月 25 日，在涧池镇军坝村高密度水产
养殖基地笔者看到这样一幕。

涧池镇党委坚持 “党建驱动”， 以军坝村党总支部为主
体，以路基高密度水产养殖基地为主导，联合周边 5 个水产
养殖重点村共同成立了水产养殖产业链党委，凝聚了产业发
展的最大合力， 成为安康市最大的陆基高密度水产养殖基
地。

水产养殖负责人刘光兴说：“发展产业离不开科技和人
才支撑，从 2014 年成立永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在县
科协等部门帮扶下建立了专家工作站，与周边水产养殖户组
建‘联盟体’引人才方式，聘请中国科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相关专家，在专家们指导下，产量和效益非常好，周边镇很
多人想加入高密度水产养殖。 ”

产业链上融人才链，打造现代农业“新农人”。 探索实施
“产业链+人才链”双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党员致富能手、生
态（种）养殖大户以及产业技术人才，通过专家站平台柔性引
才机制，建立“渔业+农业”人才库，定期开展水产养殖实用型
技术培训，如今有近 20 名“土专家”“田秀才”从事密度水产
养殖。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 汉阴县坚持以才促产、以产聚
才、产才融合发展思路，聚焦特色农业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发
挥产业链长人脉优势，建立引才聚智“三单对接”需求清单
103 个，建成市县级产业专家工作站 9 个，劝募 278 名新乡贤
返乡投资兴业，推行“百名博士助百企”行动，通过传帮带培
育“土专家”7000 余人，为产业链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形
成组织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深度融合、“全链提升”发展
新格局。

产业链融人才链，“链”出新活力

产业链上嵌群众，“链”出共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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