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毅垚）旬阳市
甘溪镇人大坚持 “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代表工作
理念，把“人大代表为人民”贯彻人大
工作始终，充分发挥代表监督促进、桥
梁纽带、参与推动作用。为助力产业发
展，全镇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参与，聚焦
乡村振兴工作大局和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用脚步访民情、行动惠民生。

做好政策“传话筒”。甘溪镇党委、
人大、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就乡村振兴
工作部署向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村（社
区）以及部分涉农骨干企业、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群众进行广泛宣讲。 按照
就近原则， 将各级人大代表划分成不
同的宣传走访小组，走进千家万户，深
入田间地头， 向选民和各类经营主体
普及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知识， 镇人
大结合移风易俗、 新农创业工作开展
宣讲。全体代表参与宣讲活动，发挥好
人大代表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各方面
竭尽所能，积极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为
“魅力甘溪”建设添砖加瓦。

做好产业“领头雁”。 甘溪镇人大
代表胡文迅在倡导发展“归雁经济”的
感召下毅然回到家乡, 投资成立了旬
阳兴旬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在园区
栽种叶用桑、茶菜桑、果桑及景观桑四
大类型的桑树苗 1600 余亩，主要产品
有桑芽菜、 桑叶茶、 桑葚果脯及桑葚
酒。 近年来，胡文迅先后荣获“安康市
返乡创业优秀企业家”、安康市第五届
“十大养蚕状元”、“安康市高素质职业
农民”等荣誉称号。

做好困难“疏解员”。甘溪镇人大开
展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培训，
引导代表当好产业发展的代言者、践行
者和促进者，进一步提高履职行权的能
力。 镇人大先后深入新农企业、家庭农
场开展调研，以调查研究出对策、解难
题、促发展，把调研成果转化为优化产
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通过深入走
访进项目、进厂房，听真话、看实情，掌
握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极大地
增强了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

甘溪镇：发挥代表作用
助力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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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德义）连日来，
紫阳县红椿镇组织镇应急办、 市场监
管所、派出所等单位，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精细摸排、重点攻坚、铁腕
整治，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全
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精心组织。 该镇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安排部署， 成立由镇主要领导担任
组长， 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的安全生
产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抽调 10 余名干
部为成员， 组成两个工作队， 明确任
务，夯实责任，细化措施，相互协作。

广泛宣传。 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流
动宣传车、广播、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单以及群众会、院落会、入户走访等方
式，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知识，营造
浓厚氛围， 并对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和防灾避险措施进行及时发布， 进一
步提升全民安全意识。

精细排查。 检查组按照“全覆盖、

重实效”的标准，对镇域内加油站、各
商超、药店、烟花爆竹经营点、在建工
地、各银行网点、道路交通等各重点行
业、重点单位、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逐
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 查看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是否落实、 安全教育宣传
是否到位、 消防安全设施配备是否齐
全、应急通道是否畅通、是否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等。同时重点关注孤寡老人、
特殊群体家庭用水、用电、用气情况，
镇村干部上门开展宣传检查， 指导群
众更换老化破损的热水管、电线插座、
燃气软管等， 全力消除存在的各类安
全隐患。

全面整改。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和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责令当
场整改到位，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下
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到位， 并及时
跟踪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安全隐患
13 起，均已全部整改到位。

红椿镇绷紧安全生产弦

近年来，岚皋县四季镇锚定镇域发
展定位，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在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建设、新民
风建设上狠下功夫， 激发乡村振兴活
力，绘就出一幅新时代宜居宜游宜业的
美丽画卷。

四季镇杨家院子省级旅游度假区
是全省乡村旅游发源地之一，也是岚皋
乃至安康旅游的一张名片。但自去年以
来，受高速公路建设影响，杨家院子旅
游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修高速对我们
的生意影响很大，没有以前好了。”杨家
院子“小桥人家”农家乐业主杨章琴说。

面对诸多难题，四季镇立足当前实
际，针对短板问题深入剖析研讨，通过
“三联”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统筹镇域内 10 个产业园区、
2 个龙头企业、40 余家农家乐、10 余家
民宿等 60 余个经营主体，以土地流转、
订单收购、劳务用工等方式进行“组团

式”合作发展，构建了紧密联系的旅游
产业链条。

走进位于四季镇竹园村的岚皋县
锦农蕊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祝振珊正准备投喂养殖场圈舍里的猪
和牛，“喂食猪、牛大部分使用的都是我
们种植的饲草，还有玉米、大豆，都是没
用化肥、纯绿色有机的。 ”

祝振珊告诉笔者，他的养殖场目前
存栏生猪 800 余头、存栏肉牛 80 头，通
过与杨家院子等农家乐的产业互动发
展，实现了年产值 300 余万元。

同时， 四季镇持续扶持金碧云茶
叶、嘉瑞祥农产品加工、润福源林下魔
芋等支柱公司发展产业，新增县级园区
一个， 市级园区一个，“山上建园区，山
下搞旅游”的产业互动链条，在 2023 年
实现年销售额 1800 余万元， 直接带动
500 余户农户年均增收 1500 余元。

结合杨家院子发展需求，四季镇抢

抓和美乡村建设机遇，坚持因户因人施
策，全力打造三星、四星、五星级和美庭
院，在提升群众幸福度、满意度的同时，
也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截至目
前，区域内已升级改造农家乐 32 家、民
宿 5 家，新增网红打卡点 5 处，完成乡
愁馆改造提升工程，并结合活动引流等
方式，年吸引接待游客达 20 万余人次，
创综合收入 2000 万元。

来到月坝村文武街传统村落改造
区，一座座干净整洁、富有秦巴特色的
农家院落映入眼帘，走进五星级庭院龚
家大院，只见门前屋后修葺一新，家中
设施一应俱全，户主龚斌正在打扫厨房
卫生：“人居环境整得好，厨房厕所都改
造了，我这是五星级庭院，我也准备开
农家乐。 ”

和美乡村，不仅仅是院房的硬件提
升，更是文明乡风的树立和认可。 在月
坝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郭知

青向笔者展示了月坝村的村规民约和
红白理事会劝阻情况。 “以前村上厚葬
薄养、大操大办的现象屡禁不止，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后，谁再大操大办就要上
我们这个黑榜。 ”

家风馆、乡愁馆内家规族训、齐家
准则、好人好事好乡风正滋润着四季这
片土地。 2023 年以来，四季镇实现星级
创评百分百到户、 挂牌百分百到户，共
评选出 610 余户十星户， 通过以优带
劣、互相影响，培育出了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

一年来，四季镇坚持以乡村振兴统
揽全局，结合自身发展定位，落实落细
各项工作任务，推动党建引领、产业发
展、巩固衔接、乡村旅游、项目保障、和
美乡村建设等工作稳步向前，不断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 紫阳县洄水镇团堡村在抓党建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中补短板、破难题、锻长板，着
力在 “资源共享 、乡村善治 、融合发展 ”上下功
夫，创新探索出“三抓三促”工作机制，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走出了一条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抓党建引领，促资源共享

为最大化彰显党支部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
引领、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团堡村因地制
宜，提出以“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相似，产业
结构相通，人才天赋相宜”抱团取暖发展原则，
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下“村村联，村户联，村镇
联”组织优势，建立健全了组织联建、活动联谊、
产业联盟的运行机制。

在团堡村党支部的部署谋划下， 精心打造
的“支部+协会”“支部+企业”成为紫阳党组织示
范引领的典范。 洄水镇佳欣富硒魔芋有限公司
是该镇魔芋初制品加工企业， 公司依托团堡村
及周边邻近村建立魔芋种植产业基地， 鼓励广
大群众把魔芋种植作为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
近几年，在有效带动团堡村 80 余户群众种植需
求的同时，还辐射邻近联沟、连桥、端垭村 300 余
名种植户加入魔芋种植“大军”，依靠魔芋种植
获得较好的收益。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实行“统
一种植、统一管护、统一收购”产业扶持模式，集
中优势力量将魔芋初加工制品销往省内外，着
力构建一条以魔芋种植、管护、加工、运输、销售

为一体的“产业链”。
在团堡村， 党员带领群众在魔芋精细化种

植上下功夫，优化了魔芋加工企业的产业链，提
高了芋农种植效益。 就这一项产业，为资金流、
信息流、 务工回流推进团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仅 2022 年，该公司打破了城乡、地域、
行业壁垒，至少直接拉动周边近 400 余人种植业
快速发展，累计实现销售额 500 余万元。 魔芋产
业，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一个行业推
动一方群众致富的目标。

抓自治能力，促乡村善治

以“乡村善治”为突破口，持续提升乡风文
明水平，以“爱心超市”规范运行为抓手，一体推
进道德评议、移风易俗、文化传播、文明创建、诚
信建设、依法治理等，全面深度融入积分兑换范
围,极大地激发群众自觉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团堡村重视发挥“网格员”职能职责，结合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整合镇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片区民警、“五老人员”及乡贤等力量成立
志愿服务队，构建党员干部讲政策、执法主体讲
法律、乡贤达人讲道理的“三讲”联调联动机制，
形成了信息共享、优劣互补、贯通联动的良好局
面，和谐了干群关系，密切了干群联系。

2023 年，团堡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反
映集中的合理诉求，建立矛盾纠纷“首问”负责
制和集中研判制，落实了矛盾纠纷“谁接待，谁
调解”机制。 在夯实干部职责的同时，提升干部

的政策理论水平，实现“小事不出村，诉求照单
收，化解重成效”乡村治理目标。 目前，依据近三
年道德积分评选先进个人和示范户 20 户 45 人，
推荐镇级表彰对象 5 户 8 人， 县级道德模范 2
人，推选“安康好人”候选人 1 名。

抓融合发展，促收入提升

紧扣产业门类，构筑党建融合产业发展“一
张网”，持续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团堡村深度践
行“支部+集体经济+合作社+脱贫户”的“三变”
模式，先后组建了电商、茶叶、中药材、养蜂等 6
个产业合作社， 引龙头企业科宏茶业有限公司
把舵领航，为合作社的产销融合探索了新路。

实践中，该村积极发挥党小组作用，把党组
织建在产业链上， 让各类经济活动有了 “主心
骨”。 结合村情实际，因户施策，积极宣传动员把
小庭院做成菜园、养殖场，以多种经营模式融合
发展，将“院景”变成“钱景”，大力发展特色庭院
经济。 目前，累计发展庭院经济养殖 15 户，户均
增收 3 万余元。 壮大集体经济，用活打通“分红+
务工收入+经管收入”的多元增收渠道，仅 2023
年，260 余户累计分红 6 万多元。 为持续拓展当
地农副产品的市场占有量， 该村联合紫阳电商
服务平台，依托“线上+线下”网络销售蜂蜜、腊
肉、香菇、干菜类农产品 20 余种，与安康扶贫超
市网销对接， 与市县大型食品超市建立了顺畅
的沟通渠道，实现农副产品销售额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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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镇：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通讯员 李王灏 王舒

一夜间，小城落下一场雪。 串串脚印，像时
间的轴线，又似大地的年轮，连接着今天和逝
去的时光。

山峦藏在晨雾和漫天飘洒的雪幕里，似乎
是在独自享用久违的期盼。没有存雪的城南小
径， 被两旁灌木枝头的冰晶映衬得曲折而幽
静。

放眼望去，满目苍茫，似走进涂着淡淡底
色的水墨国画，这画风如此熟悉，也许是童年
雪天在田野奔跑累了静静玩雪时猛然抬头一
瞬间的惊艳，却已过去那么久远，以致又有些
陌生。

这新年的雪，落在大地，也落在人们的心
头。 洁白的雪反射出的微光，照亮了深藏在心
底的记忆， 簌簌落雪正在唤醒沉睡的乡愁，是
那古老的村庄里发出的一声乡音，呼唤“快回
家看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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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平利县广佛镇集镇雪景 王占朝 摄

图二：平利县城关镇芍药谷雪景 詹永桂 摄

图三：石泉县云雾山鬼谷岭雪景 许兵 摄

图四：石泉县城关镇枫树村雪景 董长松 摄

图五：岚皋县蜡烛山雪景 陈阳 摄

图六：汉阴龙岗阁雪景 陈善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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