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走进汉阴县涧池镇新华村，
批量的光伏板高低错落地排列， 连片的陆
基高位养鱼池整齐划一地分布，一派“天上
发电、水里养鱼、水面种菜、塘边栽果蔬”的
生动景象，让冬日的月河川道生机勃发。

近年来，该镇抢抓长江“十年禁渔”战
略机遇，突出“因村制宜、循环生态、综合利
用”的特点，探索推进庭院经济、光伏发电、
生态渔业有机结合， 蹚出了一条 “渔光互
补”的富民新路。

涧池镇采取“三联”+主体的产业模式，
在新华、 军坝两村先后建成陆基高位养鱼

池 320 个 ，养殖甲鱼 、黄辣丁 、匙吻鲟 、鲫
鱼、美蛙等 10 余个鱼类品种，并在鱼池周
边栽种时令蔬菜和蜂糖李等果树近 7000
株，初步形成了地上有绿蔬、树上有瓜果、
房前屋后和光伏下有鱼池的“渔光互补”立
体式循环农业新格局。

“‘渔光互补’ 模式不仅实现了土地资
源的集约综合利用， 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和
农户增收、人居环境增色。 ”汉阴县渔业协
会会长、 新华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松对此
作了详尽介绍。在光伏下发展生态渔业，按
照群众自愿、连线连建、整体推进的原则，

采取自主经营、反租倒包、委托代管等多种
形式， 其中合作社经营部分的产业收益在
保底增收的基础上， 按照 1:2:7 的比例进
行分配， 即收益的 10%用于风险保证金、
20%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70%用于企业和
农户分红， 统筹兼顾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

截至目前，涧池镇已建成“渔光互补”
示范产业园 60 亩、智慧渔场 2 个，全镇生
态水产养殖规模达 5300 亩，带动 289 户农
户从中分红获利， 助推 5 个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 115 万余元。

“渔光互补”蹚新路拓富路
通讯员 李培 唐小明

眼下，虽然室外寒意渐浓，但汉阴县
各个温室大棚内却是温暖如春、 满目翠
绿，多种蔬菜水果迎冬丰收、抢“鲜”上市，
不仅鼓了农民的“钱袋子”，也为冬季“菜
篮子”“果篮子”稳定供应提供了保障。

“今年的菠菜长得好， 产量和价格都
很不错……”眼下，汉阴县城关镇新星村
的大棚菠菜喜获丰收，大棚内成方连片的
菠菜长势喜人，务工群众正紧张有序地采
收成熟的菠菜， 一排排菠菜整齐地码放，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城关镇新星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芳芳
说：“我们新星村产业园有 10 个大棚，上
一季我们栽种的是辣椒，这一季全部种的
是菠菜，这两天菠菜迎来了丰收，这季菠
菜预计能产 7000 余斤， 全部是订单式服
务，销售非常好。 ”

菠菜适应性广、耐寒力强、供应期长
且易种快收， 新星村的土壤疏松肥沃、保
水保肥、排灌条件良好，种植的菠菜品质
好，受到收购商的好评。

“今年夏天收了新星村的辣椒， 质量
很好也受市场欢迎， 这季他们种的菠菜，
我早早跟他们联系， 这个菠菜又鲜又嫩，
很受欢迎，每天需求量在 500 到 800 斤。 ”
收购商吴娅娟说。

由于供应外地市场，采摘菠菜的标准
十分严格，需要大量人工精细采收、整理、
打捆、装车，采收菠菜的这一段时间，吸引
了附近群众前来务工。

“因为我手受伤一直干不了重活，就
一直在产业园干轻活，这段时间在采收菠
菜，一年下来长期在这干活，收入也还好，
有 12000 到 13000 块钱左右。 ”谈起蔬菜
大棚，村民龙伯元变得侃侃而谈。

一同迎来丰收的还有蒲溪镇溪畔社
区的草莓，走进草莓大棚内，夹杂着草莓
清甜香气的暖风迎面扑来，一垄垄翠绿茂
盛的草莓秧中， 鲜红娇艳的草莓长势喜
人。 务工群众正忙着采摘、包装，游客一边
尝鲜一边体验采摘乐趣，现场一片热闹忙
碌景象。 由于品种丰富，该基地的草莓一
上市就受到顾客的喜爱，目前订单络绎不
绝。

“该基地目前共有 13 个大棚，育有奶
油、巧克力等四个品种草莓，每天除了入
园采摘外还供应安康市内部分商超，每天
的需求量大概在 800 斤， 由于需求量大，
我们聘请周边的群众来园务工，每天人数
大概在 10 人左右。 ”蒲溪镇溪畔社区党支
部书记曾杰说。

一座座整齐划一的温室大棚内一片
翠绿，在冬日的暖阳下熠熠生辉。 近年来，
汉阴县把发展果蔬大棚产业作为促农增
收的切入点， 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
构，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通过政策扶
持、示范带动等方式发展大棚种植，让温
室大棚果蔬成为村民们致富增收的“新引
擎”和乡村振兴的“直通车”。

汉阴：冬日“丰”景绿映红
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

连日来，纵使寒冬腊月北风吹，但在汉阴县
的金坤碳素、PBT 高弹丝生产线、 实验中学二期
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是一派分秒必争抢工
期、挂图作战赶进度的热火场面。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好项目支撑。 走进位于城
关镇月河村的现代仓储加工中心及碳素新材料
产业链研发中心项目现场，笔者看到，4 栋仓储楼
主体均已完工，其中 1 号仓正在进行室内粉刷作
业，2 号仓正在进行投用前的最后完善，宏大的项
目规模已显雏形。

“自项目开工以来，县上抓得非常紧，一月调
度一次，一季度通报一次，所以我们从优化施工
方案、扩大作业面积、上足人力机械等多方面加
快项目进度。 ”该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方柏杨说。

施工保障，要素为先。 该项目的包抓责任人、
汉阴县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徐家俊表示，
为确保项目满负荷推进，县上从手续报批、水电
接入、用工组织、环境保障等全链条给予支持，为
项目提速放量一路“亮绿灯”。

高质量项目建设，必须以高起点谋划、高强
度争取、高效率推进、高标准保障、高质量投用为
王牌。 汉阴县扭住推动发展这一重点，全力促进
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质效提升，在全县范围开展
了“比谋划储备、比转化落地、比建设推进、比服
务保障、比项目成效”的高质量项目推进年“五晾
晒五评比”活动，全面掀起“新建项目抓开工、在
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投产”的热潮。

在 “五晾晒五评比 ”活动的助推下 ，去年以
来，汉阴县紧盯政策窗口、产业风口、投资切口，
围绕 5 大重点产业链图谱谋划项目 486 个，招商
引进 3 亿支 PET 塑料瓶胚生产线、 年产 10 万吨
硅微粉新材料等项目 83 个，新开工凤凰山隧道、
果蔬仓储物流中心、耕读山坊农文旅融合示范村
等重点项目 61 个， 完成项目投资 101.6 亿元，协
议引资 130 亿元，高质量项目能落地、早开工、快
建设、可投产的生动图景，正如锦绣汉阴的绚丽
画卷在秀美河山中徐徐铺展。

“晾晒比拼”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通讯员 李培 秦小娟 唐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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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结合“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引导党员干部
立足岗位作贡献，创新“一个平台、三项举措、一项机制、
一批评选”的“1311”赋能载体，推动干部作风大转变、落
实效能大提升、经济发展大跃升，思想伟力不断转化为
“汉阴铁军”的攻坚能力、奋进动力。

搭建“一个平台”强引领。 在深学理论与深入调研的
同时，汉阴县在全市首创开展“村官问政 局长应考”活
动，全县 141 名村党（总）支部书记紧贴农村农情、紧扣
民生民意、紧盯难点堵点，现场问政 12 名县直部门“一
把手”，12 名局长临场回应基层关切 37 个。 通过搭建“村
官局长面对面”互动平台，该县既检阅了村党组织书记
勤学善思强基层的能力水平，又检验了科级领导干部学
做结合干工作的专注程度 ，有效促进 “关键少数 ”增学
识、勤履职、抓落实。

推出“三项举措”提能力。 聚焦以学增智，汉阴县针
对性实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新竹工程”、女干部培养选
拔“木兰工程”和新老干部“师徒帮带”，优选 43 名“90”后
干部、82 名女干部参加定制化、 专业化、 多元化班次培
训，为 580 名新考录干部、309 名驻村干部选聘“一对一”
帮带导师，以全方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专业训练， 切实解决了党员干部新发展理念树得不牢、

应对风险挑战本领不强、解决棘手问题能力不足等突出
问题，助推其把所学所悟化为所行所成。

建立“一项机制”促落实。 围绕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汉阴县锚定主题教育以学促干的最终落点， 在全县 10
个镇、51 个县直部门中探索建立因岗因事定任务、 定责
任、定时限，贯穿始终晒承诺、晒进度、晒成果，干部、公
众、组织多维立体评的“定晒评”机制，对重点工作实行
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责任化考核，推动 800 余名镇
干部出色完成 2023 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100 个，600 余名
机关干部下沉 8 个社区、 帮办代办服务事项 2876 件，反
向倒逼各镇各部门在主题教育中求突破、争一流、作表
率。

开展“一批评选”树典型。 紧盯高质量发展首要任
务，汉阴县把“一线工作法”贯穿主题教育始终，以部署
在一线到位、任务在一线落实、经验在一线创造、形象在
一线塑造、风采在一线展示为遵循 ，启动首届 “汉阴铁
军”评选，从全县各条战线推荐铁军人选 77 人、铁军集
体候选对象 25 个，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
发展一线提拔或重用干部 65 人，持续营造吃苦者吃香、
有为者有位的干事氛围，从正向激励的视角增强了以学
正风的实效性。

办事更省心，发展才舒心。 去年 12 月，落户汉
阴经开区的汇薪科润公司， 仅用了 1 天就将企业
开办的全套手续办好了， 公司法人雒志虎对汉阴
县推出的园区代办很满意。

“以往的话，办理审批手续怎么也得去趟政务
中心，现在太贴心了，园区工作人员直接代办。 ”雒
志虎如是说。

雒志虎的好评，是汉阴县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缩影。 汉阴县行政审批局聚焦问题，系统检视出
行政审批依然存在环节精简还不够、 时长压缩还
不够、材料控制还不够等具体问题，从源头加以解
决。

“针对政务服务中的掣肘因素，我们坚持立行
立改、标本兼治，在对当下的审批措施予以改进的
同时，更加注重审批机制的健全完善，以问题的真
改彻改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汉阴县政务服务
中心主任刘梅说。

在对所检视问题动态管理、 滚动销号的过程
中，汉阴县行政审批局党组坚持“当下改”与“长久
立”相衔接，探索建立了“一窗受理进大厅、服务触

角进镇村、涉企事项进园区、高位推动强考核”的
行政审批“三进一考”机制，切实以长效机制固化
问题整改的成果。

在与刘梅的进一步交流中得知，“三进一考”
机制聚焦打破“专人专窗办专事”常规、打通方便
群众办事“最后一米”、打造亲商助企前沿窗口、打
出考核促落地组合拳， 推行 “全科无差别一窗受
理”和“窗口一次受理、后台分类审批、专窗统一出
件”模式，同步将与企业和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件
事”审批权限委托或下放至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并
在汉阴经开区设立政务服务工作站， 从更深层次
促进了“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

在“三进一考”机制的赋能下，汉阴县正高标
准推进 18 个领域“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改革，审批
环节、审批材料减少 30%以上，审批时间压缩 50%
以上，15 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实现“一次告知、
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
该县也再度获得“政务诚信评价全省第一”，真正
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腊月前后，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特产年
货备货季。 在汉阴县铁佛寺镇共同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内， 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正在
拍摄烟熏腊鸡营销视频。

“去年以来，镇党委、政府加大了林下
养殖的扶持力度， 我们村的烟熏腊鸡和白
条鲜鸡广受市场欢迎， 今年又是一个大丰
收呢。 ”接受采访的共同村党支部书记章汉
自信满满。

铁佛寺镇地处汉阴县北部山区， 生态环境
优良，山林资源富集，被汉阴县确定为特色生态
产业镇。 该镇党委结合镇域高质量发展实际，锚

定山林经济发展定位大干快上。
高山桑园是铁佛寺镇的优质山林资源

之一，蚕桑产业是该镇的首位产业。 该镇创
新成立全县首个蚕桑产业链党委及人大代
表联络站、监督服务站，形成党建引领、人
大助力、纪检监督的蚕桑产业“三位一体”
大格局， 推动全镇年度养蚕规模扩至 350
张，生产蚕丝制品 2000 件，并在县城开设 1
家蚕丝被旗舰店， 蚕桑全产业链综合产值
增至 450 万元。

在蚕桑首位产业的示范引领下， 铁佛
寺镇深度挖潜山林资源， 因地制宜培优育

强林下种养等特色产业。 在该镇合一、共
同、集中等村，村党支部将开展主题教育同
发展主导产业有机衔接， 引导党员在学中
干、 干中学， 通过精准设立 5 个党员先锋
岗、2 个党员责任区，先后动员 37 名党员和
8 户产业大户参与天麻采挖、腊鸡制作和肉
牛饲养， 把党的力量恰到好处地嵌入山林
经济关键环节， 直接带动全镇范围生产天
麻成品 3.8 万斤、出栏土鸡 3 万只、存栏肉
牛 200 余头， 创造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212
万元， 其中集中村集体经济年收益在全县
率先突破 100 万大关。

近年来，汉阴县深化支部联建、产业联
盟、资源联享，迭代升级“三联”机制，引导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投身乡村发展。

深化支部联建，增强组织引领力。 在提
升城乡、村社、村企、内外等党组织联建水
平的基础上，汉阴县探索镇镇联、区域联、
链条联新模式，“镇镇联”打破地域壁垒，按
照“川道镇+山区镇”的组合体系，组建 5 对
联建对子并定期交叉观摩、联席会商、交流
互访，镇域间实现经验互学、信息互通、发
展互助。 “区域联”汇聚组织合力，突出党建
引领和产业辐射，引导中心村（企业）党组
织与地域相邻、产业相关、发展相近的 3 个
以上对象组成联建对子 33 对，协同破解资
源集约度低、产业规模化低、组织战斗力低
等难题 10 余个。 “链条联”促进抱团发展，
围绕 5 条重点产业链，组建蚕桑、猕猴桃、

生态渔业等 5 个产业链党委， 有效增强产
业发展集群效应。

深化产业联盟，增强发展聚合力。 聚焦
产业转型， 汉阴县以党员为骨干壮大人才
队伍，劝募 442 名新村民（新乡贤）返乡创
业，全县农村实用、社会工作、高技能人才
增至 1.18 万名， 为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支
撑。 以支部为中枢优化经营方式，推出集体
经济自主经营、参股联营等 5 种发展模式，
做实“国企带镇村”，以县乡村振兴集团和
10 家镇级子公司为载体， 带动 142 个村集
体经济组织实现年度分红 182.9 万元，提前
完成“扶弱培强”年度目标。 以党建为牵引
强化智慧赋能，建成七叶莲智慧农业、猕猴
桃智慧果业、高密度养殖智慧渔业等 20 个
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 夯实了农业现代化
根基。

深化资源联享，增强共富带动力。 锚定
共同富裕目标， 汉阴县健全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 以产业发展要素联享联用带动联建
各方分红受益。 促进发展资源由散到聚，建
立资源投入协作和资金有偿借贷机制，跨
地域调配、跨行业整合人财物，累计盘活土
地 12.9 万亩、资金 9000 万元，镇村、行业发
展形成紧密型共同体。 推广以平梁镇兴隆
佳苑社区联建利益分配机制、 铁佛寺镇猕
猴桃产业返租倒包机制为代表的示范村 43
个，实现发展增效、产业增产、农户增收。 促
进产业红利积少成多，采取“村集体经济主
导，吸纳市场主体入股”的形式，加快双河
口古镇、 耕读山坊等 9 个农文旅项目运营
或建设进展， 推动全县集体经济收益在 50
万元以上的村达 14 个，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至 13258 元。

山林生真金
通讯员 牛伟成 唐小明

“1311”模式锻造汉阴铁军
通讯员 武进朝 唐小明 钟自坤

审批降本 服务增效
通讯员 秦小娟 唐小明

“三联”升级乡村晋档
通讯员 李培 唐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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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达小学综合楼项目主体即将完工

改造完工的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