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目前已完成“居住簿”发放 1.5 万户 6 万余
人，切实提升了社区搬迁群众的归属感和融入感。 “居住
簿”做法得到中省领导批示肯定。

建设美丽乡村，既要“面子”更要“里子”。
“山上建园区、山下建社区、农民变工人”模式在全

国推广以来，白河县仓上镇天宝村已然成为大家眼中的
“明星村”。 事实上，除了多彩的梯田风光与美味的特色
小吃，文明乡风也成了天宝村的亮点，筑牢了乡村振兴
底色。

刚上任不久的村支书王军介绍，天宝村不仅建有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农耕文化研学基地，还成立了党员先
锋队、村民理事会，并深入发掘康养文化药王宫遗址、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传承优良家风，让乡风文明在村里可
触可感，入脑入心。

“这里民风淳朴是我选择返乡创业的动力之一。 ”几
年前，村民郭俊宏返乡成立了公司，栽植了 500 亩茶园，
流转 13 户闲置的土房，做起了巴山云民宿生态旅游，如
今事业越做越红火，吸引了省内外许多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之“魂”。 截至 2023 年年底，全
县已建成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1 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12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组织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8000 余场次，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 54.36 万小时，实现了县、镇、村三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全覆盖，累计惠及群众 5 万余人次。

结合乡村发展实际， 该县不断拓展乡风宣传渠道，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探索建设“理论+”群众宣讲品牌，采
取“理论宣讲+文艺下乡+百姓故事+现场互动”的模式，
破除陈规陋习，持续唱响移风易俗，振兴文明乡村。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
强！

靶向发力，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产业发展有朝气，乡村振兴有底气。
曾经，永宏化工技术停滞不前、生产规模小而散，一

度成为白河县黄姜皂素产业的发展瓶颈。 2016 年，引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环资学院入驻企业， 搭建企企合作、
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的循环产业发展项目平台，为黄姜
皂素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活力。

眼下，陕西永宏生物科技已形成闭环绿色循环经济
产业链，先后被省市县评为技术改造“先进企业”“优秀
民营企业”，其科技成果先后荣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
奖”、安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其中碳基营养肥料产品
荣获第 25 届中国杨淩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博览会“后稷”
奖，科研硕果累累。

“现在， 公司通过技改扩能建成年产 500 吨皂素生
产线。 年可加工黄姜 7.5 万吨，是全国乃至亚洲产能最
大的皂素生产企业，可带动本县及周边农民种植黄姜增
收超过 2 亿元，务工增收超过 2000 万元。 ”陕西永宏生
物科技创始人之一陈永宏说，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许多
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
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该县按照“坚持生态立县 、

突出园区兴业 、致力产业富民 ”的思路 ，着力构建 “木
瓜 、黄姜 、茶叶 、生态养殖 （水产 ）、魔芋 、林果 ”为主的
乡村特色富民产业体系，创新推进“光伏+高经济价值
作物种植”“农光互补”等发展模式，“八大产业链”“八
大园区”效益逐步显现、链条不断延伸，庭院经济初具
雏形。 累计培育各类市场主体 1000 余个，建成特色产
业基地 35 万亩。

持续推进现代农业示范经营体系建设，全县累计培
育各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980 多个，市级以上产业化龙
头企业 36 个，县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73 个，家庭农场
300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 510 个，聚力推进农村集体
经济“消薄培强”行动，全县 113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均达
10 万元以上。 宋家镇 2022 年被认定为国家一村一品示
范镇，2023 年又积极争创中厂镇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
镇。

特色产业结硕果，白河木瓜认定为农产品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已有 19 家茶企获得了“安康富硒茶”地理标
志使用权； 各类特色产业累计注册产品商标 330 个；全
县茶叶产品在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得金奖、银奖 60 余个；
建成茶企内检室及质量追溯体系 19 家、 农产品生产加
工企业的质量追溯终端 35 家；有 58 家农产品生产企业
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备案；已注册“两品一
标”认证 20 个……

筑巢引凤人才聚，赋能发展产业兴。
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持续实施“一产业一基地

一团队”的引才育才模式，制定出台《关于实施创业人才
工程的意见》《全民创业促就业扶持办法》 等系列文件，
建立两河工业集中区、“飞地经济”园区、万家超市等 6
个创业孵化基地， 扶持创业项目 200 余个、 创业主体
1500 余户，落实专项资金 400 余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2.74 亿元， 先后吸引 9000 余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人才
返乡创业，形成“人才回乡、信息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
迁”的以才兴业、以业聚才的“归雁经济”。

聚智引才，产业迸活力。 该县大力开展“亲商助企”
行动，落实领导干部全覆盖包抓“五上”企业，积极对接
引进宝石文化产业园等 23 个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生物
医药、清洁能源、绿色石材、文化旅游、农产品循环加工
等立县之业加快形成，带动 3 万余名脱贫群众增收。

引才、育才同频共振。 实施农村人才培育“四个一
批”工程（培育一批高素质农民，培育认定一批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育一批农业产业适用技术人才，培育一批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全县已培育高素质农民 1733 人、
创业致富带头人 379 人、产业振兴“头雁”5 人。 通过培
育农村实用人才和技能人才、支持返乡人员就业创新创
业，完善乡村人才评价使用激励机制，该县人才发展环
境不断优化。

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探索实施第一书记“组团服
务、星级管理”模式，推行“1+11+X”工作模式，实行第一
书记“一镇一团”，建立第一书记星级管理制度，健全模
块评星、动态减星、奖惩依星的考核体系，实现能力共
进、服务共办、组织共建、产业共兴。 组建农技类、畜牧
类、林业类、综合类四支专家服务团，选聘 91 名产业技
术指导员， 覆盖全县 113 个村进行一对一技术帮扶，打
造出农业农村人才的“新引擎”。

人才源源注入，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民生为本，让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重监测、强帮扶，全力推进政策落实。
今年 51 岁的雷和兴，是中厂镇大坪社区五组村民，

膝下 2 个孩子。 此前，妻子刘厚英在家照顾孩子，他一直
在外务工，收入稳定，生活条件尚可。

可天有不测风云，2022 年 2 月，雷和兴被诊断为早
期胃恶性肿瘤，突然重病他只好辞去工作，辗转四处求
医。没了收入来源，医药费高昂，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
更加艰难。 就在他愁眉不展之际，大坪社区驻村干部突
然造访家里，伸出了帮扶之手。

原来，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该县创新

建立“3+5”工作体系，构建“板块运作、条块结合、定期调
度、协同联动”的闭环工作机制，探索建立“三五三三”动
态监测帮扶工作模式，健全线上网络、线下网格防返贫
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口的监测
力度，每周对所有农户开展全员、全域、全面排查研判，
实时监测、实时预警、实时帮扶。2022 年至 2023 年，大坪
社区新识别认定监测对象 6 户 23 人， 雷和兴家就是其
中一户。

“政府的帮扶，让我们渡过了生活难关。 ”雷和兴感
激地说。 如今，他不仅全家享受低保政策，拿到了防返贫
保险 16813 元、种植各项补贴 7200 多元、孩子享受雨露
计划 3000 元及义务教育阶段扶持政策， 村里还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每月 500 元。

截至目前， 全县累计识别监测对象 2489 户 8169
人，风险消除 5418 人，风险消除占比 66.32%，守住了系
统性、规模性返贫底线。

“我县脱贫是一个长期滞后发展的深度贫困县的脱
贫，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巩固成果同样艰巨，我们需
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 ”县委书记王日新在巩固衔接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上如是说。

秉承为民初心，该县坚持现有帮扶政策和体制机制
总体稳定，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医疗健康、兜底保障等各
项惠农政策，持续巩固提升安全饮水保障水平，改造农
村低收入群体危房 209 户。 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累
计创建“五星级”社区 33 个，推动脱贫村自我造血能力
稳步提高，不断改善提升村民生产生活水平。

目前，全县 2535 人已获雨露计划补助支持，共兑付
补助资金 1890.3 万元， 发放小额到户贷款贴息 1341.69
万元。 累计发放低保金 6553.76 万元、供养金 3066.76 万
元，照料护理费 1181.74 万元，实施临时救助 4323 人次，
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10969 人次。

建好基层党支部，乡村振兴快一步。
健全村干部选拔、培养、管理、考核“链式”管理模

式， 先后 3 批次组织 107 名村党支部书记到江苏溧阳
“学习取经”，实行“履职体检”“末位淘汰”制度，先后对
9 名不胜任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调整。 储备 132 名大学
生村级后备力量，落实导师帮带、定岗锻炼、实绩考核等
机制，加强教育培养，为村级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同时，立足“党建+金融”融合发展思路，在 122 个村
（社区）全覆盖建立“乡村金融超市”，成立产业发展指导
服务队 40 余支，累计发放信贷资金 9.6 亿余元，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这一创新做法得到省政府领导批示
肯定，荣获全省全市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奖，新华社《内部
参考》《中国组织人事报》等主流媒体进行深度报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该县创新实施以“成立百家劳务
公司、壮大百家社区工厂、开展百场技能培训、引回百名
创业能人”为主要内容的稳岗就业“四百工程”，累计发
展新社区工厂 145 家，带动就业 5604 人，实现外出转移
就业 6 万余人。 “四百工程”的典型经验，受到国家乡村
振兴局和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并作为唯一县
（区） 在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推进视频会议上交
流发言，省市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暨“四百工程”现场会在
白河召开。

如今的白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旅游人气聚
集，群众面貌精神振奋，山水环绕如诗如画……白河人
民正在广袤的沃土上筚路蓝缕，将“三苦”精神融入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凝心聚力勾勒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无署名图片由白河县乡村振兴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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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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