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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丽 吴倩）为充
分发挥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更好推动和激励审计干部在新征程上
新担当新作为， 市审计局驻旬阳市乡
村振兴审计组坚持党建引领， 把支部
建在项目上，采取“外出审计组+临时
党支部”模式，全面推动党建与业务互
融互促、提质增效。

把建强组织作为重要保证。 针对
外出审计时间较长、统筹项目较多、事
多人少矛盾较为突出等实际， 该审计
组及时成立临时党支部， 由审计组长
担任支部书记，项目主审担任副书记，
并明确其他党员党内职责分工及在项
目审计过程中的具体任务， 通过组织
功能带动审计动能， 进一步把党组织
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抓好审计项目的工
作优势。

把理论学习作为政治任务。 坚持
把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 政策

法规能力作为临时党支部建设的支撑
点和着力点，采取“集中学+自主学 ”
相结合的方式， 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和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和《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
务制度实施细则》等内容，推动党员上
下同声同步学、及时跟进学、深入交流
学。

把队伍建设作为有力抓手。 着力
健全“第一议题”制度、审计政策法规
学习制度、党员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定
期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着眼中心
大局，抓主业、勇担当，努力在增强政
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上下功
夫，做到政治上紧跟紧随、行动上坚定
坚决。 持之以恒夯实基础、凝聚合力，
通过开展岗位练兵、 业务竞赛、“我为
审计建言献策”等活动，多维度精准发
力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

本报讯 （记者 黄慧慧 ）5 月 13
日， 副市长周康成督导调研全市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并召开推进会。 交
流创建经验，通报工作情况，安排部署
下阶段重点任务。

周康成强调， 建设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既是务实之策，更是利民之举。
各创建单位和市直帮扶部门要以 《陕
西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评估
办法》为纲，落实《安康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按照
国家和省市创建要求， 学深悟透强自
觉，对标对表抓落实，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抓好创建工作。要查漏补缺、固强
补弱，在工作提升上、规范上下功夫，
按照市级统筹，汉滨区、安康高新区为
主，坚持“因地施策、一圈一策”原则，
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和

典型案例，以常态化、标准化创建工作
提升群众生活环境。要发展为本，求实
创新，坚持实用与美观并重，将创建工
作与辖区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做实“规
定动作”、做亮“自选动作”，有效改善
消费条件， 着力丰富消费业态和拉动
消费需求，全力完成年度创建任务，确
保高质量通过省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城市验收， 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贡献力量。

会前， 与会人员先后深入汉滨区
鼓楼社区、临江社区，安康高新区居尚
花园社区等地， 现场督导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情况；会上，市商务局通报
并安排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
市建设工作，市民政局、汉滨区、安康
高新区和相关街道办、 社区等作了交
流发言。

本报讯（通讯员 师昌艳）紫阳县
聚焦“统筹力度、征集广度、赋权维度、
承接速度”，扎实推进乡镇（街道）综合
执法赋权工作落实落地， 推动行政执
法权限和资源下沉， 确保基层事情基
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
办。

全省乡镇（街道）综合执法赋权工
作现场会后，该县及时向县委、县委编
委领导进行专题汇报；定向分送《安康
市乡镇社会治理创新改革试点工作剪
影》，多渠道、多形式宣传相关文件精
神，形成推动落实共识。县政府主要领
导亲自部署工作、 化解难题， 县委编
办、县司法局组建工作专班，明确工作
任务和时间节点， 确保赋权工作稳步
有序推进。

印发通知， 分别征求县级相关部

门、各镇对“下放”和“承接”的意见，了
解掌握“下放”和“承接”过程中存在的
分歧、困难和问题。 同时，对基层现有
执法力量进行调研摸底， 摸清相关行
政执法单位及各镇综合执法办公室机
构编制、 实有人员以及人员持证等情
况，建立工作台账，为执法事项下放承
接落实夯实基础数据信息。

工作专班对“下放”和“承接”情况
及时汇总，对各镇认为“不用接”“接不
住”和“不愿接”的事项，采取调研座谈
等方式逐项分析研究、 科学制定对策
办法，按照“一镇一清单”，形成《紫阳
县下放部门行政执法权至乡镇事项目
录（送审稿）》。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审议，决定向 17 个镇分别下放行政执
法事项 34 至 48 项， 下放执法事项比
例达 62%。

“早就听说这里风景如画，这次我专门过来看看。
青翠的茶山、碧绿的湖色、沁人的茶香……一踏进阅
江阁，我就被这里的美景、茶香深深吸引住了。 ”近日，
西安游客王先生踏进汉滨区流水镇阅江阁民宿，就被
这位于秦巴山区的美景深深吸引。

在秦巴山区， 汉滨的美食美景是妥妥的实力派。
该民宿位于安康市西南，所在地是汉滨区流水镇。 流
水镇地处汉江中游，瀛湖上游，镇内交通发达，曾被誉
为“中国十大最美小镇”。

依托着秀美的山水风光、丰富的人文资源、古香
古色的建筑、清香四溢的富硒绿茶、鲜嫩美味的富硒
鱼宴等优势资源，流水镇吸引着八方游客络绎不绝地
来观光度假。

“流水镇是游客感受瀛湖风光、 品尝特色鱼宴的
好去处。 ” 民宿负责人刘艳茹说， 她曾在西安工作，
2017 年回到村里看到家乡的美景美食， 有了返乡创

业的想法，开始发展民宿。
2018 年 4 月，刘艳茹怀着一腔热血，改造自家屋

舍，打造了具有“茶”“水”“饮食”等文化内涵的民宿。
“我们每个客房都以流水的村命名，房间内挂有‘茶山
欲滴醉春风’等属于自己特色文化元素的诗句，吸引
了周边省、市游客前来住宿游玩。 同时我们每年还创
新为游客提供了各种富有特色的‘鱼宴’。 ”刘艳茹说，
每年“五一”“十一”期间客房都爆满，她将继续深度挖
掘“茶”与“鱼”的融合，提升客房服务质量，着力打造
集特色餐饮、会议会务、文化体验、茶文化研学等功能
于一体的特色民宿，实现茶种植、加工和文旅的有机
融合。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店中推出了特色茶香鱼
排，让更多的‘头回客’变为‘回头客’。 ”刘艳茹忙前忙
后地招呼着游客，信心满满地介绍说。

寻一间民宿、邀三五好友、尝一桌汉滨特色美食，

与烂漫的茶山比邻而居，推窗潋滟的湖光美景尽收眼
底……假期出行不仅要玩得开心也要住得舒心，在汉
滨的山野间民宿休憩，享受着惬意的生活。

这里只是汉滨区发展民宿经济的一个缩影。汉滨
区依托优渥自然环境，结合休闲采摘、农业观光等特
色项目，推进乡村田园观光 、文创手工体验 、休闲
度假养生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 积极探索 “民
宿+” 发展模式 ， 延长民宿产业链和游客体验价
值链 ，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有特色 、高水准的特色民
宿示范户，在撬动乡村旅游产业资源延伸发展的同时
驱动民宿经济发展，实现各业态、各产业深度叠加融
合。

在汉阴县蒲溪镇芹菜沟村四组，坐落着
一座和美庭院。 院内各种鲜花争奇斗艳、开
得正浓，随风飘来的饭菜香氤氲弥漫，勾住行
人的脚步。 “因为我平时自称汉阴芹小子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小院唤作芹源农庄。 ”小院
的“兴农人”况涛笑着说。

“我想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啊。 ”谈起精心打造小院的初衷，况涛显得有
些感慨。 “以前呐，大家谈起农村，第一反应
就是经济落后，年轻人也都不愿意留在家乡，
都想去繁华的大城市闯荡。 可是年轻人都走
了，农村就更没有新鲜血液去推动发展，难道
就没有留在家乡致富的方法吗？ ”于是，综合
考虑自身条件和环境要素后，在芹菜沟村开
起第一家农家乐的想法就在况涛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

据况涛描述，当初他开起芹源农庄的时
候，好多人都不看好，但是作为曾经的“村把
式”，他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让自家的家庭更
宽裕，同时觉得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
能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但光有想法可
不行，想要把芹源农庄建设和美，得有真本
事。

就这样，况涛通过党员干部远程现代教
育平台学习了嫁接技术，在院子里种上了花
卉瓜果、青菜绿树。 经过县委组织部和相关
单位的推荐，况涛在安康、西安、天津等多地
参加了培育新型高素质职业农民的培训班，
通过市、县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系统培养，他在

2020 年的时候成功拿到了陕西省高级职业
农民证书。“是省厅盖章的本本！这样，我也算
是‘兴农人’中的有证青年了。”况涛的脸上充
满了自豪。

“院子建设好了，接下来就是考虑怎么发
展和盈利。”为了满足游客想住在小院沉浸式
感受乡村生活的需求， 况涛把自家多余的房
间收拾出来，设置了 3 间民宿。他一边让老板
娘掌勺提供基本的食宿服务， 一方面发展产
业。 “产业有很多，现在是一二三产融合。 ”为
了更好地利用庭院发展经济， 况涛把小院打
造成了“吃、玩、静”多功能复合化的场所。 利
用特色种养提供土特产的美食功能， 利用水
塘垂钓、采摘瓜果等项目提供游玩功能，利用
躺椅、茶吧提供休闲功能。 “我们还尝试了电
商，通过电商及游客，我帮助了本村及邻村村
民代销优质农产品年均 8 万余元。 ”据悉，有
了况涛的成功示范， 加上村镇政府的大力扶
持，很多村民都跟着况涛学习经验，对发展庭
院经济饱含热情和向往。

近年来， 汉阴县各镇开展庭院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的尝试，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示范
典型，经过组织鼓励和村民的构思，方寸小院
变身为农家乐、采摘园、赏景地、亲子乐园等
休闲胜地，创新发展“治愈经济、氛围经济”。
院子虽小，意义却大，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
发展了经济；既留下了当地人，又吸引了外来
游客。

党党纪纪学学习习教教育育

本报讯（通讯员 刘刁）宁陕县深
入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排查整改工
作，全面规范干部档案管理，发挥档案
“以档资政”重要作用。

“学 ”字打头 ，吃透政策 “心中有
档”。 组织档案专审人员集中培训、个
人自学、交流互学，提升专审人员的审
核能力。注重审核经验“传帮带”，坚持
由档案专审经验丰富的专家全过程帮
带一名新人工作者，指导“三龄两历一
身份”审核认定细则、发展党员五步骤
的程序规范标准、 涂改问题的核查认
定方法等内容， 帮助每名工作人员心
中有数。

“严 ”字兜底 ，交叉会审 “真档实
料”。 制定排查审核方案，成立档案专
审工作专班，设立 3 个审核组，每组至
少 2 个人，对全县 1010 份公务员干部
档案逐页审核， 对发现涂改、“三龄两
历”无法认定、入党程序不规范、学历

证明材料不全、 缺少入口材料等重点
问题现场填写干部档案专项审核认定
表， 初审人和复审人签字确认，“谁签
字，谁负责”。 专审工作中发现各类问
题 280 余个，及时通知本人查漏补缺、
限时整改，进一步规范了干部档案。

“用 ”字为本 ，认定反馈 “归档活
用”。 对全县档案以姓氏进行重排编
号，按顺序存入档案柜，确保“一人一
档”， 存在问题的专项审核认定表，整
改完成后由本人签字确认并装入个人
档案。注重档案专审结果运用，对拟选
拔任用干部、 新进干部队伍等人员档
案进行严格审核，发现档案涂改、材料
和信息涉嫌造假的，立即查核，未核准
前一律暂缓考察并停止任职、 录用程
序。拓宽用档途径，将档案专审结果运
用到人才工作中， 建立全县干部信息
库， 为人才培养和干部选育提供可靠
参考。

宁陕规范干部档案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孟少猛 姜绪明）
石泉县坚持把谋划好、组织好、开展好
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
扣“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目标要求，
强化组织领导，严实工作举措，推动党
纪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该县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党纪学
习教育相关会议精神， 专题研究部署
全县党纪学习教育推进工作。 及时制
定下发 《关于在全县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的实施方案》，成立县委党纪学习教
育工作专班， 实行专班人员统一集中
办公，做到精准部署、按表推进。

县委常委会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举
办读书班，深入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推动形成上行下效的
良好局面。 全县 485 个基层党组织均
通过党委（党组）会议、党支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扎实开展相关
学习研讨、 警示教育和培训解读等工
作。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三
新”领域党员，更新完善联络台账，组
建“宣讲小分队”，灵活采取线上推送、
上门送学、 结对帮学、 邮寄资料等方
式，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全覆盖。

该县实行清单化管理、 督帮式指
导，成立 4 个督帮小组对全县 63 个单
位、485 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全覆盖、全
过程督帮指导。同时，用好用活各类宣
传平台载体，丰富宣传载体、延伸宣传
触角， 组织各驻村工作队发挥职能作
用，大力宣传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宣
传全县党纪学习教育的特色亮点、做
法成效， 营造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良
好氛围。

石泉有力有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推进会议召开

市审计局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

紫阳推动乡镇综合执法赋权落实 汉滨：茶山民宿“醉”风光
通讯员 宋孝波 梅杰

汉阴：方寸小院里的“兴农人”
通讯员 蒋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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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先行，积极探索增收致
富特色产业新路径， 抓牢产业振兴和群众增收关键，
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切实推动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振兴的发展优
势。

日前，在滔河镇车坪村淫羊藿种植基地里，农户
们正忙着清除杂草， 今年 58 岁的平国军就在种植基
地里长期务工。他说：“去年村上利用闲置林地种植了
淫羊藿，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就在这里务工，活轻松还
有收入，到时候淫羊藿成熟了还有分红。 ”

2023 年，车坪村多次召开村集体经济股民大会，
充分听取大家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最终在滔
河镇党委政府和车坪村党支部的共同协作下，引进了
北京艾维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入股 120 余万元种植
100 余亩淫羊藿。

去年以来，车坪村党支部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政
策、项目、资金、人才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支部+
企业+农户+园区”的模式发展特色产业淫羊藿，通过

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方式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截至
目前，已带动周边群众 120 余人就近务工，发放务工
工资超过 30 万元、土地流转费近 5 万元。

“今年，我们将与周边的蔺河镇新建村、城关镇竹
林村进行联合建设，通过新建粮油加工厂、黄豆收购
集散中心，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达到培强扶弱的
目的。 ”滔河镇车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鹏表示。

在堰门镇进步村魔芋种植基地里，10 余名工人
干劲十足，打窝、播种、覆土，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园区新增林下魔芋种植 100 亩左右，目前
有 10 余个试种品种，预计产值 100 万元左右，平均每
年带动劳动力 2000 余人次， 通过劳务用工及土地流
转农户户均增收 1 万元左右。 ”种植大户赵章新介绍。

2022 年以来，堰门镇进步村以优化产业结构、培
育特色产业为抓手，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从引进企业发展苗圃产业、
党员带头推广种植林下魔芋、村集体组织老茶园改造
等方面接续发力，全村累计增加各类“新兴产业”种植

面积约 2000 亩， 不断彰显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机制优
势。

“我村始终坚持探索‘党建+’模式，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增收致富。 目前，我村共有猕猴桃、魔芋、苗圃三
大主导产业，以‘党支部主导+村集体+合作社+农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目前已带动
70 余人就业增收。 ”堰门镇进步村党建指导员胡明杰
说。

岚皋县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坚持党建引
领，立足资源禀赋乡情实际，明晰产业发展路径，培育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经
营实体。 去年以来，23 个村与村、35 个村与企业抱团
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经营园区 35 个、投资项目 51 个；
134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结对联系 134 个村，帮
助争取项目 353 个、 销售农产品 800 余万元，2024 年
共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265 人，为驻村帮扶注入
新的活力。

岚皋：党建引领产业兴
通讯员 邵欢 江昱锋

本报讯（通讯员 龚泽康 马安瑞）近年来，旬阳
市以基层党组织“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为
统领，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方法路径，全力
推进乡村振兴成果更丰、成色更足。

育强村（社区）“两委”班子。 积极开展村级后备
力量培育储备情况评估，对 40 岁以下农村青年劳动
力，建立镇领导班子成员帮带机制，深化“一村一名
大学生”选育计划。 推行“赛马争先”机制，按照“村里
练、镇上比、分区赛、市内展”模式，对村（社区）支部
书记、驻村第一书记每半年开展 1 次“擂台比武”，每
年举办 1 次总决赛，促进比学赶超、创先争优。

精心培育“两强一好”示范点。 以基层党组织“分
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为统领，对标各领域争
先进位目标，与“两强一好”示范体系建设有效衔接、
统筹推进。 综合运用“分类指导、争先进位”十条措
施，逐一制定“争先进位方案”，通过亮晒展示、观摩
比学等方式推动后进赶先进、中间争先进、先进更前
进。

迭代升级“三联”机制。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细化“三联”工作机制迭代升级措施 ，全面推行
“田间党建”模式，成立魔芋、生猪、拐枣、烟草等产业
链党委，构建产业链党组织领导、龙头企业（合作社）
牵头、覆盖全产业链的组织体系，以党建链带强产业
链，赋能全市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每个镇至少打造
1 个“田间党建”样板点。巩固提升小河镇和仁河口镇
村级党组织“跨村联建”试点成果，在全市适宜村推
广实践，破解部分村党员人才匮乏、资源分布不均、
发展后劲不足问题。

大力开展“壮大培强”行动。 坚持“支部引领·村
社合一”壮大村集体经济模式，开展村级集体经济职
业经理试点工作， 扎实开展 “党建引领·银村共建”
“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实践，持续
推行实施“以工代赈”举措，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 50 万元以上村达到 10%、100 万元以上村零突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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