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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天， 平利县西河镇就进入了
“花不误”的季节，山水环绕，遍地金黄，鸟
语花香，一幅幅春风和煦、草长莺飞的唯
美画卷徐徐铺开。

“开工！ ”人居环境整治动员会上，随
着该镇镇长刘以松一声令下，全体镇干部
身穿红马甲，手拿扫帚，前往各自负责片
区进行环境卫生集中清扫。来往村民不时
好奇打量，得知缘由后纷纷表扬并加入清
扫行动中来。为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
态化、长效化、示范化，西河镇组织各村、
各站所办干部每月 1 日、15 日开展一次
环境卫生集中清扫活动， 对村组道路、房
前屋后、 边沟白色垃圾进行集中清扫整
治，分段分包、夯实责任。同时成立镇人居
环境整治督查组， 每月督查通报一次，激
励先进、 鞭策后进， 在全镇范围内营造

“比、学、赶、超、争”的竞争氛围。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表率作用， 激发群众主人翁意
识，为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提“颜”增“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再上新台阶。

面子美了，里子更要美。 西河镇立足
资源优势 ，拓展 “农业+空间 ”，坚持 “农
耕+文创”，深化“农村+旅游”，打造出“田
园驿站”“王家院子”等示范庭院。 通过鼓
励村民盘活闲置宅院， 业主进行改造经
营，再引导农户以家庭为阵地，利用好各
自庭院和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种植果蔬，辐
射带动周边群众销售，在方寸之地“做文
章”，让小庭院变“聚宝盆”。 目前，已建成
20 余户农家庭院， 游客来此可体验自摘
瓜果、住农家屋、吃农家饭。 同时，加快推
进“西河田园 3A”景区创建，做好景区道

路建设、沿途环境卫生整治，全力推进申
报工作，真正实现农户、业主、村集体多重
增收目标。

口袋富起来了，脑袋也得富。 漫步于
西河镇湿地公园，看到的不仅是景，还有
随处可见的乡村文化。 “百姓大舞台”前，
中老年人跳广场舞、唱花鼓子戏，孩童们
嬉戏玩耍，一片欢声笑语；党报阅报栏前，
村民们正阅读着最新时报，了解党和政府
发布的最新惠民政策和致富信息；“廉政
文化墙”上，既有传统家规家训，也有著名
勤廉小故事， 引得村民们驻足阅读学习。
不仅如此，该镇还时常依托西河乡村建设
公司组织本地演出团队，开展“戏曲进乡
村”文化活动，台上铿锵的锣鼓、传统的唱
腔、惟妙惟肖的表演，不仅以接地气的方
式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还借此开展普法

宣传、防电信诈骗、平安建设等知识讲座，
让群众在娱乐和休闲中了解、熟知政策。

西河镇党委书记杨友军说：“我镇依
托自然资源禀赋，按照‘因山水而美，因旅
游而富’的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田园
小镇’这个主题，充分学习运用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持续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特色
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多元
化格局。 如今，村美民富产业兴的乡村振
兴美丽愿景，正在西河一步步实现。 ”

本报讯（通讯员 刘阳）按照
“人社工作进园区” 统一部署，聚
焦企业群众需求 ，5 月 13 日 ，汉
滨区人社系统开展“面对面、零距
离宣传人社各项政策， 为企业送
优惠政策。就业、养老、工伤、劳动
关系等方面业务工作人员走进园
区和企业走访调研，面对面、零距
离宣传人社各项政策， 为企业送
优惠政策，解决实际问题。

活动中，发放政策清单 30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2000 余
人次，政策宣传入户 100 余户，让
企业知晓惠企利企政策“有哪些、
找谁办、如何办，提供啥资料”等

等， 增强人社政策知晓率和企业
获得感； 通过园区劳动法律法规
宣传、争议调解，开展调解仲裁衔
接， 围绕园区企业开展劳动用工
咨询和人员培训， 从源头预防劳
动争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向企
业赠送了汉滨区人社政策服务
包， 同时为各个企业详细解读优
秀人才、储备人才认定政策，以及
就业见习等人社政策。

今年以来， 汉滨区人社局以
“三个年”活动为抓手，多措并举、
主动作为，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
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推动“人社
工作进园区”工作走深走实。

近年来， 白河县茅坪镇田湾村依托五
龙尖优美的自然风光，打造茶园景观，融入
五龙风景，把茶园和自然景观有机结合，推
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借助抖音短视频平
台，把田湾村的人文风光、非遗文化、资源
特色、 农副产品、 庭院经济等推介到 “云
端”，让更多网友通过微信、抖音、网络知晓
五峰绿茶、 田湾好风景。 满足游客亲身体
验，推动当地茶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白河县海拔最高峰五龙尖就坐落于
田湾村境内柳林沟刘道河。五龙尖由形状
各异的五座山峰组合而成,其山势形如人
手五指 ,直插云天 ,绵延数十公里 ,山势陡
峭、风光奇特 ,历来被人们推崇为攀游首
选之地。其山间尚有快哉峰、四龙井、二虎
寨、天心眼、金海洞、马家洞、娃鱼洞、箭弓
垭、北风吹海螺等自然景观。 吸引了众多

外地游客登山探险,成为“观五龙尖风光、
品农家风味美食” 的一大乡村旅游热点。
田湾村依托这一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发
展农家乐 3 家,竭力打造田湾村农旅园区
文化,满足来客游玩、观光、采摘、购物、餐
饮一条龙式农家生活体验。

谷雨过后再无寒, 人间芳菲已向暖。
走进田湾村的五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在春风春雨中绿
意盈盈，这片 2015 年栽下的茶树，已成为
当地颇负盛名的茶旅观光园和研学基地。
来自构朳镇中心小学的 60 多名学生正在
学校老师和茶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兴致
勃勃穿梭在茶树间， 通过观察茶叶形态、
了解生长习性、 学习采摘技巧等方式，知
晓更多有关茶的故事，也培养了孩子们的
动手能力。 如今，4000 亩茶园已成为田湾

村的支柱产业，连片成行的茶树如翠带环
绕， 在连绵起伏的山野间荡漾出圈圈涟
漪，弥漫在浓郁的茶香里。

茶叶怎么采摘的？一片片绿叶又如何
变成一杯清香宜人的绿茶？在田湾村的五
峰茶叶现代农业园区里，学生在老师和茶
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腰挎竹篓，在苍翠的
茶园里体验采茶生活，探索自然科学。 通
过观察茶叶形态、 了解茶树生长习性、学
习采茶技艺、体验“三炒三揉”制茶过程、
感悟中华茶文化等方式，不禁让学生感受
到其中的快乐，更体验到了农事的艰辛与
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为进一步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延长产
业链条，打造集旅游观光、教育科普和农
事体验于一体 ，“旅游+研学 ”“旅游+农
业”“旅游+产业”的新业态，园区负责人

汤海介绍，现在研学市场特别火爆，他的
园区拥有茶园 4000 余亩，自从 2022 年正
式挂牌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和劳动教育基
地以来， 每周都要接待至少一个研学团
队， 家长和学校非常看重劳动教育和体
验。 截至目前，园区接待全县中小学研学
游 5000 余人次。

研学游给田湾村的休闲农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延伸和拉长了农业园区的产
业链，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茶旅融
合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让村民获得了
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红利。田湾村村民刘
瑶对此颇有感触,他自己开办的柳林鱼庄,
主打本地特色菜肴,吸引了不少游客。 豉
香中华鲟、红烧中华鲟、干煸娃娃鱼、农家
闷土鸡……一道道农家味道让人流连忘
返,引得游客赞不绝口!

初夏时节，汉阴县双河口镇的金银
花迎来了丰收，含苞待放的花蕾在风中
摇曳，一簇簇长势喜人的金银花挂满枝
头，清香四溢，村民正抢抓晴好天气采
收。

走进双河口镇凤柳村的金银花种
植基地，村民们提着篮子熟练地采摘着
金银花，“捻、掐、转、拔”，一派忙碌的丰
收景象。 据汉阴县凤硒种植养殖合作社
负责人吴兴祥介绍，该产业园共种植金
银花 320 亩，每年开 4 茬花，采摘 4 次，
今年金银花长势很好 ， 每亩可以达到
700 斤，现在每天雇工人 120 多个，每人
每天可以采 15 至 20 多斤，每天可以挣
120 多（元）钱。

“自从村上发展了金银花这个产
业，我们一年到头都有活干 ，一天能摘
个 10 到 20 斤左右 ， 在屋里娃也照顾
了，钱也挣了，感觉挺好的，每年到了采
摘金银花的时候，我们都会来。 ”务工人
员钟长霞说。

据了解，双河口镇金银花产业项目
是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以人才建设、产
业建设为内核引进的产业带富项目。 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领村
民积极参与，基地采摘的金银花 ，以订
单模式销售至嘉汇铭农业公司，加工成
决明子金银花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
业链，让金银花成为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致富的“幸福花”。

该镇副镇长阮山介绍，目前双河口
镇种植规模已达到 800 多亩，各村金银
花产业园区道路硬化、烘干厂房 、包装
车间、 储藏间等配套生产设施全面建
成，每亩净收益 1000 元左右，产值达到
60 多万元，有效带动周边 500 余户群众
实现增收。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提升科
技支撑，加强技术保障，统筹整合资源，
强化农文旅融合。 通过国企带镇村等有
效模式，打出品牌效应组合拳 ，有力有
效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实现持久增收。

走进紫阳县城关镇大力滩
村，农户院内的小菜园种满蔬菜，
围栏里养着鸡鸭， 房前屋后尽是
鲜花绿树； 村民们有的在整理土
地，准备种植茄子、辣椒等应季蔬
菜， 有的在大棚内采摘成熟的黄
瓜，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这
里，小小庭院变成了一处处风景，
也成了家家户户的增收园， 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大棚内种植的黄瓜已经可
以售卖了，去掉成本，一个大棚就
能有近 1.5 万元的收入。 ”眼下正
是黄瓜的盛产期， 在大力滩村的
黄瓜大棚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
分拣黄瓜，看着一个个顶花带刺、
青翠欲滴的黄瓜， 盘算着即将到
手的收入。 “黄瓜因其生长周期
短，采摘期长，种植成本低且经济
效益可观， 已逐渐成为大棚种植
户的首选。 我们村种的品种是紫
阳本地黄瓜，不仅口感好，生食脆
甜清香，而且营养价值高，市场上
十分抢手。”大力滩村党支部书记
张作海介绍。

黄瓜大棚丰收的热闹场景是
城关镇庭院经济发展的缩影，近
年来， 该镇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以大力
滩村、天星村、西门河村为试点，
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空闲用地，积
极推广庭院经济。 为激发群众参
与发展庭院经济的积极性， 镇村
干部深入走访群众， 在详细了解
庭院情况、种植需求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给农户免费发放黄瓜、茄
子、辣椒、金钱橘、脆红李等蔬菜
苗和果树苗，对接邀请农业、养殖
领域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以实实
在在的举措， 鼓励和支持群众通
过发展庭院经济增加家庭收入，
让原本普通的农家院变成 “增收
园”。

乡村要振兴， 产业兴旺是关
键。 城关镇将发展庭院经济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 农民致富的有效
载体， 因地制宜改造房前屋后闲
置地块， 在实现人居环境绿化美
化的同时带动农户和村集体经济
同步增收。茶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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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人社服务进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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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服务进园区 助企便民促发展”活动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伊格 ）
“您好，我想咨询下退役士兵自己
开店的话有什么税费优惠吗？ ”
“现在生三胎的个人专项附加扣
除是怎么算的呢？ ”5 月 16 日上
午，在旬阳中心广场，税务宣传咨
询台前围满了不少群众在咨询涉
税问题。

今年 5 月是第 4 个 “民法典
宣传月”。 旬阳市税务局围绕“学
好用好民法典 、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 ”的主题 ，组织 “旬速办 向阳
花” 志愿服务队开展 2024 年度
“民法典宣传月” 集中宣传活动。
税务干部们现场化身 “普法宣传

员”，向过往群众细致宣传和耐心
讲解民法典基本知识， 同时按照
“谁执法谁普法”要求，积极宣讲
最新的税费优惠政策， 尤其是群
众关注的创业就业、 个人所得税
汇算以及社保费缴纳相关政策 .
当天解答涉税咨询 30 起，发放相
关宣传手册百余份。

据悉， 该局将立足税务部门
职能作用， 在推动税收法治建设
上深耕细作， 落实落细 “税务管
家”服务制度，全心全意办好惠企
利民的每一件小事实事， 以实际
行动助力市场经营主体 “轻装上
阵”。

旬阳税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栽种初夏秧，稻谷满粮仓，在旬阳市
铜钱关镇天宝寨村水稻种植区，到处都是
忙碌的身影，广大农户抢抓时机开始了今
年的水稻插秧工作，农民们拔秧苗、运稻
秧、搬稻苗、插秧苗……一派繁忙的景象。

山风拂碧波，大地谱新绿，一群年轻
干部成为其中最美的风景，干部与农民踩
着泥水并肩劳作，虚心向师傅请教插秧技
巧，认真学习每一个动作要领，刚开始略
显笨拙，随着一声声入水声响起，一株株
嫩绿的秧苗整齐地飞入稻田间，不一会儿
工夫，为水田披上一袭绿衣，一片片绿油

油的秧苗在水田中随风摇曳，翠绿欲滴的
稻田、辛勤耕耘的村民、碧空如洗的天空，
描绘出一幅夏耕田园的美丽画卷。

“今天是我第一次插秧， 直到实地操
作后，才明白农民的不易，虽然动作看着
很简单，但是如果插浅了，不一会儿秧苗
就会浮起来，插太深，也会影响秧苗的长
势，左右十五厘米适宜，今天的劳作让我
们更加深刻领会到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
者’这一内涵…….”铜钱关镇镇干部刘琪
说。

该镇以稻鱼综合种养项目建设为契

机，积极推进富硒食品种植包装生产深加
工项目发展， 打造 1500 亩富硒粮油生产
基地，打响富硒大米品牌知名度，实现精
细化生产、精深化加工、精品化销售一体
化的全产业链条，延长富硒食品产业链。

“双河村实行 ‘党支部+合作社+企
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我们负责种植，合
作社以及农业站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企业
收购进行深加工，我们进行鱼稻混养后收
入更加多元，今天天气这么好，我相信今
年一定有好收成。 ”双河村村民储德刚一
边插秧一边说。为全面保障鱼稻混养产业

发展，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户
田间技术培训，为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该镇牢固树立“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理念，积极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制 ，突出 “富硒+有机 ”特色产业规划布
局 ，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探索 “产业+产
品+品牌”模式，优化服务增产量，建立第
一书记产业技术服务组，建立包抓责任体
系，通过示范带动、技术指导，提高粮食生
产率，着力向技术要粮、用科技增粮，带动
全镇粮油生产提质增效。

稻田插秧忙 沃野染新绿
通讯员 王佳

初夏时节， 在石泉县池河镇
顺风村香李园里， 成片的李子树
郁郁葱葱， 一串串翠绿的李子缀
满枝头，长势喜人。正值果实成熟
的关键期，为确保丰产丰收，种植
户们抓紧近期天气晴好的时机对
香脆李进行疏梢疏果。

果园里，种植户们穿梭其中，
仔细翻看每一株香脆李枝条，有
的把树杈上的双果、小果、畸形果
以及生长过密的果子一一摘除，
有的正在修剪多余果树的枝条，
园子里处处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天气很好， 花开得好，
授粉率高，李子挂果量比较大，疏
梢疏果就是非常重要的管护步
骤，果子结得密的要疏得稀一点，
小果、有病虫害的也要全部摘掉，
确保有限的营养供给优质果；剪
枝则是为了给李子提供更好的生
长条件，通风透光，才能保证李子
的品质，使得李子个头大、口感更
佳。”顺风村党支部书记袁朝芳介
绍。

目前， 在顺风村香李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技术指导下 ，560 亩
香脆李疏梢疏果管护工作已接近
尾声， 端午节后李子将进入二次
膨大期。 “今年我种植的 21 亩香
脆李都已进入丰产期， 预计年收
益可达 60 万元左右。 ”种植户李
怀群信心满满。

除顺风村外， 池河镇新棉村
的香脆李和谭家湾村的蜂糖李种
植基地也在紧锣密鼓进行疏梢疏
果管护， 预计 5 月中下旬全部完
成。

近年来， 池河镇按照龙头带
动、园区载体、延链补链、集群发
展的思路， 通过 “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李子
产业，全镇建成香脆李基地 2 个，
蜂糖李基地 1 个，总面积达 2000
余亩。 在种植过程中统一技术指
导、园区管理与产品销售，今年预
计亩产 1500 斤左右， 年产值达
4000 余万元，可带动 600 余户增
收。

池河镇：李子管护促丰收
通讯员 陈希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