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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渊）5 月 19 日，2024 年
“5·19 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暨“畅游
三秦 礼仪先行”文明旅游季启动仪式在我市
岚皋县举办。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盛义军、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耀宜参加活
动并分别致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首艳、
市政协副主席唐纹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以“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三秦
四季、畅旅欢歌”为主题，主会场活动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全媒体聚焦推广、多平台互动直
播，全方位触达广大游客和民众，共同庆祝第
十四个“中国旅游日”。

周耀宜在致辞中表示， 我市将以中国旅
游日活动举办为新起点，坚持全域全季布局，
全力提供“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旅游产品，
积极打造新的旅游目的地；坚持“旅游+”“+旅
游”双向发力，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满
足游客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坚持深
入开展“三秦四季 暖心工程”，优化提升旅游
服务保障体系，提高游客满意度，持续推动生
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省“5·19 中国旅游日”
活动安排及惠民措施、2024 安康市惠民政策

和旅游活动安排、“秦巴 1 号风景道” 通关打
卡文牒，有关专家就“秦巴 1 号风景道”作专
题推介，2024 年陕西省“畅游三秦 礼仪先行”
文明旅游季活动正式启幕，为三秦“最美文明
旅游志愿者团队”授旗。 宁陕、汉阴、平利、瀛
湖、镇坪分别进行了会场连线，石泉、岚皋作
文旅主题推介， 活动还穿插极具区域特色的
文艺表演。

据悉，自 5 月以来，我市围绕“5·19 中国
旅游日 ”主题活动安排 ，按照 “可感知 、可预
期、可参与、可共享”要求，精心策划了 11 大类
300 余场重点文旅活动，力求“天天有活动，日
日有精彩”。 近期，将聚焦秦巴 1 号风景道自
驾线路及龙舟季， 陆续举办第十届大秦岭山
地越野挑战赛、“5.21 国际茶日”、 陕南民歌大
赛暨陕南民歌音乐会巡演、《我要上龙舟节》
群众文化选拔活动、 第九届安康富硒美食文
化展暨“安康味道”特色美食评选活动等富有
特色的系列文旅活动。 同时， 结合中国助残
日，推出本年度残疾人凭证免费，针对省级以
上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标兵等人群实行门
票免费或打折优惠。

王院村， 陈分新———这是一个老典型的两
个侧面。 自 1992 年当选为旬阳市棕溪镇王院村
党支部书记， 陈分新和王院村的名字就已难解
难分。 三十多年，从修路拉电到发展产业，从乡
风文明到现代治理，在时代的每一个拐点，王院
村都在奋力“突围”，在秦巴深处树立起一面不
倒的旗帜。

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 不少人到王院村探
寻发展的奥秘。 从初春到现在， 陈分新格外忙
碌。 随着王院村乡村振兴学堂的挂牌，来自省内
外的一批批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走进村里， 从山
脚绕到山巅， 一次次回望村子和村民走过的足
迹，领悟王院村的根和魂———公而忘私、一心为
民；干群同力、艰苦奋斗；不甘落后、百折不挠；
胸有梦想、民富村强。

正是这种精神品格， 激励着王院村日日新
又日新，让这个老典型始终焕发着新风采。

扛死肩，一条路上一起拼

绕着盘山路上到山腰， 陈分新正弓着腰在
坡地上栽烟苗。 打过招呼，陈分新热情地和记者
握手，通过这双厚重又粗糙的手掌，记者明显感
受到了秦巴山土地的“颗粒感”。

2022 年初，旬阳市顺应大势启动实施乡村
振兴“1226”工程，即 1 个示范镇、22 个示范村和
6 个样板村的精品示范工程。 王院村作为 6 个
样板村之一，赫然在规划之列。

年近花甲的陈分新此时本已打算交棒退
休。 看到文件后，他陷入久久沉思。 王院村作为
非贫困村， 脱贫攻坚期间很多优惠政策都没享
受到，2014 年至 2020 年实施的大项目较少，相
较周边村发展优势已不突出 。 在乡村振兴
“1226” 工程规划中，22 个示范村大部分都处在
国省干道沿线，或者是集镇所在地，唯有王院是
后山村，立地条件是最差的。

“成为样板村压力很大， 当时感到有点迷
茫，这个任务接还是不接？接了，能不能做好？不
接，肯定会错失发展机遇，我很可能背上历史骂
名。 ”陈分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整整 3 天，仔细
研读中央、省、市文件，学习旬阳精品示范工程
规划。 最终，他下定了决心———两个字：苦干！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能退缩，要再送年轻人
一程。 ”

一年打基础、两年大变样、三年见成效、五
年成样板！ 村“两委”迅速统一了思想，要继续擦
亮王院村这张“名片”，走出符合王院实际、具有
陕南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村上的大事我们从来都是民主决策，超过
80%的群众支持才会实施。”这一次，“十指联动”
工作法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院落会、小组会、
村民大会……“乡村美 ，农民富 ，环境好 ，人气
旺。 ”陈分新用朴素的语言向村民勾画出乡村振
兴的前景，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一致支持。

如何破题？ 要干就干在群众心坎上。 “过上
更好的日子，是每家每户最切实最朴素的愿望。
所以， 我们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
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积极探索破解村
级增收、群众共富的难题。 ”

2021 年底 ， 王院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 持续推进承包权和经营权分
离。 依法通过经营权流转，解决产业用地和建
筑用地，王院村先后申请或自筹资金兴建了烤
烟烘烤工厂、颗粒燃料加工厂、肉牛饲养基地、
乡村振兴培训学堂 、产业孵化园等设施 ，加上
通村产业路投资 ， 全村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4000 万元。

“有了蛋，就可以孵小鸡。 去年，通过设施租
赁、旅游接待、参观学习等方式，村集体纯收入
达到 72.4 万元，为全村村民每人分红 100 元。 ”
陈分新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村集体经济发展
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必须控制好风险。 蛋
糕做得大大的，还怕分不到更多吗？ ”

“扛死肩”，这是在王院村村“两委”听到的
最频繁的一句话， 也似乎是王院村人精神通俗
又传神的诠释。 为了加快发展，几十年一直坚持
低调的陈分新也开始触网直播； 党支部副书记
李光明放弃了在外月入万元的业务， 一心一意
把精力投入到村上； 年轻的支委远赴浙江学习
电商业务……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支部
就像一辆满格的动力火车头， 带领着全村一路
奔跑。

仅仅用了 3 年时间， 王院村集体资产总量
增加到 1835 万元。 “过去三年王院村的变化，抵
得过以前十年的发展。 今年，村里正在全力以赴
为实现村集体收入超过 100 万元的目标奋斗
着。 ”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光明说，“村集体经济壮
大了，以往村委无钱办事、服务欠缺的窘迫局面
被打破，我们帮助村民再也不用畏手畏脚。 当集
体收入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
改善上来，不仅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村党支
部也更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

尽地力，山高也让百业兴

“我们村耕地海拔变化大，分阴坡、阳坡，还

分黄土地、沙土地，注定不能采取规模化生产。
怎么办？ 必须因地制宜，想尽办法‘压榨’每一寸
有限耕地，实现最大产出。 ”陈分新对村里每一
个角落都很熟悉，在他看来，产业要兴旺，还得
在土地上做文章。

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样板村建设，村“两委”
抓紧实施“一园一区两基地”建设规划，“一园”
即富硒林果示范园，“一区”即烟草栽植示范区，
“两基地”分别是富硒魔芋、肉牛种养基地。

王院村人相信人勤地生金的道理。 陈分新
说：“地尽其力，依着耕地的性子，啥能丰收就种
啥。 海拔低的套种枇杷、车厘子等林果，海拔高
的根据土质栽不同品种的烟草， 地坎坎上栽拐
枣。 各家院子里种菜、养猪、养鸡，屋顶建光伏发
电站，绝不让一块土地闲下来。 ”

目前，全村已建成千亩林果园、千亩烟草示
范区， 以及 500 头肉牛饲养基地、500 亩魔芋种
苗加工基地、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基地
（王院乡村振兴学堂）。 所产烟叶、果蔬和魔芋均
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产销合作协议， 群众没有
后顾之忧。 群众的收入结构， 也逐渐转变为种
烟、租赁和基地务工。

在肉牛养殖基地， 饲养员王连全正在给牛
喂草料。 据他介绍， 基地所用饲料大都产自本
村，以前作为柴火的农作物秸秆，也能和粮食一
样按斤卖作饲料原料。 基地产生的牛粪通过干
湿分离，液态部分流入沼气池，粪渣则被运输至
加工厂同秸秆、果树枝、劣质烟叶等制作成颗粒
燃料或者有机肥，发酵好的沼液全量还田养地，
颗粒燃料最终用于烟叶烘烤。 肉牛养殖的资源
最大化利用，是王院村“以地定养、以养肥地、种
养互补”循环发展模式的缩影。

产业兴连着百姓富。 王连全算了一笔账：
“以前全靠种点粮食，我和媳妇辛苦一年，只有
一两万块钱。 现在我们都在养殖基地务工，每
月一共能领到 7000 块工资， 加上土地租赁和
向基地供应粮食、 青饲料， 一年能挣 10 多万
呢。 ”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别看只是
一些星星点点的收入， 合起来就是很大的数字
啦。 群众腰包鼓了，回村的人自然就多了。 人气
旺了，啥都会有的。 ”精打细算的陈分新知道人
养地，更知道地养人。 （下转四版）

孟夏初至，位于汉阴县北部最偏远的铁佛寺镇，被笼罩
在一片深浅浓淡各相宜的绿荫中。 沿着蜿蜒的汉铜公路盘
旋而上，路旁尽是跃入眼帘的迷人画卷。整洁靓丽的农家小
院前，花草果蔬郁郁葱葱，院落屋宇一尘不染；连绵成片的
产业园内， 猕猴桃花正张开洁白的花蕾， 在微风中婆娑起
舞；半山腰上的养殖场内，鸡犬相闻、黄牛成群，为静谧的乡
村增添了生机、开拓出富路。

奔走在时代前沿，铁佛寺镇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实
现一次次华丽蝶变，引发一场场脱胎换骨的热潮。在纵深推
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挖掘山林经济禀赋、拓宽产业富民路
径、擦亮人居环境底色、打造示范村庄名片、深化“千万工
程”内涵，绘就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壮丽图景，为建设
锦绣汉阴添砖加瓦，蓄积澎湃如海的动能。

强链补链丰盈振兴底色

走进铁佛寺镇四合村， 目所能及的村域展现出村美民
富的生动场景。 阳光照耀下， 闪着油亮光泽的桑叶迎风招
展，村民们将桑枝砍下，运输到不远处的养蚕室，茁壮成长
的幼蚕，正扭动着身躯啃食着鲜嫩的桑叶。

“我们村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通过盘
活闲置土地、流转农户自留地等方式，建成规模化桑园 600
亩、标准化蚕室 4 处，同时，实行‘合作社+产业大户承包+
农户散养’模式，引进蚕丝制品加工厂，不断延链补链，使桑
蚕形成三产融合的发展格局。去年，四合村蚕茧销售额突破
100 万元，综合产值 200 余万元，仅蚕桑一项产业就为合作
社增收 12 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承包大户和入股农户三方
共赢，今年计划养殖 500 张蚕，蚕茧产量超过 5 万斤，村民
的收益会更好。 ”提及村上的主导产业，村支部书记汪辉侃
侃而谈。

以乡村产业为底，“千万工程”泼墨作画，四合村立足创
建示范村的目标，通过优化升级蚕桑产业、整治人居环境等
措施，推动其建设成为新时代的和美乡村。

今年以来， 该村聚焦村组干道及周边重点区域 “脏乱
差”、门前屋后“三堆六乱”等问题，按照“镇级主导、村级负
责、干群联动”的原则，由村“四支队伍”带头，发动群众广泛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共处置残垣断壁、违建、“三
堆六乱”等问题 60 余处，使乡村颜值持续靓化。

时至今日，走在铁佛寺大大小小的村庄，群山环抱、溪
水纵流、民风淳朴、村容靓丽的“四重奏”随时随地响起。 这
背后，正是铁佛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深入实施“千万工
程”的具象成果。 围绕使命所系、群众所盼、事业所兴，镇党
委、政府在村美人和、兴产育业、风和善治方面持续发力，为
乡村振兴增色添彩。

富民之业绘就蓝图样板

合一村西沟口， 本是铁佛寺镇不甚显眼的地方， 海拔
900 余米的半山腰上，原本杂草丛生、土地荒芜，可今朝目
之所及，只见满坡架岭的猕猴桃肆意生长，枝干经过土地的
滋养，已长成幼儿手臂般粗细，绿浪翻飞间，正在园子里忙
活的技术员葛贤松喜不自胜， 脸上的笑意从嘴角蔓延到眉
梢。 “今年花开得繁，这几天天气又好，抓紧时间人工授粉，
到了秋天肯定有个好收成。 ”

今年 53 岁的葛贤松，见证了猕猴桃产业在铁佛寺扎根
壮大的全过程。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19 年，乘着产业发展
东风的合一村，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成立了铁佛寺镇合一村
双硒种植专业合作社，陆续引进了 520 余亩徐香、翠香猕猴
桃。 经过当地干群几年的精心呵护， 猕猴桃已进入了盛产
期。 “按照现在的长势，今年合一村的猕猴桃预计能收获 6
万余斤，产值 20 多万元。 ”合一村副主任张作良对此很有信
心。

把目光从合一村拓宽到全镇，1200 亩猕猴桃分布在数
个村庄的适生区内， 以甘甜爽口的果实， 托举村民过上日
“富”一日的新生活。

炎炎赤日下，除了举起手臂为猕猴桃授粉的村民，合一
村的另一块区域，还有在林地旁忙碌着，将天麻菌棒埋进林
下的群众，汗水滴落在土埂上，村民的眼眸中满是期许。

“2021 年村上开始种植天麻，我主要提供菌种和技术，
这两年成效还不错，新鲜天麻一斤 10 元左右，干天麻 100
元一斤，今年计划种植 1200 亩，明年下半年就能收获了。
虽然周期长一点，不过天麻管理起来不费事 ， （下转四版）

本报讯 （记者 魏涛）5 月 14 日
至 17 日， 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副主
任邹顺生带领立法调研组来安康开
展茶产业发展条例立法论证调研。市
委常委、副市长陈晖，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伍文，市政府党组成员刘英
华等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紫阳县益
品源茶业、和平茶厂、闽秦茶业、大连
村山地茶园示范基地，平利县田珍茶
业、女娲银峰、一茗茶业、女娲凤凰茶
业现代示范园，汉滨区双龙、新农高

现代农业园区等处，实地调研了茶产
业生产经营、茶品牌建设、茶种源保
护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政
府关于茶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征求
省人大代表、茶企负责人以及相关部
门对立法支持茶产业发展的意见建
议。

邹顺生对安康茶产业发展进行
了充分肯定，并从茶产业立法的必要
意义、核心目标、主题框架以及陕茶
面临的形势等方面做了详细阐释，他
强调，要贯通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以及关于茶文化、 茶产业、
茶科技统筹发展的重要论述，吃透精
神实质，重点围绕茶产业发展条例立
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法需要解决
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对立法的意见建
议开展立法论证调研，加快推动立法
工作， 从法律层面为省市茶产业品
质、品种、品牌发展保驾护航，更好发
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定盘
星”作用，切实促进全省茶产业长期
稳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周林）5 月 14 日，由省卫
健委、省科技厅主办，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安康市科技局、 安康市卫健委联合承办的安
康市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
政策宣讲暨项目路演活动在安康市中心医院
成功举办。

活动中，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 2 家试
点单位分别介绍了医院科研工作开展和 “三
项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发布了“一种 3D 打印
胸腰椎后路截骨导板系统的建立及临床应
用”等 4 项科技成果。 省宣讲团就《科技成果
转化要素分析》《陕西省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
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医疗器械创新
成果转化路径分析》《“三项改革”科技成果转
化“以演代评”政策及路演 PPT 制作实操》等

政策展开解读辅导， 并结合医疗卫生机构成
果转化案例进行分析讲解。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是省委 、省政
府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赋
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的重要举措。 工作开
展以来，我市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列为市级
重点改革事项，坚持高位推进。 截至目前，我
市已有 368 项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转化科技成
果 56 项 ， 向成果完成人兑付转化收益共
213.82 万元。本次路演活动旨在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三项改革”提质扩面增效，指导试点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成果转化工作， 帮助科研人
员知晓、掌握、用好“三项改革”政策，促进我
市秦巴医药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璇）5 月 19 日下午，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 传达
贯彻省、市领导批示精神，进一步分析研判当
前防汛形势， 并就做好本轮降水天气过程防
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
防指指挥长陈晖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气候年景总体偏差，
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据气象预报，今天午后到
夜间，我市旬阳东南部、平利南部、白河中南
部、镇坪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各级各部门务必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未
雨绸缪、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抓好“早、盯、撤”
各项防范措施落实， 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
强忧患意识，保持高度警惕，落细防范措施，

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抓而不紧落而
不实、责任空转失防失管，坚决打赢打好今年
防汛攻坚战。 要扎实开展防汛应急预案编修
和情景构建演练，提前做好物资储备、人员配
备、 应急准备， 进一步夯实筑牢防汛工作基
础。 要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排查行洪
河道、涉水工程、涉水景区、地灾隐患点等重
点区域， 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和重点群体安全
防范，确保安全度汛。 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
化趋势，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科学果断转
移受威胁人员，守牢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
要坚持把纪律挺在防汛工作第一线， 全链条
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守、信息
报送和应对处置，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
全稳定环境。

寻寻““根根””王王院院村村
——————旬旬阳阳市市棕棕溪溪镇镇王王院院村村在在乡乡村村振振兴兴中中的的破破与与立立

记记者者 谭谭迎迎春春 陈陈曦曦 刘刘渊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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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安调研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动安康高质量发展

市防指调度部署
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我市举办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三项改革”政策宣讲暨项目路演活动

2024年“5·19中国旅游日”
陕西主会场活动在岚皋举办

5 月 20 日，航拍的紫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今年 1 月，紫阳县依托硒谷生态工业园区创
建省级特色型高新区正式获得省政府批复，是今年全省新增的 7 个省级高新区之一。 储茂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