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已尽，盛夏将至。 漫步在汉
阴县双河口镇的村组巷陌， 青山绿
水下的田园， 如一块五彩斑斓的锦
毯，为和美村庄注入生机与活力。 汉
双公路旁的池塘，莲叶田田、鱼虾涌
动；两岸青山隐隐处，花繁果硕、菜
蔬水灵；农家院落旁的水田，新栽下
的秧苗在微风中婆娑起舞， 预示着
一年的好收成……在这片古老与现
代交相辉映的镇域， 目之所及皆是
诗情，行之所往尽显画意。

今年以来， 双河口镇深入学习
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和美乡
村“塑形铸魂、强筋壮骨”，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聚焦乡村
“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
增绿化、拆违建、除残旧、改习惯”整
治内容，上下联动、持续发力，绘就
出一幅村容村貌美、乡风文明美、富
民产业美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美美与共重塑人居环境

“积攒的纸壳子叠好可以卖钱，
房前屋后摆放整齐， 卫生评比也有
底气，现在村里环境越来越好，大家

都养成了爱护环境讲卫生的好习
惯，家家户户看着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我们住得越来越舒服，外面游客
来了也夸赞，大家伙儿都高兴。 ”提
起如今的村容村貌， 龙垭村村民邹
贤菊的言语间满是自豪。

自“千万工程”启动以来 ，龙垭
村以创建县级千万工程示范村为契
机，聚焦村庄美、环境靓 ，紧盯农村
人居环境薄弱环节， 积极创新乡村
建设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 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
延伸， 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
造示范样板。

一大早，由联村站所、驻村工作
队、 党员干部组成的队伍便挨家挨
户动员群众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 “刘姨，你这堆木材还有没有隐
蔽点的地方能挪一下， 我给你搬进
去，这搁在门跟前实在不美观，游客
看到也不好，你说是不？ ”“好，我来
给腾地方，就麻烦你们给搬一下。 ”

人多力量大，几分钟的时间，原
本堆放在门口的木材很快便移挪到
院后， 刘阿姨家门口的土堆也顺势
被清理干净。 一连数月，党员干部们

带头示范， 同时积极调动农民自觉
参与乡村建设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让村民们跟着干，形成联村站所、村
“两委”干部、驻村队员、党员、村民
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舒适美观、整
洁有序的村域环境新风貌初步显
现。 截至上月底，龙垭村清理残垣断
壁 5 处、三堆六乱 50 余处，污水治
理 100 余米，增绿 300 余平方米，形
成了点上精致、线上精彩、面上精美
的乡村风貌。

生生不息铸魂文明乡景

天蓝水碧、 树影斑驳、 繁花锦
簇、 蜂飞蝶舞……走进火棺子树村
的口袋公园， 处处可见美丽乡村的
痕迹。 每到下午，村民成群结队来到
这里， 聊聊家长里短， 静享美丽村
光。

“现在每天到这里走走还是舒
坦，以前这里都是杂草坡，现在修了
路不说，还栽了花、增加了座椅，忙
完农活到这里转转美得很。 ”“就是
的，你们村上搞得好，哪天到我们村
上去看看，也是大变样呢，现在游客

也多了 ， 我还准备开个农家
乐，挣点零花钱用。 ”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弥漫在村民们闲话
家常的笑语声中，折射出双河
口镇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的丰
硕成果。

以“千万工程”为基，双河
口镇党委政府在汉双公路、青
泥河流域积极打造微景观，绘
制墙画 、增添游乐设施 ，围绕
景区环境卫生、 基础设施、业
态服务等重点要素，积极开展
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为景区提
“颜”增“质”，使得沿线的龙垭
村、 三柳村皆成为样板村落，
成为宜居宜业更宜游的和美
村庄。

与此同时 ，围绕乡村 “塑
性铸魂”，该镇还通过“支部推
动、 党员带动、 党群互动”模
式，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充分发挥好“一约四会”作用，

用好“红黑榜”晾晒，常态化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持续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振群
众的精神面貌。 同时强化基层治理，
织密网格化管理“一张网”，实现小
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呈现出邻里
团结、村民安居乐业的喜人场景。

久久为功打造和美样板

推动产业振兴是推进 “千万工
程”的重中之重，也是富民强村的关
键。 小满前后，三柳村种植的金银花
已然长出蓓蕾，散发阵阵清香；荷塘
里的睡莲也渐次盛开， 在水面浮动
成一道迷人风光。

近年来，三柳村以“产业兴旺 ”
为目标，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长短结合”的原则，积极发展特色产
业 ，重点培育 “金银花 、稻荷虾 、果
蔬、光伏发电”四大支柱产业，创新
国企带镇村模式，大力招商引资，打
通了以农副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上下游产业链， 提升农业发
展质效。 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探索出了旅游助力农业发展、 促进
三产融合、 实现农民增收的乡村振
兴新路。

三柳村支部书记刘刚介绍说 ：
“在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镇党委、
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我们将村里的
花前月下景点、荷虾共养、金银花产
业园等资源打造成一处处网红打卡
地，推出一系列精品旅游产品，带动
了村合作社的小龙虾、大棚蔬菜、草
莓等农产品的销售， 实现农旅融合
发展的同时， 有效带动了村民就近
就业增收。 ”

今天的三柳村，早已实现“水清
岸绿、路畅院美、村容整洁、生态宜
居”的发展目标，成为“千万工程”在
汉阴的具象模板。

新蓝图已然绘就， 新目标催人
奋进。 在“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双河口镇正踏着乡村振兴的鼓点，
朝着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路径
奋力奔走， 谱写出为建设锦绣汉阴
添彩增色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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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 汉阴县漩涡镇凤堰万亩梯田迎来插秧季，勤
劳的村民们在高低错落的梯田里翻耕、耙田、插秧，忙碌
的身影与绿水青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
卷。

在景区的核心区域堰坪村， 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
绿油油的稻苗奋然向上 ，舒展身姿 ，长势喜人 ，微风拂
过，此起彼伏，满目翠绿。 随处可见农民们挽起袖子、卷
起裤腿的场景，有的负责在田间运苗，有的在田间低着
头 、弓着腰 ，将嫩绿的秧苗栽种在田间 ，为农田 “换新
衣”，披上绿装。

今年 60 岁的吴兆国是堰坪村的种粮大户，连日来，
他和妻子忙着收割油菜。 等收割完地里的油菜，今年他
将种 10 余亩水稻和 10 余亩玉米。 “今年栽了八九亩了，
这边儿一大半我都栽完了。 去年我种的面积还宽，收成
还可以，收了 17000 多斤谷子，打成米卖，每斤卖 3 块 5，
大概卖了有 30000 多元。 ”提起去年的收益，吴兆国笑眯
眯地说。

每年五月中旬是当地大面积插秧的时候，村民们会
提前整理稻田疏松土壤，待到油菜收割完毕，就会全面
进行水稻移栽。

“我们凤堰梯田耕作方式主要是稻油轮作， 因为这
里大多数人家都是湖广移民， 最初开垦以后是种水稻，
最后人们发现水稻种植后有一季空档，正好这个时间可
以栽种油菜。 ”汉阴县漩涡镇农综站干部李民山介绍道。

稻油轮作是汉阴凤堰梯田独特的耕作方式，这种耕
作方式不仅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减少了病虫害，还提
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汉阴凤堰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
与堰塘，接住了从高山森林自上而下的水流与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
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的水利灌溉
系统。 前不久，凤堰古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

据了解，为留住梯田农耕文化之根，重现梯田农耕盛景，当地政府通过对土
地进行流转复垦，培育经营主体，推进粮食种植和地块整治，今年汉阴凤堰梯田
预计种植水稻 10000 亩，产量将达到 5000 吨。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在因地制宜，善
于强优势、补短板，找准乡村振兴“切入点”。 今年以
来，汉阴县铁佛寺镇以“千万工程”为抓手，创新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寻找产业发展
“金钥匙”，打造出山水交融、产业兴旺、宜居宜游的和
美乡村新样板。

发展特色产业强根基

蚕桑产业缺场地、设备、技术一直是山区产业发
展的痛处， 铁佛寺镇四合村的蚕桑产业虽然历史悠
久，但在过去，由于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以及
产量不高，导致其在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并
不显著，为村集体创造的收益也极为有限，有时甚至
难以覆盖成本。

近年来，铁佛寺镇党委、政府坚持规划先行、精准
施策、分类推进，着力把乡村发展的“差异点”塑造成
产业发展优势。 确定了合作社托管、大户承包、农户散
养相结合的蚕桑产业发展模式。 四合村在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加上村两委班子及相关帮扶单位通力
协作。 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流转农户自留地、整合“三
个一”产业、争取苏陕协作专项资金等方式，建成规模
化桑园 600 亩、标准化蚕室 4 处，购置蚕具 300 套，可
满足单季养蚕 200 张。

四合村合作社更是率先尝试大户承包，即养蚕大
户有偿租赁合作社提供的蚕室、蚕具和桑叶，并额外
支付一定金额的承包费，在此基础上自负盈亏。 该模
式的试点，不仅为合作社创造了稳定利润，更调动了
大户养蚕的积极性。去年，四合村蚕茧销售额突破 100
万元，综合产值 200 余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承包大户
和入股农户三方共赢的目标。

做大优势品牌显效益

特色就是卖点，发展乡村产业，关键在于把“土特
产”3 个字琢磨透，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该镇

着力打造高品质 、 好口碑的
“金字招牌 ”， 增强市场竞争
力 ，不断拓宽增值空间 ，带给
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

镇佛寺镇党委、政府通过
打造蚕桑全产业链，成功吸引
返乡创业人士许安全，创立了
汉阴县佳乡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该公司不仅在全县率先
建立了蚕丝被加工厂，而且已
经顺利投产，实现了对当地蚕
茧的就地收购和加工，显著提
升了蚕桑产业的附加值和产
业链的完整性。 四合村的蚕农
因此获得了更便捷的销售渠
道和更优的价格，使得蚕桑产
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目前，佳乡源公司已经形
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年产蚕
丝被超过一万床，年产值达到
800 余万元。 公司的发展不仅为 200 多户蚕农带来了
直接的经济效益，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100 多个就业
机会，有效促进了周边农民的增收和经济发展。 此外，
佳乡源公司的“锦汉”牌蚕丝被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展出，标志着铁佛寺镇的蚕丝制品首次进
入国际视野，展现其产品优质的竞争力。

完善蚕桑链条富乡亲

促进乡村振兴，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向产业发
展的深度广度进军，延伸产业链，扩大覆盖面。 铁佛寺
镇按照“抓党建、强组织、延链条、兴产业、促振兴”的
思路，建立“蚕桑产业+人才回引+集体经济+助农增
收”的“1+N”产业联动机制，创新建立蚕桑产业链党
委，助力蚕桑产业提质增效。

四合村发展蚕桑产业以来，定期组织开展桑园锄
草修枝、育蚕孵化及病虫害防治、蚕室清洁消毒，实现
精细化管护。 开发设立了桑园管护、桑叶采摘、蚕室管
理、幼蚕饲养、蚕茧上下架等多个就业岗位，解决农民
就业难等问题，促进了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看到四合村产业如此欣欣向荣， 双喜村党支部、
高峰村党支部与四合村党支部迅速结成对子，形成结
对帮扶村，共同进行蚕桑养殖。 通过加强人才聚集、资
金聚集、技术聚集，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 全镇蚕桑产
业实现桑叶统一调配、用工统一分配、技术统一指导、
小蚕统一共育、 蚕茧统一收购。 去年， 全镇养蚕 647
张，蚕茧产量超 5 万斤，综合产值突破 500 万元。

共建美丽乡村促振兴

“千万工程”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由点及面、迭
代升级，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
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 今
年以来，铁佛寺镇以“扫干净、摆整齐、拆违建、除残
旧”为着力点，在汉铜路、鹿东路、村组主干道、村部周
边、居民安置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

四合村以改善村容村貌为抓手，聚焦镇村干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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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极组织村“四支队伍”人员力量、机械力量开展专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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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颜值持续靓化。 同时充分发
挥帮扶干部、网格员、村组小组长等人员的作用，结合
入户“大排查、大走访”、村组院落会等形式大力宣传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 持续引导群众养成扫
干净、摆整齐的良好习惯，凝聚形成人人爱护环境的
思想共识。

四合村只是铁佛寺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的一个缩影，铁佛寺镇从大局着手，立足资源禀赋和
乡村文化“底色”，坚持美丽经济、美丽生态、美好生活
的“三美融合”理念，推进产业兴旺，培树乡风文明，全
力建设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彰显特色的和美乡村。 下
一步，铁佛寺镇将继续全面、深入学习借鉴 “千万工
程”经验，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
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大力提升生态保护、环境整治、产
业兴旺、乡风文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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