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曾经的石泉青
年才俊，在远方的舞台上拼搏奋斗，积累
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专业技能。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石泉县人社局积极响应
政策号召，用真情与政策筑巢引凤，召唤
着那些曾经远飞的“归雁”回归。如今的石
泉，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那些带着梦想
与智慧的“归雁”，共同描绘着乡村振兴的
美好蓝图。

归雁初啼，梦想起航

在繁华的城市与宁静的乡村之间，有
一群心怀梦想的“归雁”。他们选择离开城
市的喧嚣，回到故土，用智慧和汗水浇灌
着创业的梦想。 周骥，这位“90 后”青年，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放弃了城市的高薪
工作，毅然回到家乡，凭借对自动化技术

的热爱，开启了养鸡场的创业之路。 在创
业政策的扶持下，他的畜禽科技产业园拔
地而起，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菌香四溢，致富之路

鲁晓东，一位对农业充满热情的创业
者。 他深知家乡的资源优势，便决定利用
这一优势，发展食用菌产业。 在人社局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支持下，他引进先进的
生产设备，建立香菇种植基地。 一朵朵小
菌菇，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撑起村民的“致
富伞”。 他的生态农业科技公司不仅带动
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
推手。

巧手生花，编织未来

汤雄威，一位将传统钩织技艺与现代
创业理念相结合的青年。她从小受母亲熏
陶，对钩织产生了浓厚兴趣。 婚后结束了
在外打工的日子，回乡的她通过参加人社
局举办的技能培训， 将这一技艺发扬光
大。 在人社局的帮助下，她成功租下汉江
石泉古城 4A 级景区临街门面房，开设巧
手生花手工坊。店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钩
织作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选购。 她的
创业之路，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为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人社护航，归雁高飞

在这些创业者的背后， 离不开人社部
门的鼎力支持。 该局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技
能培训、政策咨询等全方位扶持措施，以最

有力、最及时、最温暖的服务做好返乡人才
创业工作，为创业者解决了资金、技术、市
场等方面的难题。 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越
来越多的“归雁”回到家乡，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书写着创业的新篇章。 如今，这些创
业者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他们
的成功不仅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而且激
发了更多人的创业热情。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每一个归
来的“雁”儿都是家乡最美的风景。曾经让
无数青年离乡别井，如今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他们回归。这是一份对家乡的深
情厚谊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展望未来，石泉县促“雁”返乡兴业的
氛围会更加浓厚，县人社局将持续优化创
业平台，提供便捷的培训和指导，为乡村
创业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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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县双乳镇南窑村蚕桑家庭农场的桑树种植基地，一
棵棵桑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农场的王祖平、彭世安
等人，正忙碌地采摘桑叶，喂养照顾蚕宝宝……

2017 年，王祖平成立家庭农场，由农场牵头在南
窑村统一领种、统一发放、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
出售。 据他介绍，该村的蚕桑产业在市、县、镇农林部
门的帮扶下，当地村民实现致富增收，切实增强了村
民发展蚕桑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双乳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自身区
位优势、产业基础、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按照村域化
布局、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发展、品牌化经营的思路，
大力推进“一村一品”扶贫产业体系建设，助推精准扶
贫工作，南窑村紧抓这一机遇，发展蚕桑产业。 如今，
村民靠栽上“摇钱树”，养起“下蛋鸡”，搭建起致富增
收的快车道。 截至目前，该村的桑园面积占全村坡地
面积的 95%，达到 1500 余亩，蚕桑产业不仅是该村靓
丽的名片，更是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种不种，养不养，兴桑养蚕大伙心里有杆秤。 为了
让更多村民参与到兴桑养蚕中来， 该村成立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村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
会。

“我夫妻俩在蚕桑合作社里干活真好， 我这一个
手残疾着，媳妇身体有点问题，在外务工没人要，自从
成立合作社，我俩就在这里干活。 我把土地流转给合
作社，一年下来有些收入，再加上我俩的务工收入，日
子越过越好！ ”该村村民陈勇说。

与陈勇一样尝到兴桑养蚕好处的还有村民唐志
清。 一大早，唐志清就到自家的桑园里采摘鲜嫩的桑
叶。 回到蚕室，将清洗干净的桑叶撒在布满蚕宝宝的
帘子上，顿时“沙沙”声响起。 唐志清说，今年的蚕茧价
格好，白花花的蚕茧就能换来大把钞票。 唐志清算了
一笔账，在外地打工，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三春夏两
季大忙还要赶回来安排生产，一年挣的几个钱全部用
在路途中，家里也没有照顾好。 蚕室有，养蚕技术有，
桑园有，现在的蚕茧每公斤卖到 58 元左右，蚕茧能卖
钱，桑条能卖钱，就连冬季剩下来的桑叶每公斤也能
卖到 2.4 元……

白河县创新开展以工代赈 “双百双
千”工程，即全县成立村级劳务公司百家
以上， 每年实施以工代赈项目百个以上
（含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推广以工代赈方
式项目）， 每年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千
名以上， 每年发放劳务报酬千万元以上，
带动群众务工增收，推动以工代赈工作高
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实施百个工赈项目，拓宽群众
就业渠道

紧扣以工代赈政策要义，按照补短板
与增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围绕巩固脱贫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扶持产业发展、推动区
域协同发展四大重点，每年实施 100 个以
上以工代赈项目，进一步拓宽群众就业渠
道。在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单、务工技

能要求不高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领域实
施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 84 个， 进一步
补齐“三农”领域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促进更多农村群众参与乡
村建设、共享发展成果。 同时结合政府投
资重点工程项目投资规模大、 受益面广、
带动效应强等特点，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
设及附属临建、工地服务保障、建后管护
等方面用工潜力，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领
域实施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 12 个，实
施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4 个，进一步稳就业
保民生，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增长。

成立百家劳务公司，带领群众
务工参建

成立 100 家以上村级劳务公司，由村
级劳务公司承接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自

建自选、自管自用，实现就业容量更大、劳
务报酬更高、建设成本更低、技能培训更
实、基层治理更优，实现壮大集体经济和
农民群众增收的双重效益，目前村级劳务
公司承接项目 50 多个， 与去年同期相比
发放劳务报酬高出 10％以上。

发放千万劳务报酬，提高群众
收入水平

每年通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累计向
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千万元以上，并最
大限度提高以工代赈项目劳务报酬发放
比例，切实提高群众收入水平。 走进白河
县仓上镇工业园区， 工人们正忙碌着，脸
上绽放出花一样的笑容。 40 多岁的李忠
福是一名易地扶贫搬迁户，原来一直在外
面务工。“在外打工千般好，不能照顾家中

老和小，这是我们每一名外出务工人员需
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李忠福说，今年由于
父母身体不好， 孩子要在家上小学了，所
以未出门务工，村干部推荐自己到园区务
工，每天挣 200 多元，同时还能照顾家里
的妻儿老小，半年来就挣了近 3 万元。 截
至目前，全县以工代赈项目已发放劳务报
酬 900 余万元。

培训千名技术人才，提升群众
就业技能

按照“群众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的思
路，通过“培训+上岗”“培训+项目”“培训+
学校”等形式，每年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1000名以上，提升群众就业技能。柯善明是
城关镇群力村村民， 在来群力村以工代赈
项目务工前，无一技之长，家里收入微乎其
微，通过县上组织的务工培训学到了砌墙、
焊接等技术， 由原来的每天只会给别人打
下手当小工变成现在泥瓦工匠， 工资由原
来的 100 元变为现在的 250 元， 说到这里
他笑得合不拢嘴， 他高兴地说：“以工代赈
政策好， 不仅让我们挣钱还让我们学会了
手艺，这简直是终身受益啊! ”

归雁领筑幸福巢
通讯员 代金金

白 河 以 工 代 赈 促 增 收
通讯员 皮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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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展市场主体 4069 户， 规上企
业 74 家，今年新注册企业 50 户，个体工
商户 91 户……近年来， 汉滨区五里镇坚
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厚植营商沃土、
抓实项目保障，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
设为抓手，积极搭建平台，主动靠前服务，
为企业纾困解难，以营商环境大提升为经
济“蓄能”、为发展“加分”，激发乡村振兴
活力。

建好平台 打造高效便捷政
务环境

“我是旬阳人， 去年底在五里镇便民
服务大厅一个窗口就办完所有手续，然后
顺利开业，这里地段好，人流量大,现在生
意稳定，在五里开店来对了。”位于 316 国
道五里集镇段的艾美士餐饮店负责人刘
治花说。

走进五里镇便民服务大厅，前来办事
的群众络绎不绝。 窗口工作人员潘莹说：
“现在创业者登记注册‘一网通办’，材料、
流程简化了，办事方便了，大家干事创业
的劲头更足了！ ”

取消 6 项审批手续，4 项审批手续改
为备案登记，13 项实行告知承诺……五
里镇立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推进
“一窗通办”改革，以政务服务“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在完善镇
村政务服务功能的基础上，以镇办权责清
单为基础，编制五里镇便民服务中心办事
指南， 统一规范服务事项的办理条件、材
料、时限等，规范办理要素 ，明晰办理流

程，实行动态管理，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
标准化服务。

同时，编制《五里镇“一站式”服务制
度汇编》， 建立便民服务中心与职能部门
职责互补、政策互通、审批互动 、业务互
助、信息互联“五联动机制”，优化审批服
务流程，切实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极大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方便度。

服务加力 提振经济发展活力

走进五里镇张营村怡鑫现代蚕桑生
态循环科技示范园，自动化养蚕场及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我
们企业能够一步步发展壮大，除了我们自
身努力外，更是与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密
不可分。 ”示范园负责人张乐感慨道。

为破解企业发展瓶颈，2023 年，在五
里镇的大力支持下，张乐的示范园启动二
期智能化自动养蚕工厂建设和园区产业
路硬化建设 ， 建成后年可养蚕 20 批次
2000 张，产鲜茧 80 吨，产值 400 万元，可
带动 300 余人就业。

大到争取项目资金、 奖补政策兑现，
小到用工宣传、 材料审批、 产销对接，自
2015 年回乡创业以来， 该镇帮张乐解决
的问题不胜枚举。政府主动问需，提供“保
姆式”服务，全力将“卡脖子”事项解决在
前端，让张乐切实感受到五里营商环境的
“温度”。

想企业所想，急群众所盼。 五里镇坚
持市场导向、聚焦市场需求，当好市场主
体“店小二”，不断优化招引方式，采取外

出招引、以商招商、老乡牵线等方法，广泛
吸引客商、外地企业、返乡人才在五里投
资兴业。 扎实开展领导干部 “双包一解”
（包项目、包企业、解难题）活动，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所需水、电、路、网等
配套设施建设等问题，积极落实创业就业
政策。

全链条、全流程、全周期的“一站式”
服务， 打造了项目招引落地的 “五里速
度”。 该镇 2024 年 16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镇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已竣工 1 个。 西
康高铁、月河快速干道、垃圾焚烧发电、污
水管网延伸、集镇天然气等重点项目加快
推进， 民荣 5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建成投
产，磨沟口月河大桥正式通车，新便民市
场、镇区道路提升改造、污水管网延伸、停
车场建设等项目建成投用。

优化环境 提升城镇文明形象

今年“五一”期间，在五里新便民果蔬
市场举办的“首届啤酒音乐季”在音乐、啤
酒、 美食中将夏日的专属欢乐推向高潮，
共吸引游客 4 万余人次。

“以前农贸商贸市场混在一起， 交通
堵塞不说，老旧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消费
购物体验很差，现在新便民果蔬市场建好
了，进一步满足五里群众生活所需，提升
了整体镇容镇貌， 让烟火气增添了文明
风。 ”该镇党委副书记王进说。

针对群众反映旧农贸市场脏乱差问
题，该镇采取市场化运营，拆除存续 32 年
的老农贸市场，迁建至集镇以东余家河箱

涵区域，新建便民果蔬市场门面 35 间、大
棚 1200 平方米， 将原农贸市场改造为集
镇文体广场，配建绿地、停车场，并结合周
边区域打造成集休闲、娱乐、商购为一体
的集镇商贸中心街区。

为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该镇整
合镇安全办、城管执法大队、市场监管所、
经济办、 规划所等部门力量， 在春节、五
一、端午节等节日前对辖区的超市、商铺、
网吧、燃气销售点、餐饮店等重点场所开
展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限时整改，
为全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坚强
保障。

同时，为打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发展
环境， 该镇常态化开展集镇环境整治工
作， 持续解决集镇和 316 国道沿线车乱
停、摊乱摆、人乱窜的“三乱”问题，铺设集
镇中心路段人行道地砖 4200 平方米，建
设标准化公交站 3 处、 公共候车亭 3 个，
设置果皮箱 40 个，垃圾箱 120 个，全面整
治街道占道经营、占道堆放等乱象，保障
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助推发展环境增“颜”
提“质”。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 优质的营
商环境，让广大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充
分迸发。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建成省市区
级农业园区 28 个，龙头企业 14 家、合作
社组织 172 家，落实转移劳动力就业 3 万
人；发展家庭工坊户 43 户，成立织袜企业
2 家，带动就业 150 余人；建成社区工厂
32 家，其中总部级 10 家，带动就业 3100
余人次，年产值突破 8.8 亿元。

在 营 商 中“赢 商 ”
通讯员 吴亚君 黄云慧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召伍 ）
日前， 紫阳县人社局联合安康市
美食协会、县经贸科技局、县市管
局和县美食协会有关人员， 先后
到汉城、焕古、高桥、洄水、茶山、
红椿等 7 家餐饮企业， 就紫阳富
硒茶香宴示范店挂牌、 经营情况
进行现场对接指导。

紫阳茶香宴, 又称紫阳富硒
茶香宴。 是紫阳县美食行业协会
牵头， 紫阳县天目实业有限公司
旗下紫府壹号餐饮厨师团队历经
数年探索而形成的一条美食产业
链,得到了该县的肯定和支持。 紫
阳茶香宴将紫阳美食结合地方主
导茶产业。 2023 年 5 月，安康市
组织的“安康味道”名宴评选中，
紫阳茶香宴被评为安康市名宴。
2023 年 12 月 28 日，安康市烹饪
餐饮行业正式发布紫阳茶香宴团
体标准, 是陕西省首个团体宴席

标准。 5 月 14 日， 县人社局联
合县经贸、文广电、农业农村、市
管局、 县美食行业协会组织开展
紫阳富硒茶香宴烹饪技能培训，
全县餐馆酒店、 农家乐、 茶宿等
40 余名餐饮从业人员参加了为
期 13 天的培训，并对紫阳富硒茶
香宴示范店挂牌、经营、管理工作
进行指导部署。

该局有关人员表示， 紫阳富
硒茶香宴的形成， 是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新起点。 该局将继续联
合经贸科技局、市管局、农业农村
局、文广局和市县美食协会，共同
参与紫阳茶文化和美食的传承中
来， 持续开展紫阳富硒茶香宴培
训， 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的高质量人才， 为紫阳富硒产业
和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又是一年盛夏时，满园梨香满园金。 位于甘溪
镇甘溪社区显神庙的青梨已经进入采摘期，村民们
正忙着采摘、包装、装箱。 一箱箱青梨整装待发，果
园内处处漂荡着丰收的笑声。

“我家种梨已经 5 年，现在一共种了 20 余亩。
今年的梨子品相挺好，按现在的行情，我家的收入
大概在 12 万元左右。 ”正在自家家庭农场采摘丰水
梨的甘溪社区居民熊世忠说。

据了解，甘溪社区聚焦“一村一品”，大力发展
特色果业种植。 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优势，发展出以绿宝石，西子绿、丰水梨、蜜梨、早酥
红梨、玉露香梨为主的多品种特色梨，成功将香梨
打造为社区里的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

“致富关键在科技。 ”该镇党委书记张晓明说。
今年以来，该镇根据实际，帮助村民从优化种植技
术入手，邀请市林业局技术人员提供点对点的技术
指导和服务，让种植户能够迅速掌握特色梨种植技
术、科学施肥和预防病虫害等，为果树的丰产丰收
打下坚实基础，不断推进甘溪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
效。

“有了专家帮助，我们心里更踏实。 ”甘溪社区
村民刘登文高兴地说。

甘溪集市展销、旬阳展销……哪里有展销就去
哪里，哪里能找到销路，干部就冲到哪里。

“我们通过线下展销和线上宣传相结合的方
式，鼓励村民成立水果家庭种植农场，拓展销路，打
响显神庙香梨的名气。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梁齐广
说。

销路打开了，日子就红火了。 目前，甘溪社区青
梨种植面积 100 余亩。 参与农户 23 户，预计年产值
超过 50 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万思雨）为
进一步加强“平利茶农”劳务品牌
培育，助推特色茶产业发展、促进
茶农就业增收，7 月 1 日，平利县
聚硒优职校联合正阳镇乡村建设
服务公司，组织开展 2024 年“平
利茶农”劳务品牌茶园工培训班，
共计 50 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班为期 5 天， 邀请
茶产业讲师采取面对面授课、操
作实训等方式， 开设茶树栽培防
治、春茶采摘、茶叶加工、茶叶营
销等重点课程。 通过系统理论知
识讲解、加工厂实操培训、茶园实

地指导等方式， 旨在让参训人员
掌握茶园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夏秋茶生产培育成熟工人，
提高茶园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
促进夏秋茶生产上规模、上水平、
提效益。

本次培训依托“平利茶农”劳
务品牌，通过“培训学校+劳务公
司”携手合作模式，借助培训学校
的优质教学资源， 发挥乡村建设
服务公司的桥梁纽带作用， 帮助
茶农提高茶叶种植管护水平，培
育更多茶产业技术人才。

紫阳组织相关部门
指导富硒茶香宴发展

正阳镇开展“平利茶农”
劳务品牌茶园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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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岚皋县民主镇马安村神仙树生态农业产业基地迎来繁
忙时刻，一棵棵苗枝繁叶茂的神仙树前村民麻利地采摘着树叶。

据悉， 神仙树叶制作神仙豆腐深受市场青睐， 该县在民主
镇、四季镇发展种植神仙树 1020 亩。 为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岚皋县岚山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当地村民进行免费技术
培训、发放神仙树苗 3 万棵并与当地村民签订收购协议，直接
带动 96 户 169 名群众增收，户均增收 1060 元，形成了“关怀一
户、温暖一家、带动一片”的产业致富链。 廖霖 摄

采采摘摘神神仙仙树树叶叶

神神仙仙树树种种植植基基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