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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新 平 台 打 造 致 富 新 路 径
———平利县组建乡村建设服务公司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记者 田丕 郭飒 通讯员 陈力

平利县长安镇千佛洞村村民方小军正悠闲地坐在社区
广场跟邻里喝茶聊天， 刚刚结束为期 4 个月的环境治理工
程，此刻他也迎来了短暂的休憩。

作为长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的员工，48 岁的方小军已
经成为工程领班，年收入 6 万元，“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还能
照看家里。 ”这样的生活让他十分满意。

2023 年 2 月，平利县将各镇组建的劳务服务社会化组织
命名为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并部署了转型升级、拓展业务、建
立机制、政策支持等重点任务，一个联结企业、群众、集体经
济等的增收模式规范运营起来。 在公司的推动下，村民通过
培训，一部分从事产业发展，一部分参与乡村建设，一部分参
加文化宣传和家政服务，走出了一条“农民群众有钱挣、集体
经济有收益、企业用工有保障、政府服务有载体”的多方共赢
之路。

截至目前，平利县已创办 11 家乡村建设服务公司，累计
带动群众就业 5000 余人，人均增收 6000 元以上，村集体经
济入股分红 642.5 万元，集体经济收益率 46%。

产业发展有了保障

长安镇田珍茶业今年的茶叶采摘已经结束，今年无论是
春茶还是夏秋茶的采摘都进行得格外顺利， 产量也有所提
升。

“之前春茶采摘旺季，经常出现找不到工人的情况。 自从
成立了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人了。 ”田珍
茶业负责人胡学华表示，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搭建起茶企和采
茶工人对接的桥梁，随着夏秋茶产业的发展，不仅茶园的效
益能提升，还给群众增加了就业岗位。

茶产业是平利
县的首位产业。 为了
保障茶产业健康发
展，长安镇乡村建设
服务公司将首要目
标集中在缓解产业
用工难的问题上，公
司将全镇闲散劳动
力进行摸底登记，统
一管理， 统一培训，
成立相对专业的茶
叶采摘队 、 管护队
等，分阶段承接茶企
业劳务服务。 经过培
训，工人掌握了机采
茶叶的技术，在夏秋
季茶叶采摘期间，告
别以往耗时长效率
低的纯手工采摘方
式，不仅工人收入增
加，也为企业节约了
成本。

“过去夏秋茶靠
传统方式采摘，时间
漫长 ， 经受高温不
说，一天挣不了多少
钱。 今年乡建公司给

我们培训机械化采摘，采满一大口袋茶叶只要几分钟，能避
开每天最热的时段，还能挣不少钱。 我们一支采茶队有 10 个
人，3 个人一组，每天平均能采 2500 公斤鲜叶，每天能挣 100
到 200 块不等。 ”长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员工王传军这样
说。

据了解，长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服务茶产业发展主要
有 3 种模式：给茶园介绍采茶工人、组织产业服务队集中采
摘茶叶、茶园全托管服务。 目前，长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与
15 家茶企、茶农签订了 1500 亩茶园代管、采摘协议。 除了本
镇业务， 长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将业务扩大至其他区域，
更加专业和精细的服务让茶叶品质有了保证，实现了产业发
展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在乡村建设服务公司的推动下，目前平利县形成了一支
有组织、有机构、有良方、有人员的专业产业服务队伍，茶园
改变了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建立茶园资源信息台账，精准
掌握全镇“茶情”，从源头上整合闲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资源变现有了路子

城关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门口，一箱箱打印纸正在搬
运上车。 最近几日，公司负责人钟华忙得不可开交，清点货
品、送货上门、联系业务……每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

今年 5 月，城关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将闲置的办公用房
改造成为办公耗材用品超市，将办公耗材销售作为村集体经
济的一部分。 目前已与城关镇各机关单位、站所、村居签订供
货协议。 “我们的价格比市面更低，品质也有保证。 ”钟华说，
截至目前，营业额超过 20 万元，下一步还将扩大销售范围，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事实上，刚开始入股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时，很多村党支
部书记都曾心存疑虑，担心入股的 10 万元打了水漂。 看着企
业规范的运营管理以及年底的分红，各村的积极性也越来越
高了。

“我们镇有 22 个村，去年每村分红 2 万元，虽然不多，但
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钟华说，“今年还在挖掘各村资源，持
续拓展公司业务，争取年底能让每个村都得到更多的实惠。 ”

在探索发展模式时，平利县根据各镇实际，因地制宜：广
佛镇作为乡村建设服务公司的试点， 先后开展产业劳务承
包、基础设施建设、农用机械租赁等业务，给村集体经济累计
分红 135 万元，发放劳务工资 574 万元。 八仙镇围绕茶产业，
建设茶企“联合体”，茶旅融合推动发展；长安镇设立服务组
织协会，将 8 家企业纳入会员抱团发展……乡村建设服务公
司成为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抓手。

除此之外，创新“村企联营”混合所有制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引进企业人才，参与经营管理。 通过村企联营，村集体引
进了人才、赢得了市场，参股企业获得了组织保障和政策支
持，双方优势互补。 同时，坚持把风险防控和制度建设放在首
位，扎实开展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年度清产核资、审计监督、农
村集体经济合同规范清理，制定了《平利县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办法（试行）》等八个配套文件，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确保村集体收益稳定，工人工资
按时兑现。

村民就业有了方向

从护工到公司护理团队负责人，城关镇村民罗华恒最近
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
这一转变不仅让他收
入有了大幅提升 ，也
让 他 找 到 了 自 我 价
值。

罗华恒原来在城
关镇敬老院当护工 ，
经过培训， 今年 5 月
加入城关镇乡村建设
服务公司。 “现在每个
月 收 入 在 4000 到
5000 元， 是原来的两
倍。 ”罗华恒说，目前
公司护理团队经过培
训正 式 上 岗 的 有 12
人 ， 人 均 收 入 4000
元，“大家都反映现在
上班比以前好， 虽然
工作琐碎， 但是工资
收入稳定，离家近，各
方面也都有保障 ，再
不用东奔西走了。 ”

与罗华恒有同样
感受的还有长安镇乡
村建设服务公司的康
纪敏。 47 岁的康纪敏
目前有两份工作———
管理茶叶店、 探访独

居老人。 “虽然两份工作，但是时间都很自由，在家门口上班，
不仅每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还能照看自己的孩子。 ”康
纪敏表示，农忙时，去帮忙采茶叶，农闲了也能分配其他工
作，比以前自己找零工收入稳定。 前不久，她还参加了人社部
门组织的养老护理培训，掌握了更多知识与技能，“我现在也
是有‘手艺’的人，今后也不怕找不到工作了！ ”康纪敏笑着
说。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群众增收“慢”的问题，平利县乡建
公司依托“安康智慧人社”信息平台，动态建立劳动力资源数
据信息库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台账、 未就业人员台账、重
点对象帮扶台账“一库三台账”，并根据个人特长和意愿，分
类采取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公益性岗位兜底等办法，将有
就业需求的人嵌入产业链，保证他们懂技术、能就业、有收
入。

长安镇乡建公司负责人颜莉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工
作服务微信群：微信群成员涵盖了全镇的闲散劳动力，以及
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群管理员根据企业的用工需要
发布用工信息，村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合适的工作。 颜
莉表示，以前企业自己联系用工，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这种
“双向奔赴”的形式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招工效率，也让村民有
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据了解， 平利县去年全年开展技能培训 43 期 1796 人，
组织产业服务用工 3.1 万人次， 承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6 个，发放劳务工资 1125 万元。

当前，平利县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已形成“一镇
一公司”“一县一平台”格局。 通过平台公司组建，实现了资源
融合、优势互补，有效解决了集体经济“散弱小”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谌敏）10 月 15 日，宁陕县城关镇香菇小镇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技能盛事———青龙娅村香菇技能大赛。

此次技能大赛分为采摘组和制袋组，采摘组限时 5 分钟采摘香菇，按照采摘重
量排名赋分，称重结束后选手再对 2.5 公斤香菇进行修剪，按照时间快慢排名赋分，
最后按两项综合得分排名。 制袋组所有参赛选手限时 10 分钟，进行菌棒制作，根据
合格数量多少进行排名。

在简单的仪式后，采摘组率先进行，参赛选手由监督员带领至各自所在的大棚。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选手们有条不紊地开始一系列动作，挑选、捏紧、旋转、拔起、
码放……一个个“小伞”形状的食用菌“听话”的进入采摘桶。 修剪环节，选手们手起
刀落间，一朵朵香菇被快速地削去菌柄，不一会儿，2.5 公斤的香菇就修剪完毕。 制袋
组的选手们则围坐在菌料旁，争分夺秒的一手拿菌袋，一手抓菌料，快速地将菌料装
入菌袋中，重复十几次后，再系上带子，一个完整的菌袋就完成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竞争，选手们纷纷完成比赛。 评委们根据采摘重量、修剪
速度以及菌棒制作数量和质量进行综合评定打分。 最终，孙海英获得了制袋组的第
一名，陈铁浩获得了采摘组的第一名。

孙海英高兴地说，“今天参加香菇大赛，拿了个一等奖，希望以后多搞这样的活
动，提高我们种香菇的积极性，使香菇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使我们的钱包也越来越
鼓。 ”

为了提高比赛的趣味性和参与性，赛事结束后还开展了趣味套圈活动，吸引了
在场人员的踊跃参与。

小小香菇，一头连着市场，一头关乎民生。 近年来，青龙娅村利用资源优势，坚持
以“党建+产业振兴”为抓手，以“支部+村集体+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联农带
农模式，让菌菇成为群众致富的钱袋子。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罗程建介绍：“这次大赛
既是一次切磋技能比赶帮超的大赛，也是一次庆贺丰收同喜同乐的大赛，我们将继
续聚焦香菇产业发展，把香菇种好，把香菇卖好，持续推进香菇产业规模化、规范化
发展，努力打造‘生态好、旅游强、林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幸福青龙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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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镇坪县中药产业发展迅速，全县种植黄
连 4 万余亩，今年逐步进入黄连收获期，图为华坪镇
种植大户正在分拣黄连。

马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