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
托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基础，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绘就出生
态美、村容美、庭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走进五爱村 ，一栋栋民居错落有致 、干净整洁 ，门前的
花卉香气扑鼻 ；金蚕大道 、绿化草坪 、文体广场成为村民健
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嬉笑玩闹的孩子 、围坐聊天的老人 ，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笑容。

人居环境好了，腰包也得鼓起来。在五爱村，特色农业产
业蓬勃发展，一年四季大量的季节性果蔬如期上市，不仅丰富
了群众的“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近年来，该村坚持产业兴村理念，采取“村集体经济+企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依托资源禀赋，确定了高山种烟、平地种
粮的发展思路， 在池河沿岸发展富硒预制菜地膜土豆 150 亩、
紫长茄子 150 亩，在高山区发展特色烤烟种植 150 亩，实施订
单种植，带动就业 100 余人，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与此同时，抓好五爱农场、“金丝皇菊”种植合作社、金州
农业、荷镜金蚕公司等市场经营主体，聚力提升五爱农场功能
布局，建成 4 个总面积 1000 平方米的花草培育大棚，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借助帮扶单位力量，以“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依
托，以五爱现代农业体验园为抓手，大力发展食用菌、西瓜、草
莓、圣女果等现代智慧农业，带动周边农户果园、3 家民宿、4
家农家乐等共同发展，累计接待游客 1 万人次以上，增加了群
众的经济收益，实现了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农民增收、产
业发展、主体受益”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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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10 月 17 日，货轮停泊在南京港龙潭港区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方东旭 摄
图二： 10 月 18 日， 工人在位于河北省迁西县白庙子镇的唐山尚禾谷

板栗发展有限公司食品加工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刘满仓 摄

图三：10 月 18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一家纺织企业工人在
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耿玉和 摄
图四：10 月 3 日，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张晓亮 摄
图五：10 月 10 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农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武纪全 摄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94974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
进，向好因素累积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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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特色产业鼓起群众钱袋
通讯员 孟少猛 胡四霞

致富路上守初心
通讯员 杨富琨 席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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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秋意渐浓，雾气缭绕，宛如一幅浓墨山水画。
“多亏了伍支书，要不然我这房子变不了这么好！ ”10 月 22 日，
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村村民王从金站在自家院子前，指着粉刷
一新的外墙笑呵呵地说。

伍支书名叫伍先忠，是蒋家关村支部书记。 1995 年，勤劳踏
实的伍先忠被村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那一年他 30 岁，凭着
一腔热血，战战兢兢地接过这副担子。看到乡亲们充满期望的目
光，他暗自立下宏愿：一定要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伍先忠苦苦思索着，怎样才能让这片土地长出“金苗苗”。
他带着几个脑子活泛的村民，先后试种食用菌、丹参、黄芪，都因
土质贫瘠，种啥失败啥，不得不一一放弃。为了谋生，村民们纷纷
外出务工。 但伍先忠心有不甘：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不相
信这片水土养活不了蒋家关村人。

未来的路怎么走？伍先忠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 一天，他偶
然发现村内一丛长势旺盛的魔芋，突然想起前几天听人说，邻村
有人种魔芋，一亩地收了 5000 公斤，卖了好几千块钱。此时正值
岚皋县号召发展魔芋产业，村上也一直有村民零零星星种植魔
芋。 他豁然开朗，或许这就是蒋家关村的崛起之路。

说干就干。 伍先忠自己贷款 10 万元，示范种植 20 亩，当年
就收入 4.2 万元。 村民们纷纷效仿，连续 2 年大丰收。 村民们庆
幸找到了致富好产业，并持续扩大种植面积。 伍先忠更是贷款
20 万元，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50 亩。 谁能想到，即将丰收之时，一
场突如其来的病虫害，让魔芋大量烂死，有的农户甚至颗粒无
收。 血汗钱没了，个别村民坐不住了，有的埋怨他，有的和他吵
闹。

伍先忠心如刀绞，觉得对不起乡亲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
择。但一想到当初立下的誓言和并不富裕的山村，他浑身又充满
力量。 于是，他立即向县农业技术的技术人员求助。 技术人员告
诉他，魔芋病虫害主要是软腐病和白绢病，目前没有可行的补救
办法。

怎么办？是继续前行还是及时止损，伍先忠陷入了纠结。 一
天，他在树林里发现一片野生魔芋，长势旺盛。“自家种的魔芋生
虫烂掉了，可这片魔芋依然茁壮。 为什么树林下的魔芋不生病
呢？”带着疑问，伍先忠和村民们一起，在树林里反复试种。果然，
魔芋再也没有受到病虫害侵袭，困扰了几年的难题终于破解。随
后，他号召村民在林下种植魔芋，自此走上稳产高产的魔芋产业
发展之路。

魔芋产量不断增加，可泥泞的村道却成了发展产业的“拦
路虎”。正当他信心满满筹划村道建设时，病魔无情袭来。伍先忠
患上早期食管癌，他的妻子查出乳腺癌。 但为了实现早日通路，
伍先忠忍着病痛在工地上忙碌。病情严重后，在家人的陪伴下住
院治疗。 治病间隙，他经常给其他村干部打电话，逐一落实产业
发展事项。

经过手术治疗，伍先忠和妻子康复了。 “我的命是乡亲们拽
回来的，和他们在一起，心里踏实，也舒坦，往后再苦再难我都要
坚持下去。 ”伍先忠一边养病，一边继续在村上忙前忙后。

生活中，伍先忠是典型的“抠门”。 平时舍不得给自己添置
衣物，总是能省就省。 可为村里花起钱来却毫不含糊，村上修路
他垫资 5 万，特困供养老人生病住院他车接车送。 每次说到这
些，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没啥，大家遇到了都会这样做。 ”

多年来，伍先忠围绕党建引领，一方面传播党的“好声音”，
一方面带领乡亲们发展魔芋产业园、茶叶示范园、重楼药材园，
还建起魔芋加工厂、红茶厂、茯茶厂。村集体经济壮大了，群众腰
包鼓了，伍先忠也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为群众办事要付出真心，处事
公道，老百姓才信服你，这就是我的初心。 ”伍先忠说。

▲

霜降时节，汉阴县平梁镇新四村木
耳产业示范点逐渐变得热闹起来，村干
部、合作社社员纷纷戴上草帽拿起小桶、
小盆开启了丰收的序幕。

“我们村合作社前期投入 15 万元，
建设了 250 架椴木桩， 每架有菌桩 50
丛。 目前，收获的是试种植的部分菌桩，
预计到月底可收获新鲜木耳 550 斤，产
出干木耳 60 斤。 ”新四村党支部书记乔
峰介绍道。 在他身后一根根椴木桩排列
得整整齐齐，一朵朵肥厚光亮的木耳沐
浴在阳光下，长势喜人。

新四村地处山区，采用椴木桩种植
木耳，外形、口感和营养价值都和野生木
耳相近。 整体生长周期相较于菌包种植

更长，木耳肉质较为厚实，植物胶质也更
多，且种植过程中没有任何添加剂和化
学成分。

据悉， 每斤干货木耳的售价在 60
元 ，一批菌桩的种植周期为 3 年 ，每年
春、夏、秋三个季节可供采摘，每季可收
获 4 到 5 茬。 一个种植周期新四村产业
合作社预计可获利约 7 万元， 还能为村
民带来 3 万余元的务工收入。

近年来，平梁镇紧扣“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格局，通过“村集体+大户+农户”
模式，打造了新四木耳、酒店淫羊藿、清
河柿子、界牌李子、蔡家河车厘子等特色
产业示范村，形成了强村富民的产业链
条，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新动力。

木木耳耳丰丰收收绘绘就就好好““钱钱””景景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建建霞霞 杨杨镜镜玉玉

采采摘摘木木耳耳

本报讯（通讯员 王鑫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
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决策部署， 深入了解汉阴县碳
基新材料产业的现状、 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潜力，10 月 21
日至 22 日，省工信厅调研组在汉阴县调研碳基新材料产业发
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安康太伦新材料公司、 陕西星耀聚
源科技有限公司、晶熔嘉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陕西好碳复材
公司实地走访， 深入了解年产 1200 吨半导体硅靶及加工项
目、年产 3 万只大直径石英坩埚项目建设情况。 每到一处，调
研组成员详细询问企业的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及存
在的困难与需求， 勉励企业立足安康新型材料产业链的现有
基础，着力精准补链延链强链，持续加强校企合作，充分利用
省、市、县资源平台，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努力形成全产
业链闭环发展。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及重点企业就
如何优化碳基材料产业布局、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协同
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调研组强调，碳基新材料作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省工信厅将持续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及技术指导，助力
汉阴县打造碳基新材料产业集群，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省工信厅在我市调研
碳基新材料产业链发展工作

近年来， 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
顺应新媒体时代行政审批服务工作需要，
锚定主业主责， 充分发挥 “安康政务微平
台”政务微信号在开展政策解读、服务企业
群众需求、 展示系统形象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坚持用好“望、闻、问、切”工作法，扎实
推动政务服务和新媒体深度融合， 全面传
递政务服务的“政能量”，持续提升企业和
群众办事的满意度与获得感。

“望”群众需求，巧铸内容特色。 坚持政
务新媒体作为反映群众意愿、 服务百姓生
活的“连心桥”定位，立足审批、政务、交易、
热线“四个服务”职能做好内容策划，积极
宣传安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市场主体培
育、高效办成一件事、跨域通办、帮办代办、
12345 现场办等服务举措，让更多的企业群
众知政策、享红利、少跑路。 创新开办“安新
办·有视说事 ”“公共资源交易微讲堂 ”栏

目，覆盖企业登记、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
目招投标等领域， 主动发布高频业务办理
指南、惠企政策要点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政
策举措等原创视频，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
理“一看即懂”。2024 年前三季度，平台发布
政府信息 831 条，其中惠企政策、办事指南
微视频 31 期，累计播放量超过 33 万人次，
获赞 9.1 万次。

“闻”百姓心声，精琢优质服务。 聚焦
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问题，探索创新微
信公众平台运营新模式，开辟“我要办事、
我要咨询、关于我们”三大功能菜单区，链
通 “安康政务微平台 ”“i 安康 ”手机 APP、
“安康政务服务网”平台功能，主动公开机
构概况、 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投诉电话，提
供集事项查询、预约抽号、网上申报、政策
解读、惠企政策查询、企业开办申请、材料
下载等与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有关的全周

期式服务，构建接地气、聚人气、办实事的
政务服务在线平台，让企业群众办事更方
便、更快捷。 截至目前“安康政务微平台”
累计关注用户 3.14 万人 ， 前三季度安康
政务微平台 “我要办事 （咨询 ）”点击办理
人数超过 2.1 万人。

“问”公众诉求，深化互动交流。 将安康
政务微平台与市 12345 热线话务平台对接
关联，设立微信端“我要诉求”“我的诉求”
专区，多渠道收集企业群众各类咨询求助、
投诉举报等， 政务云客服 24 小时畅通，全
时段可联系、全天候服务“不打烊”。 对简单
的政策咨询， 查询 12345 话务平台知识库
后通过原路径或电话第三方转接等方式回
应市民；对投诉求助、意见建议类问题，第
一时间形成事项工单， 核实无误后进入热
线平台“受理、转办、办理、回复、回访”的工
单办理闭环流程，采取“短信回复+人工回

访”等方式限时反馈结果，确保企业群众诉
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前三季度累
计受理办结市民微信平台留言诉求 1094
件，群众满意率 97.3%。

“切”平台质效，规范运维管理。 坚持靶
向发力提升平台运行质效， 将政务新媒体
工作纳入局党组重要议事日程， 与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坚持管建同步，
规范平台信息发布流程， 制定出台政务新
媒体管理制度、日常巡查制度等多项机制，
信息编辑、审核等实行全环节专人负责，严
格落实“三审三校”程序，推行政务新媒体
长效检查机制，实现每周常规查、每月重点
查、每季全面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整改，
确保政务微信号有序稳定运行。 截至目前，
未因发布内容不当引发行政审批服务领域
负面舆情，平台始终保持“零删稿率”的优
异成绩。

“望闻问切”激活新媒体+政务服务新动能
通讯员 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