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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传水 ）
近年来，石泉县高位推进生态立
县战略，按照山、水、林、田、草、
路、村一体化治理思路，全县水
土保持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水土
保持功能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 水源涵养能力稳步提
高。

位于池河镇的石泉县丹江
口库区及上游池河项目区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工程，涉池河镇 9
个行政村。 项目区总面积 78.18
平方公里，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4.22 平方公里，其中综合治
理 11.06 平方公里 , 生态修复
33.16 平方公里。 主要建设内容
为： 坡改梯新修石坎梯田 35.46
公顷，保土耕作 484.23 公顷，配
套蓄水池 3 座、排水沟 7589 米、
灌溉渠道 2485 米 、 沉沙池 35
座、生产道路 6267 米、修复堰塘
2 座。 新建拦水坝 5 座、 谷坊 3
座和护地堤 3148 米 、 水保林
201.89 公顷 、 经济林 384.92 公
顷。 封禁治理 3315.5 公顷、疏林
补植 4.08 万株、封禁标牌 6 座、
管护人员 9 人，新建监测卡口站
1 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庄绿
化 0.48 公顷。 批复工程概算总
投资 3125 万元 , 其中增发国债
投资 2100 万元。

该项目于 2024 年 5 月底启
动施工建设，已实施完成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44.22 平方公里，项目区内坡改梯、
排灌沟渠、谷坊、堰塘、生产道路、护地堤、经果
林、生态林、生态修复等各项水保措施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工， 累计完成投资 2100 万元， 投劳
0.85 万个。

通过综合治理， 全县水土保持治理和生态
修复再上新台阶， 规划区内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得到基本巩固， 水土流失治理呈现面积逐年递
减、侵蚀强度不同程度减轻的趋势，在区域生态
修复、促进乡村振兴、改善群众生产生活、保护
耕地红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木瓜栖鸡炖出来的鸡汤，散发着淡淡的果香，鸡肉鲜嫩不柴，营养
丰富……”近日，在白河县仓上镇木瓜栖鸡养殖基地的直播间里，驻村第一书记
们摇身一变成了“助农主播”，大家轮番上阵、卖力吆喝，组团带货、助农增收。直
播当天，仅 1 个多小时的时间，成交金额 5776 元。

仓上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境内自然资源总量丰富，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但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存异，如何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
实现“村村好”？ 对此，该镇坚持党建引领，以“抱团发展”破题开局，深化运用第
一书记“组团服务”机制，组建镇级“第一书记服务团”，整合镇、村、帮扶单位等
各方资源力量，通过搭建产业联盟、资源信息联享、人才技术共享等方式，实现
各村资源互补、项目共享、发展并进。

2023 年，在镇党委政府的招引下，石关村乡贤能人秦维勇返乡发展林下养
鸡产业，凭借着自己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下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建成了养、销一体
化运营平台，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打造出极具白河特色的“木瓜栖鸡”品牌，产品
更是销往全国各地。

广阔的森林资源和林下空间孕育着巨大的绿色财富，农庄村、槐坪村也拥
有丰富的山林资源，具有发展林下经济的优越条件。 针对这一情况，镇级“第一
书记服务团”主动“牵线搭桥”，组织驻村工作队上门观摩学习，召开工作联席会
议交流经验，助推石关村养殖合作社与农庄村、槐坪村结成产业联盟，以“分养
保收”和“集体经济+养殖户”合作的形式，在选址、选种、技术、销售等环节上开
展协作，形成优势互补、产业关联，抱团合伙把木瓜栖鸡打造成仓上品牌产业。

依托产业联盟， 农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林下养殖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建
成占地 500 余平方米的养殖基地，修建鸡棚圈舍 4 个，目前已出栏一万余羽林
下鸡。

“作为服务团的一员，我们不仅向下调研摸清实情，还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
各方支持。 通过多次对接，农庄村争取到县财政局帮扶资金 15 万元，对养殖区
道路和水电设施进行了完善，今年全年计划养殖林下鸡 6000 只。 ”农庄村第一
书记杨武江说道。

在镇级“第一书记服务团”的协同联动下，各村齐开“产业花”，东庄村、裴家
村的汉江黑猪， 马庄村的胚芽米等各类特色产业都已成为助农增收的新亮点，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产品有销路，产业才有发展后劲。为了让仓上优质的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该
镇服务团制定出台《第一书记组团带货实施办法》，鼓励第一书记对接农户、合
作社、企业，各施所长，通过新兴媒体或线下渠道，大力推介仓上风土人情、文化
旅游资源，销售特色农特产品。 今年以来，通过第一书记“组团带货”，销售甘蔗
酒、木瓜栖鸡、胚芽米、牛肉、猪肉等农副产品共计 16 万余元。

“‘组团式服务’打破了村与村在发展方面的壁垒，让各种资源更加集聚，推
动村村抱团取暖，不断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实现镇域协同、产业集聚、多
方共赢有机统一，同时也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乡村全面
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仓上镇“第一书记服务团”团长、镇党委书记阮郁表示。

逛夜市、吃夜宵、赏
夜景……夜市成了游客
们自得其乐的选择。 连
日来 ，在 “节日效应 ”的
带动下， 岚皋县城夜市
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夜
市为小城的夜晚注入了
新的活力， 也点燃了小
城的 “烟火气 ”和 “夜经
济”。

暮色起，华灯上。 位
于县城河街美食、 建设
路夜市步行街里人潮涌
动，商家的吆喝声、食客
的谈笑声……融汇成夜
间的热闹景象。 不少市
民和游客在这里寻味美
食， 有的驻足在摊位前
交谈、有的在品尝美食、
有的扫码付款， 在味蕾
与烟火气的碰撞之中感
受着县城的年味。

“夜经济”一头连着
居民生活， 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 火热的 “夜经
济” 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丰富多彩的夜间体验 ，
推动着 “美丽山城 ”向
“美丽经济 ”转变 ，让岚
皋“越夜越精彩”。

石
泉
推
进
水
土
保
持
项
目
建
设

“组
团
服
务
”带
来
村
强
民
富

通
讯
员
罗
娇
成
维

“夜游街区”点亮岚皋“夜经济”
通讯员 廖霖

本报讯 （通讯员
冯维杯 东京） 随着春
节的脚步日益临近，花
卉市场迎来了销售旺
季， 一些色彩鲜艳、寓
意美好的花卉作为新
年的“气氛担当”，成为
居民竞相采购的时尚
年货。

1 月 20 日， 来到
位于南环干道的花卉
市场，娇艳欲滴的蝴蝶
兰、寓意吉祥的鸿运当
头 、 圆润可爱的多肉
……各类花卉满目琳
琅吸引顾客驻足选购。

“从元旦过后 ，生
意就一天比一天好，像
这种寓意吉祥的花卉
特别受欢迎，蝴蝶兰代
表幸福向你飞来，君子
兰象征着高贵正气，很
多顾客都是成盆成盆地买，这几天的销量比平
时翻了好几倍。 ”花卉经销商陈立琴说。

置办花卉作为“年货”，既喜庆又健康，已
然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 每年进入腊月以后，
买花的顾客逐渐增多，尤其是春节前几周正是
花市的销售旺季，一些既喜庆又寓意吉祥的花
卉备受市民青睐。

“我特别喜欢蝴蝶兰，因为它颜色鲜艳，特

别的艳丽。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想给家里增添
一些特别喜悦的、提升心情的颜色，给我们生
活带来新春的美好。 ”市民张女士说。

为了“备战”春节市场，花卉经销商们特意
备好品质高、花期长、寓意好的花卉，满足广大
市民的购花需求，让绚丽多彩的花卉绽放在千
家万户的团圆时刻，让人们在花香四溢中感受
春节的喜庆与温馨。

春节临近，花卉市场供销旺

市民选购花卉

惠农项目、落地生花；特色产业、
竞相勃发；人居环境、绿意十足；乡村
振兴、热火朝天。 2024 年，打开汉阴
城关农业农村工作画卷，一项项农业
数据振奋人心，一个个美丽乡村焕发
新颜，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效……
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良种良技助力，开展春耕生
产技术服务指导 100 余次，争取优良
玉米种 1200 斤， 大豆良种 5000 斤，
油菜良种 1200 斤，种植玉米 1 万亩，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0.27 万亩， 种植
水稻 1.4 万亩，油菜 1.8 万亩，全面完
成粮油生产任务； 推动提升粮油单
产 ，在三坪 、中坝 、杨家坝 、五一 、草
桥、月河、长窖、麒麟、新星、前进等村
按照“强示范、广布点、大面积”的思
路，加强技术集成，提高生产质效，完
成水稻“两增一控”提单产面积 2000
亩， 油菜 “一增三控” 提单产面积
2000 亩； 加快富硒稻油轮作基地建
设。在中坝、草桥、长窖、三坪、麒麟等
村稻油轮作面积 1300 亩， 草桥村稻
油轮作基地配套烘干房正式投入使
用；加强中堰村市级百亩蔬菜保供基
地建设，完成前进村县级蔬菜保供基
地建设，种植的七彩圣女果、水果玉
米、辣椒、茄子等特色蔬菜稳定供应
市场；全面实施耕地保护，扎实开展
撂荒地治理， 配套相关补助政策，免
费提供玉米、大豆籽种，完成 65 个图
斑 558.67 亩撂荒地整治复种任务。

始终把产业作为群众增收的基
础，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按照“巩固
一批 、提升一批 、盘活一批 、调整一

批”的思路，建立帮扶产业台账，分类
施策，积极推进中坝、前进、三坪、太
平等村猕猴桃、蜂糖李等产业盘活调
整，加强 33 个经营性资产管理。抓好
管护提升，高标准规划打造特色产业
园 14 个，发展猕猴桃、黄桃、蜂糖李、
青花椒等特色产业 1.3 万余亩，通过
产业联盟机制，助推月河村、长窖村、
赵家河村蜂糖李销售收入超过 150
万元。 创建省级农业园区 1 家、市级
园区 3 家、县级园区 9 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 71 个。培育市、县级职业农民
90 人，成功创建五一、前进、三坪、月
河庭院经济示范村，“四季春晚.花海
踏歌”等特色文旅活动助力农文旅融
合发展提质增效，持续推动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

以外有“颜值”内有“气质”为目
标，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
深走实。 按照“扫干净、摆整齐、改旱
厕、清污淤、拆违建、除残垣、增绿化、
兴产业、补短板、改陋习、优治理、强
党建”思路，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
突破口，改造户厕 65 口，治理污水及
铺设管网 19152 米， 拆除残垣断壁
47 户 3954 平方米， 拆除违建 22 户
1608 平方米 ， 改造旧房 23 户 1705
平方米，新增绿化 5440 平方米，清理
三堆六乱 856 处。对照“千万工程”示
范村 6 大类 41 项指标， 积极推动五
一、月河、中堰、三元、太平 5 个村创
建省级示范村，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衔接资
金和项目投入，打造三元、中堰、凤台
社区“千万工程”连片示范带，推动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创新实践“国企带镇村”经济发
展模式，积极推进村集体经济“消薄
培强”行动，加强“三资”管理，强化盘
活利用，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加大集
体经济合同整改力度，整改合同 787
份。开展村集体资产整合利用业务培
训指导 30 余次， 指导各村整合资源
优势、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发展特色
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全力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由弱到强蜕变。全面消除集
体经济收益 10 万元以下的村， 五一
村、三元村、太平村、龙岭村 4 个村集
体经营性收益突破 50 万元，月河村、
东南村 2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突破
100 万元， 中堰村突破 300 万元，获
评 2024 年市级新型农集体经济示范
村。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通过
集中排查、入户走访、数据比对等方
式，对所有农户进行动态监测，做到
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目前全镇“三类
户”173 户 499 人，2024 年新增 31 户
105 人， 风险消除 117 户 350 人，消
除率达 70.14%。 落实脱贫户、监测户
一次性务工交通补助 784 人 36 万余
元；申报享受雨露计划对象 76 人，兑
现补助资金 22.8 万元； 落实因学防
返贫救助资金 5 人，兑付补助资金 4
万元。 扎实推进控辍保学，资助义务
教育家庭 917 人次 42 万余元。 脱贫
户、监测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率达 100%， 享受参保资助
2542 人 55 万余元， 慢性病签约 652
人，大病救治 30 人次。完成危房改造
1 户， 开展农户住房安全日常排查，
确保住房安全有保障。 推动 20 家社

区工厂稳定运营， 带动就业 888 人，
脱贫劳动力 89 人。

建立完善镇辖 12 条重点河流、
55 条小河流、11 座小型水库河湖长
制责任体系，加强对 12 名镇级河长、
2 名镇级警长、19 名村级河长、31 名
护河员日常考核， 形成人人护水、治
水、爱水的良好氛围。 结合“6.5 环境
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活动,利
用多种媒介平台,广泛开展河长制工
作。 并利用巡河 APP 随机巡查，发现
整改问题 20 余处，定期组织河长、护
河员集中清理堤岸垃圾、 水面漂浮
物、岸边垦殖等，扎实开展河湖“清四
乱”行动，推动“五水共治”走深走实。

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发挥全镇 23 名林长和 50 名护林
员、森林网格员的作用，对重点林区、

凤凰山国有林等实行网格化管理，确
保全镇 7.9 万亩森林资源安全。 绿色
是源、点绿生金。大力支持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发展蜂糖李、青脆李、猕猴
桃、花椒、拐枣、板栗示范园，人工绿
化造林 2100 亩 ， 新建特色经济林
1500 亩 ，林下种植 1800 亩 ，林下养
殖鸡 15 万余只，牛、羊 1000 余头。 组
织 6 个重点林区村、3 个旅游景点的
201 名森林防火网格员加强隐患排
查，落实痴、聋、傻、哑、精神病患者和
未成年人等特殊人群的监管监护责
任，严管严控野外火源，坚决做到守
住山、看住人、管住火。储备各类森林
防火物资，积极组织应急演练，严格
执行森林防火 24 小时值班带班制
度， 确保林业资源安全屏障更加稳
固。

“农 ” 墨 重 彩 织 锦 绣
通讯员 张辉 黄兴波

植树季，军民共建经济林

火火热热的的““夜夜经经济济””

游游客客购购买买美美食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