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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岚皋县南宫山镇宏大村
山岭之上， 成片的光伏板列阵向阳，源
源不断地将丰沛阳光转化为集体增收
的“绿色财富”。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
和稳定支柱，宏大村光伏发电项目自投
运以来，年均贡献收益接近 10 万元，为
村级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
绘就了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图景。

宏大村光伏发电项目自 2023 年 6
月建成并网以来， 经济效益持续攀升。

项目投运首年即实现收益 5 万元。2024
年进入稳定运营期后，年收益跃升至近
10 万元， 展现出强劲且可持续的增长
动能。

该项目精准立足当地丰富的光照
资源优势，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村集体
收益”的运营模式，成功将“阳光资源”
高效转化为真金白银。这不仅为村集体
开辟了一条稳定可靠、绿色长效的专属
增收渠道， 更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优先、
低碳发展的集体经济振兴新路。

“光伏发电收益是咱们村集体经济
的‘压舱石’，稳定又可靠。”宏大村党支
部书记黄智介绍，“近年来，这笔‘阳光
收入’被持续用于反哺村民：为缴纳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村民提供补助，向困
难群众发放专项补贴。我们计划重点投
入村民医疗保障提升等民生领域，让更
多村民共享‘阳光红利’。 ”

光伏产业的稳健收益，为民生福祉
满足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提供了源头
活水。 宏大村的成功实践，正是南宫山

镇党委政府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科学引
导各村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的一个缩影。
通过精准选择光伏发电这一突破口，有
效盘活了闲置资源，将自然资源禀赋转
化为经济优势，成功实现了“阳光变财
富、资源促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能。

如今的宏大村，村民的“钱袋子”因
“阳光收入”的支撑而更加充盈，村集体
的“家底”也因这一绿色支柱产业而日
益厚实。

“走！ 周末种菜去！ ”这句带着泥
土气息的邀约，最近在安康城区市民
的朋友圈频频刷屏。 每逢周末，汉滨
区县河镇牛蹄岭社区 “共享菜园”里
便是一片繁忙景象，大人小孩穿梭于
方正田块间 ， 为自己认领的菜地浇
水、除草，尽情体验田园之乐。

走进菜园，满眼都是绿色和点缀
其间的彩色。 47 块菜地，大的 25 平方
米，小的也有 12 平方米。 甜瓜藤蔓肆
意生长，西红柿青一块红一块地挂在
藤上，紫色的茄子沉甸甸地垂着。

“村里推出全托管、半托管、自种
和体验采摘四种模式，没时间打理的
市民可选择全托管， 村里帮忙种；想
自己动手的，随时能来耕作。 ”牛蹄岭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奚玉忠蹲在地里，
边扒拉着叶子边说 ，“放心 ， 有咱们
在，保证把菜种得好好的！ ”

住在菜园旁的村民成英福有了
新的营生———每天挎着竹篮巡视菜
地。 “以前这片地荒着长草，现在每月
能多挣 300 元， 还能跟来游玩的城里
人唠家常。 ”他眼角的皱纹笑成月牙
状，裤脚沾着新鲜的泥点，“你看这茄
子长得多好，都是咱亲手照料的。 ”自
5 月 1 日开园以来，20 块菜地被认领，
村集体增收 1.4 万元。

“早就想带孩子体验种地了！ 在
朋友圈刷到这儿能认领菜地，一看环
境这么好，立马就来了。 ”第一批认领
菜园的“农场主”方女士一边翻土一边
笑着说，“周末带孩子来种菜，既能亲
近自然，又能让他知道粮食咋来的，比
在家看电视强多了！ ”

目前，像方女士这样的“城市农场
主”越来越多。 清晨，李先生骑着摩托
车载着农具来到菜地，熟门熟路地摘
下一个长势喜人的甜瓜，他说：“骑半
小时车就能到‘自家菜园’，比去公园
有意思多了！ 上周摘的瓜，孩子吃得
直舔手指。 ”

菜园不远处，牛蹄岭战役遗址的
红旗在山风中招展。 奚玉忠望着连绵
的青山，眼里满是憧憬：“我们有杨梅、
茶叶、板栗这些绿色产业，下一步计划
打造‘红色研学+田园体验’的特色路
线，让游客既能挎着竹篮摘菜，又能走
进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在泥土芬芳
里感悟红色力量。 ”

如今，城里人在田垄间寻回农耕
记忆，村里人在土地里刨出红火日子。
这片“共享菜园”不仅盘活了 1000 平
方米闲置土地，更探索出了“生态+文
旅”的乡村振兴路径，让乡村振兴愿景
在田野间落地生根。

本报讯（通讯员 聂旭）旬阳市小
河镇人大聚焦代表建议办理质效，构
建“完善机制———精准回应———创新
赋能 ”全链条工作体系 ，力促 “金点
子”落地成惠民“金钥匙”。

机制筑基，闭环管理促落实。 小
河镇龙王滩村召开 “千万工程 ”示范
点建设约见会 ，代表犀利提问 ，部门
负责人现场作答并承诺整改，镇人大
跟踪督办确保落实 ， 示范点焕然一
新。 这得益于该镇建立的建议闭环管
理机制 ：精准交办明责任 ，动态台账
管进度 ，专题视察督难点 ，约见制度
强监督，有效杜绝 “重答复 、轻落实 ”
现象。

民声为向，靶向发力解难题。 今
夏持续干旱威胁烟苗移栽，小河镇人
大迅速响应代表走访信息，组织力量

精准摸排，双线作战（争取设备+发动
自救），打响“送水保苗”攻坚战。 针对
东河、张家沟等村水毁路导致出行难
问题，小河镇人大将其列为重点实事
高位督办， 投入 70 余万元，3 个月修
复公路 4 条、 新建挡墙 1400 立方米、
修复路面 1300 平方米，“坑洼路”变身
“畅心路”。

创新赋能，提效增透添活力。 小
河镇人大推行“办前沟通、办中共商、
办后反馈”全流程面商模式，变“文来
文往”为深度交流，人大代表直呼“更
托底”。 运用代表“随手拍”、微信小程
序等数字化平台， 实现建议提交、办
理、评价全流程线上运行、实时追踪，
提升效率与透明度。 机制、回应、创新
“三链”协同，推动代表建议办理测评
满意度达 100%。

本报讯（通讯员 周徽注）为进一
步提升民辅警应急处置能力，增强队
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近日 ，平利县三
阳派出所按照县局安排部署，积极组
织全体民辅警开展实战练兵培训活
动。

培训中，教官以丰富的理论知识
和实战经验，采取理论讲解和实操训
练相结合的方式 ， 围绕基本控制技
术、单警装备使用 、盾棍叉小单元作

战等科目，结合日常执法安全防护中
暴露出的问题短板，逐一讲解要点、示
范演练，逐一操作、统一讲评，进一步
规范和强化了全体民辅警的警务能力
和水平。

据悉，三阳派出所还将以此次实
战练兵培训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训
练方式方法，锻造过硬铁军，以更加扎
实的本领和昂扬的斗志，全力守护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岚皋县堰门镇青春村莲花寨的山脚
下，初次见到杨租文时，他正猫着腰在地里
拔猪草。 泥点子溅满裤腿，汗水顺着黝黑的
脸颊往下淌。一抬头看见笔者，这个 50 多岁
的汉子立刻咧开嘴笑了，热情地招呼：“快坐
快坐！ 板凳干净，喝口水歇歇！ ”山里人的实
在劲儿扑面而来。

1972 年生于青春村的杨租文，16 岁就
出门闯荡，在矿山上干了 30 多年。 2020 年
初，尘肺病让他不得不回到家乡。 但杨租文
不是回来养病的，他是回来“创业”的。 用攒
下的辛苦钱，加上东拼西凑，他硬是在山脚
下建起了 1000 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如今，猪
场每年出栏 300 多头肥猪。 他还流转土地、
开垦荒山，种上了 10 多亩中药材黄柏和 14
亩桑园。

尘肺病让杨租文呼吸都变得吃力，可他
克服重重困难， 始终秉持勤俭节约品质，每
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每一寸土地都物尽其
用，猪场、药园、桑园，处处是他忙碌的身影。
这份勤劳，不仅撑起了自己的家，每年还为
周边村民创造了数万元的劳务收入。乡亲们
都说：“老杨挣钱不容易， 可请我们干活，工
钱从不拖欠，讲信用！ ”

更让乡亲竖大拇指的，是杨租文夫妻俩
的孝心。 从 2020 年起，他们二话不说，把年
近 90 岁的岳父和 80 多岁的岳母接到自己
家中。 两位老人年纪大了需要精心照料。 杨

租文每日端茶倒水、嘘寒问暖，一日三餐精
心伺候。 家里还有个 2 岁多的小孙女，整天
围着老人转，欢声笑语不断。

杨租文的热心肠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
知道创业艰难，看到村里有困难户买不起猪
仔，他二话不说，主动把自家的小猪崽送上
门，帮他们起步发展产业。 邻里间谁家有个
红白喜事、修房盖屋，只要喊一声，杨租文总
是放下手里的活计就去帮忙。 这份热心肠，
也是当地淳朴敦厚、守望相助民风最朴实的
体现。

今年上半年， 受持续干旱天气影响，杨
租文的猪场和药园、 桑园面临严重缺水问
题，但杨租文没坐等老天下雨，也没依靠政
府救济。他扛起铁锹，拉起水管，带着家人硬
是靠着一双手，在山坡上选址、挖坑，建起了
蓄水池，又铺设了长长的引水管道。

当清澈的山泉顺着管道流进干涸的猪
场和田地时，杨租文满是泥污的脸上才露出
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他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的事迹很快传到镇上。 镇政府了解情况后，
给予了 3 万元的奖补资金。这钱对于他来说
是及时的肯定与有力的鼓舞，更是对他自强
不息精神的褒奖。

这位莲花寨下的普通农民，用他最朴实
的行动， 在泥土深处竖起了一座美德丰碑。
他是榜样，更是岚皋县“四美民风”建设最生
动的注脚。

紫阳县麻柳镇人大代表刘国仲，今年已过花甲之
年，说起话里来幽默风趣，对待他人热情豪爽，做起事
来雷厉风行。

1999 年 3 月，刘国仲被上级组织选中，到麻柳镇
青岩村（2015 年与书堰村合并，现为书堰村）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 那时候村干部太少，他还兼任村主任等职。
在村干部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 20 多年，并连续荣任
四届麻柳镇人大代表。

20 多个春去秋回， 刘国仲为村里的老百姓做了
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 村民们一说起刘国仲，都会异
口同声地夸赞：“老刘对村里的事毫不含糊，实心实意
地干，有时候还自己掏腰包，为村里的公益事业捐资
捐款，还出劳力……”一席话，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也体现了乡亲们对刘国仲的支持与信任。

2022 年 7 月，天降大雨，书堰村 100 米长的村级
公路路基和涵洞冲毁，公路塌陷，造成村民出入、车辆
运输极为不便，恢复交通迫在眉睫。 刘国仲不等不靠，
请民工，修石坎，短短半个多月里，让公路恢复畅通。
在修建损毁公路的过程中，他捐资 3000 多元，并将自
家修房造屋的水泥、沙子等材料免费提供出来，自己
还同民工一样坚持吃喝在工地，不拿一分钱报酬。 公
路通畅了，他也瘦了七八斤。

2023 年 3 月， 得知村里 70 多岁的党员困难户刘
发星，儿女常年在外打工，自己又患有高血压，生活困
难。 刘国仲到处帮他请医生，并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
此外，刘国仲还自学了理发手艺，对腿脚不便的老人
免费提供上门理发服务。2024 年，村里修建便民桥，群
众集体投资， 刘国仲捐赠了水泥、 沙子等建筑材料
……像这样的好事、实事多如牛毛。

刘国仲所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个个对他竖起大拇指：“他人不错，百姓的难事记
心头，做事总为大家着想。 ”从 2021 年至 2024 年，刘
国仲连续 4 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上级组织对他
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小河镇人大全链条督实
代表建议办理

平利三阳派出所
实战练兵保安全

乡下菜园“种乡愁”
通讯员 刘一薇 罗妍 刘金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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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负勤劳人
通讯员 吴国超

让村民共享“阳光红利”
通讯员 郑实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储丹） 今年以
来，石泉县人社局在就业服务领域进
行创新改革 ，推进 “就业服务一件事
打包办”改革，将灵活就业、员工录用
等事项的办理，从以往“多部门、多流
程”模式，整合优化为 “一件事 、打包
办”，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社服
务质效。

打通信息数据壁垒，优化办事流
程。 “就业一件事”以群众实际需求为
导向，依据“清事项、减材料、压时限、
打包办 ”的工作要求 ，构建多部门协
同联作机制。 通过打通人社局、医保
局等部门的信息数据壁垒，将失业登
记、参保登记等高频服务事项深度整
合，精简重复材料 30%以上，压缩办理
时限 60%，真正实现群众办事“进一扇
门、交一套材料、办全部业务”。

融合多渠道，便利群众办事。 推
行“线上+线下”双轨服务模式。 线上
依托秦务员 APP、陕西政务服务网搭
建“就业一件事”专区，实现灵活就业
登记 、 员工录用参保等业务全程网
办，让群众享受 “指尖办事 ”的便利 ；
线下群众仅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
本等基本材料，在政务服务中心人社
综合窗口即可现场办结相关业务。

设立专窗受理，提升服务水平。 在
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灵活就业、员工录
用一件事专窗”， 安排专人专岗现场指
导群众进行数据系统操作。 同时，建立
健全“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
度，并定期开展“打包办”专项技能培
训，通过业务考核、服务评价等机制，倒
逼窗口人员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打造群
众满意的人社服务品牌。

石泉多举措优化
“就业服务一件事打包办”

平整洁净的街巷蜿蜒延伸，昔日的
老旧小区焕发新颜，街头巷尾难觅垃圾
踪影，精心打造的口袋公园里，老人们
悠闲地散步、拉家常……这幅和谐宜居
的城乡画卷，是汉阴县深入推进“干净
城市”行动，以“绣花功夫”推进城乡精
细化管理的生动写照。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清单”到
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汉阴正经历一
场由“脏乱差”向“净美靓”的蝶变。

“我们居住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
早晚在河堤边散散步，特别舒心。旁边新
建的口袋公园也挺有特色， 我每天都习
惯来转转。”家住汉阴县城幸福里小区的
王艳说。

王艳提到的口袋公园位于汉阴县
城关镇永康路， 是汉阴县打造的城市
生态亮点之一。 公园里特色的植物造
景，科技元素与自然风光的融合，让城
市的小微空间焕发新姿， 同时拓展了
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丰富了城市绿
化层次 ，让广大群众在 “小而美 ”中感
受“微幸福”。

在打造“干净城市”过程中，汉阴县
住建局积极探索实践城市更新 “微改
造、精提升”，在县城区利用高楼大厦之
间的边角地、零碎地、闲置土地等区域，
见缝插针式地进行布局建设，打造成可
供周边居民休闲、散步、健身等功能的
公共生态空间，让居民推窗见“绿”、出
门进“园”。 2024 年，新建永康路口、南
大桥头、凤凰大道幸福里段、迎宾公园
B 区 4 个口袋公园。

在河滨公园的泰和桥头，流动摊贩
占道经营曾是“顽疾”，拥堵和脏乱更是
常态。 汉阴县住建局通过科学规划、疏
堵结合，将该路段零散摊点整体引导迁
移至附近规范设置的区域内，并在原路
段增设交通隔离设施。 如今，这里道路
通畅、秩序井然，既保留了“烟火气”，又
提升了城市面貌。 “我们现在出门买菜
方便了，路也清爽了，看着都舒服！ ”家
住河滨公园附近的居民张磊峰由衷感
慨。

近年来，汉阴县举全县之力，以建
设“最干净、最整齐、最畅通”城市为目

标，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执法能力和服务
水平，大力营造干净、整洁城市市容环
境。 2024 年，汉阴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大队共劝离、清理各类流动摊点、占道
经营 1200 余人次 ， 暂扣经营工具 30
套。全年共排查户外大型广告 60 余处；
全年共清理卫生死角 180 余处、乱堆乱
放 300 余处、“牛皮癣”1900 余处，全面
规范市容秩序。

走进汉阴县同泰小区，沥青路面平
整干净，重新粉刷的外墙让楼栋焕然一
新。 这个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小区，
曾因基础设施老化、管理缺失，让居民
烦恼不已。汉阴县住建局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收集业主改造意愿后，积极参与
方案制定、施工监督、外围环境协调等
环节，同步完成了楼体美化、地下管网
更新、消防设施完善等工程，实现了小
区的“逆龄生长”，彻底告别了“脏乱破”
的旧貌。

“楼道亮堂了，再也不用摸黑上楼。
下水道通了，再也不用担心堵塞，住着
真是舒心多了！”指着修缮一新的楼道，

同泰小区居民王文菊满意地说。
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汉阴

县住建局因地制宜， 突出个性特色，不
搞一刀切、千区一面，坚持一区一案、分
类施策，按照老旧小区需求做到应改尽
改，促进老旧小区功能完善，切实将民
生实事落到实处。 2024 年，汉阴县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0 个， 惠及居民数
千户。

作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
的汉阴， 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城
乡治理的“绣花功夫”，绣出的是民生温
度， 织就的是百姓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一笔一画间，最干净城市、最美丽乡
村的秀美画卷， 正在汉阴大地徐徐展
开。

“城市管理和环境提升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汉阴县住建局将
继续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让‘干净城市’成为展示汉阴
城市形象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一张最亮丽
名片。 ”汉阴县住建局局长张珍珠说。

汉阴县以“绣花功夫”推进城乡精细化管理

处处“净”换来处处“景”
通讯员 王磊

6 月 9 日， 石泉县
城关镇珍珠河村 10 余
亩杨梅，颗颗乌红圆润
挂满枝头，口味酸甜相
宜。 游客穿梭在园中，
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采
摘乐趣。

董长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