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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积刚）近日，宁陕县林业局三级调研员邵
波带领督察组赶赴江口镇，检查镇村林长巡林情况、林长制档案
收集情况和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 走村入户检查森林防火责
任状签订情况、抽查护林员是否在岗履行工作职责……

为推动林长制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落细， 推动镇村林长
履职尽责，保障林长制高效运转，宁陕县于 10 月底成立三个督
察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年度林长制工作情况督查。据第一督察
组组长邵波介绍，此次督查对象为全县 11 个镇，督查采取听汇
报、查资料和实地查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检查林长制实施
运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护林员履职、森林防灭火工作、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等五个方面工作。督查结束后，各督查组向县林长
办提交督查情况报告， 全县督查结果将报告县总林长， 并作为
2022 年林长制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今年以来， 宁陕县委、 县政府先后通过召开县政府常务会
议、县委常委会议、全县总林长会议，以及发布总林长令、印发年
度工作要点等方式，对林长制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落实。签订了
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书， 制定了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县总林长、副总林长带头执行林长巡林制
度、带队开展季度督查，今年年初以来县、镇、村三级林长累计巡
林 5500 余次，有效促进镇级林长履职尽责、协调解决一些林业
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省、市林长办对宁陕县林长制工作取得
的阶段性成效给予了高度肯定，宁陕县在 2022 年全省林业工作
会和全市总林长会议上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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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平利实践”
通讯员 熊荣军

月河村栽种 6000余株樱桃助产业升级

近年来， 平利县踔厉奋发建设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笃行不怠以“小切口”打开
“大局面”，以“小举措”撬动“大革新”，在乡
村治理中蹚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新
路子，先后荣获全国信访“三无”县、全国信
访工作示范县、省级平安县、陕西首批“平
安铜鼎”和市域社会治理先进县。

“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今年发展玉米套种黄豆时，网格员马
友元帮我操碎了心。 ”洛河镇莲花台村村民
张学平说，马友元经常上门和他拉家常，了
解家中情况，帮自己谋划产业发展。 他最终
完成玉米大豆套种 19 亩，还养鸡、养羊、养
蜂，今秋样样大丰收。

“想要兴产业，有人想办法。 邻里有纠
纷，有人来调解。村民办事更方便了。 ”莲花
台村党支部书记黄宜山说：“我担任总网格
长， 村上 3 名支委委员担任二级网格长，9
名小组长担任三级网格员。 我们 13 人无缝
对接全村 9 个网格 554 户人家，对全村 350
户放心户每季度走访一次， 对 138 户关心
户每月走访一次，对 66 户连心户每半月走
访一次。 同时，我们还当好群众政策法规的
‘宣传员’、村规民约的‘监督员’、社情民意
的‘信息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和社会
正气的‘指导员’。 通过上门走访、线上线
下、手机电话等多种方式，及时响应网格内
群众的社会治安、矛盾纠纷、困难救助等办

理需求。 ”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情在

‘网’中留。 ”平利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婷说，
该县共建一级网格 152 个、 二级网格 482
个、三级网格 1445 个。 各村党支部书记任
总网格长,处置信访问题；各村“两委”班子
成员任二级网格长， 解决网格员上报的事
项；在村民小组长、治安中心户长、公益性
岗位中择优选聘三级网格员， 围绕社情民
意收集、政策法律宣传、矛盾纠纷调解、帮
办代办服务等 6 个方面完成 17 项工作任
务。

以网格之智赋能乡村之治。 平利县整
合综治、基层党建、应急管理等多个行业领
域基层网格， 在网格内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的 6 个方面 17 项责任，大小事务在网格内
一网通办。 创新探索网格事项的发现、处
置、上报、交办、办结、回访运行机制，形成
了“情况全掌握、责任全覆盖、联系无遗漏、
服务无盲区”的工作格局。

“小顾问”释放“大能量”

“现在有了法律服务‘小顾问’，他们不
仅上门宣传法律知识， 还可以随时随地电
话咨询，真是太方便了。 ”平利县绿康富硒
猕猴桃现代农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员工饶
朝华说。

该县农业市场主体法律服务共同体法
律顾问办公室黄维明说， 他作为办公室常

驻办公人员， 给农业市场主体提供法律咨
询，每天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问。 能在电话里
答疑解惑的当时答复， 不能当时答复的转
交法律服务团队快速办理。

今年 6 月 15 日，平利县成立农业市场
主体法律服务共同体，选聘 40 名执业经验
丰富、 专业素质过硬的法律工作者和专业
人士担任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办公室设立
在县综治中心， 为全县 800 余家农业市场
主体提供法律服务。 截至 10 月 30 日，法律
服务团队先后接受农业市场主体法律咨询
260 人次，上门宣传 90 余次，帮助解决法律
问题 140 件次。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 保市场
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 今年，平利县创新
探索建立“一个市场主体一名法律顾问”机
制， 全方位为全县 800 余家农业市场主体
做好法律服务。 他们不仅上门开展法律服
务，而且还开通了微信平台服务，线上线下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涉法难题，引
导农业市场主体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
管理、依法维权。 用法律为农业市场主体保
驾护航，助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小切口”带来“大效能”

今年 59 岁的刘治琴，是老县镇锦屏社
区居民。 她说：“从太山庙村搬到新社区，没
想到年近花甲还能找到一份工作， 有了稳

定的收入。 白天工厂上上班，晚上还能跳跳
广场舞。 ”

殷殷嘱托饱含深情， 点点滴滴心系民
生。 锦屏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慧丽介绍，“山
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这个
做法让 1000 多户 4000 多名群众先后从 11
个村搬迁到锦屏社区。 锦屏社区以 ‘小课
堂、小库房、小菜园、小管家、小配套、小平
台、小餐厅、小厅堂、小市场、小公墓’‘十小
工程’为切入点，以宜居、宜业、宜养的环境
和惠民、利民、便民的服务措施保障搬迁群
众融入新社区、乐享新生活。 ”

据悉，“十二五” 以来， 平利县有近 10
万人口搬迁到新居， 陆续建成了 110 个安
置区，一大批“以地为生、以农为业”的农民
变成了“社区生活、务工为业”的居民。 这些
搬迁新居民管理难、生活融入难、就业增收
难……产生了大量新的矛盾纠纷。

针对这些问题， 平利县创新探索推广
“新社区、新工厂、微服务、微治理”的“两新
两微”模式，围绕搬迁群众安居乐业大做文
章。

以 “小切口 ”打开 “大局面 ”，以 “小举
措 ”撬动 “大革新 ”。 平利县创新探索 “两
新两微 ”治理新模式 ，通过发展新社区工
厂 100 家 ，以乐业稳人心 ，从源头上减少
信访矛盾的发生 ；通过 “十小工程 ”解决
“大问题 ”， 在微服务微治理中创造品质
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郭宇荟）11 月 15 日，
旬阳市关口镇烟叶收购全面结束，共完成
烟叶收购 33 万斤，产值 376.5 万元，预计
上缴税收 82.8 万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了强劲活
力。

今年以来，关口镇狠抓产业发展，及时
出台政策措施将责任落实到主体，加大宣
传力度，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引导各村充分
根据自身的地理优势和产业特色发展经
济，鼓励农户发展烟草、辣椒、中草药、拐枣
种植和生猪养殖等产业，进一步激活发展
动能，为群众增收致富和产业发展引领乡
村振兴打下坚定的基础。

受前期干旱、冰雹、大风等不利天气影
响，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烟站烟草
技术员的精心指导下，广大烟农积极开展
灾后自救，加强大田管理，提升烘烤质量。
自烟叶收购以来，政府抽调专人驻站协调
收购，镇人大代表、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自愿加入服务烟农行列中去，协
助烟站低线高纯度收购，了解烟农在烤烟
种植、分级、收益等方面的情况和烟站收购
价格、进度，查看烤烟收购质量，以实际行
动助力烟草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据悉，该镇已下发 2023 年烤烟种植任
务及奖惩办法，充分激发群众产业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同时要求镇村干部结合入户
大走访工作，抢抓时间节令，超前谋划、提
早安排，全力抓好对新老烟农开展政策宣
传、意愿摸底、土地冬深翻等各项任务，在
全镇营造发展烟草产业的良好氛围，确保
来年丰收有望。

本报讯（通讯员 邓永新 阮苗苗）日前，在
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李家沟庭院经济示范户
黄辉树的小院里，他正在为今年新引进的红妃
1 号樱桃苗培土、浇水。

早些年，黄辉树和李家沟的村民也利用房
前屋后种植本地樱桃，但本地樱桃品种存在不
耐储存、产量不高等问题。 今年 3 月，汉阴县首
届樱花节欢乐游园活动在月河村李家沟举行，
为村里的樱桃打开了知名度，到了樱桃成熟季
节，樱桃在家门口就全部销售一空。

听说村党支部在培育庭院经济示范户，黄
辉树得知消息后主动报名，把庭院产业规划进
行重新调整，在房前屋后空地选种新品种樱桃
红妃 1 号。 两年后，这些新品种樱桃就将迎来
挂果期。

据了解，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年以来，
月河村充分利用地处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 ,结
合村情实际，以“李家沟樱桃”为特色亮点，确
定实施李家沟樱桃田园综合体项目开发建设，
一期重点发展生态林果种植项目。 通过多方考
察论证，突出良种繁育，月河村引进推广红妃 1
号等林果新品种，着力打造以李家沟为纵深的
优质樱桃产业连片区域经济带，樱桃种植面积
将从原计划的 2000 亩扩大到 3000 亩，并每年
推进 100 亩本地樱桃品种改良提升。

同时， 月河村在李家沟至原红星村片区，
培育首批农旅经济庭院综合示范户 9 户，促进
“休闲庭院”助力林果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目标有机融合。 目
前， 月河村第一批 6000 余株樱桃树苗已全部
发放到户栽种。

今年“三秋”生产关键时期，岚皋县及
时将微耕机、 除草机等农用机械送到全县
各镇农民手中，助力“三秋”生产。

为保证秋粮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该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农业科技服务队，开
展技术服务指导，加强农情信息调度，做好
农资保供，引导农户统筹做好机械、物资储
备、秋粮田管和秋冬种工作。 同时，为切实

抓好“三秋生产”，加快农机科技创新，县农
业农村局结合各镇实际，购置共计价值 150
万元的微耕机、 脱粒机、 除草机发放到各
镇，用于加快全县玉米大豆稻谷秋收，全县
以玉米为主的秋粮作物已收获 13.53 万亩。
其中，玉米收获 8.3 万亩、大豆收获 1.62 万
亩、稻谷收获 1.31 万亩。

南宫山镇康健苦荞农民种植合作社在

红日社区种植了 530 亩大豆，主要依靠人工
翻土、种植、采收，生产成本较高。为助农节本
增效， 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到大豆基地实地查
看，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就机械化整地开
厢、病虫害防控、机械化收获等关键环节和相
应机具配置同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
讨，并发放了农用机械，助推山区大豆高效种
植技术模式得到逐步示范推广应用。

“这次政府给我发放了一些农用机械，
真是很及时。有了这些机器，提高了采收效
率，同时节约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可以
增加分红、购买种子。 ”合作社负责人刘昌
建说道。

岚皋县共为 12 个镇配送微耕机、脱粒
机、除草机等小型农机具 1561 台，充分调
动了广大种粮主体的积极性， 全县农业机
械化水平得到提高，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下一步，岚皋县农业农村局将以使命
践行责任， 坚决以解决农户及农业生产问
题为导向，转变工作方法，主动上门服务，
切实促进我县农业机械化发展， 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该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干部吴晓表示。

为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发
挥县镇两级人大代表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积极作用，石泉县两河镇人大以“三抓
三强”为乡村振兴工作贡献人大力量。

抓“三大员”强支撑点。 一是当好服务
员。 积极发挥人大代表联络站作用，落实人
大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制度， 将 9 名县人大
代表、51 名镇人大代表分片划分到镇中心
站和两个村级联络站，坚持每月第一、第三
周的周四作为代表固定接待日， 接待来访
群众，听取来访群众意见建议。 以贯彻落实
“321”基层治理模式为契机，每名人大代表
固定联系 10 户选民， 每月定期走访入户，
详细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 听取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及时给予回应。 二是当

好宣传员。 人大代表通过日常走访、发放宣
传册、 组织院落会议等方式及时将各类惠
民政策传达给群众， 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到
乡风文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
相关工作中。三是当好监督员。镇人大联合
镇纪委紧紧围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帮扶
政策落实、 防返贫监测等各项重点进行督
导检查， 定期组织代表开展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视察调研活动， 发现镇政府职能单位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并
监督落实整改。

抓“三聚焦”强着力点。 一是聚焦产业
发展。 以镇人大专项视察调研组为单位，重
点围绕烤烟、食用菌、中药材等镇域重点产
业开展视察调研。 二是聚焦人居环境整治。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各村督查环境整治
工作成效，提出整改建议；积极参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代表们穿上红马
甲，参与清理垃圾杂物、河道清理、整治乱
堆乱放、拆除私撘乱建等环境整治工作。 三
是聚焦乡风文明。 代表就“天价彩礼、厚葬
薄养、铺张浪费大摆宴席”等陈规陋习开展
摸排整治行动， 对存在倾向性的给予引导
劝解，对于存在这种现象的进行批评教育，
同时倡导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 不铺张浪
费， 不盲目攀比等， 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
风。

抓“三强化”强落脚点。 一是强化督促
指导。 为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抓好工作
落实， 镇人大主席团定期不定期对代表联

络站开展工作情况督导检查。 确保每名代
表认真履职，按规按时坐班，依法有序落实
好惠民实事。二是强化学习培训。为更好发
挥好人大职能作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以
代表联络站为平台， 各代表联络站站长多
次组织代表小组进行学习培训， 通过培训
会、 专题研讨等方式学习乡村振兴相关内
容， 提高人大代表能力素质， 助力乡村振
兴。三是强化责任担当。为进一步强化人大
代表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责任担当， 镇人
大主席团制定了人大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实
施方案，明确活动要求和内容，同时制定联
络站工作职责， 督促代表积极履行代表职
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彰显人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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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农机下乡促生产
通讯员 胡兴建 蔡婷婷

白河扎实做好项目用地要素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雷功强）为切实加强项目要素保障，白河县

自然资源局积极主动作为， 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项目用地供
应，有效推进全县重大项目按时落地落效。

该局以保障省市县重点项目及政府专项债项目用地需求为
目标，积极指导各镇和用地单位做好土地预征收工作，紧盯用地
报批会审关键环节，安排专人负责与省市对接协调，确保重点项
目用地顺利获批。项目用地获批后，该局在第一时间组织土地供
应，确保重点项目能够及时开工建设。

今年以来，该局完成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12 个 298.96 亩，
完成建设用地报批 8 个批次 187.6 亩， 上报单独选址项目 4 个
3313 亩， 完成土地征收 16 宗 243.02 亩， 挂牌出让 11 宗 97.73
亩，组织供应国有土地 48 宗 3517.1 亩土地征收 5 宗 50.484 亩，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14 宗 90.35 亩，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漩涡镇全力做好优抚金发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熊华）近日，汉阴县漩涡镇严格对照“三个”

精准，全力做好优抚金发放工作，确保优抚对象及时、准确、足额
享受国家红利。

据悉， 汉阴县漩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
规，严格落实新标准对优抚对象台账信息核对调整工作，切实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做到每月按时发放优抚金。

据了解，今年漩涡镇共有 158 名优抚对象，每个月发放各项优
待抚恤和生活补助金 11万元。 该镇始终将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放
在首位， 大力加强优抚保障阵地建设， 不断完善优抚保障服务体
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优抚对象。 下一步，该镇将常
态化联系走访、优抚对象生存认证、上门办理优待证，全面做好优
抚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提供“妈妈式服务”。

两河镇人大：“三抓三强”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贾仕春

宁陕推动镇村林长履职尽责

近日，石泉县城关镇组织开展“旗帜领航先锋行”系列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首日走进黄荆坝社区，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农田冬
管劳作， 和群众一同为集体耕种的黄花油菜套种作物除草、分
苗、补苗，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夯实来年
粮油丰收增产基础。 董长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