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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油茶层叠翠， 生态硕果满山林。
走进白河县宋家镇凯奕油茶种植基地，漫
山遍野的油茶树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
茶果挂满枝头，一朵朵洁白无瑕的油茶花
争奇斗妍，微风轻轻一吹，一阵阵清新的
茶香漫山飘散。采摘工人们在油茶林中穿
梭， 精选饱满成熟的新鲜果实， 采摘、装
袋、 搬运……山上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今年是个丰收年！”捧着红艳艳的油
茶果，磨坪社区乡贤能人、白河县凯奕油
茶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柴伦权喜不自胜。
今年虽然遭遇大旱，但适应性极强的油茶
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仍然迎来了好收成。

“油茶树四季常青，花果同期，适应性

强，成熟的油茶果能长到核桃般大小。”回
忆起和油茶结缘的经历，柴伦权打开了话
匣子。 宋家镇磨坪社区油茶种植历史悠
久，大多种植于 20 世纪 70 年代，树龄在
50 年左右， 但因缺乏油茶管理技术加之
本地油茶市场的局限， 导致大量茶树、茶
园撂荒。 2020 年 9 月，瞅准了油茶发展机
遇，柴伦权成立了白河县凯奕油茶种植有
限公司，将农户分散的山地、林地进行合
理流转，建立示范基地，购入分拣机等设
备，并与安康市凤南富硒油茶油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代加工协议，邀请省市
县专家现场指导规划，正式走上了油茶规
模化种植加工之路。

油茶不与粮争田、不与林争地，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油茶花开于秋
季，果实成熟于次年花开时节，采摘时分
花果并存，同株共茂，因此民间素有“抱子
怀胎”之美誉，堪称自然界一大奇观。茶籽
粕中含有茶皂素、茶籽多糖、茶籽蛋白等，
是化工、轻工、食品、饲料工业产品等重要
原料。 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其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高达 90%，远远高于菜油、花生油
等， 并含有山茶甙等特定生理活性物质，
具有抗癌、强心的作用，是世界公认的最
佳食用油之一。

“我今年一年都在油茶基地务工，管
护、采摘的活儿都干过，一年下来挣了两
万元左右。”磨坪社区村民许世宝说，在家
门口上班，既能顾家又能挣钱，大家都觉

得很满足。
油茶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业，用荒山

坡地种植生态油茶，在绿化环境、改善生
态、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还可以让荒山
野岭变身绿水青山，推动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宋家镇以“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为导向，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重点， 吸纳广大乡贤能人返乡创
业，积极探索“一村多品”农业发展模式，
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守着
丰富的山林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宋家镇油茶产业托起了群众依山傍水的
“致富梦”，为宋家镇践行“生态经济”擦亮
了绿色底色。

前不久，紫阳县高桥镇板厂村村民金
汉忠的地里一片繁忙景象， 走近一瞧，原
来是一群身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字样的红
马甲志愿者正在帮他采挖中药材苍术。

“电话一拨，他们就会来。药材、魔芋、
养猪，不管啥技术都能教，实用得很。知道
我种的苍术可以卖了，今儿晌午，小余就
带人到我地里帮我挖药材。 ”提起村上的
远程教育，金汉忠赞叹不已。 靠着村委会
的远程教育科学种植中药材，去年金汉忠
就收入了 1 万余元。

近年来，板厂村以“培训提素，产业富
民”为切入点，在充分发挥党员教育培训
示范引领的同时，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远
程教育站的“线上课堂、线下服务”中知晓
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学到种养殖的实用技
术,搭乘上信息化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的快车。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镇党委在履行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
作中， 充分结合农村远程教育资源丰富、
务实管用的特点，有效对接群众产业发展
需求，最大化发挥学用转化、提升致富能
力的作用，通过‘远教’赋能，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动能。”高桥镇党委书记曾健说。

提起远程教育发挥的作用，板厂村的

干部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中药材种植大
户徐仁伦说:“小课堂上播放的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种的、养的节目啥都有，看人家
都能下苦功夫搞产业赚钱， 我们有手有
脚，也能在家门口致富。”正是有了远程教
育的助力,让他逐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种植能手。

除了让广大农民通过远教平台学到
技术，板厂村支部把党员学习教育、实用
技术培训和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
起，充分利用远教站点的阵地，组织党员
群众和种养殖户集中学习政治热点以及
党的理论政策方针，观看农业实用生产技
术电教片，既拓展了眼界，增强了信念，又
提高党员干部带动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
性。

板厂村支部书记金铭锋说：“通过远
程教育站点实施整村产业规划，结合本村
实际组织开展种植养殖业技术培训，通过
支部建在远程教育站点引领实用技术服
务发展，形成了技术指导点对点、面对面，
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
业带头人。 ”

“我以前开了个小商店， 顺便收些魔
芋加工成魔芋豆腐卖， 也就挣个肚儿圆。

自从在村上的远程教育站上了几堂课 ，
嘿！ 那可真是开了眼，原来产业还能这么
搞。”聊起产业经，村民刘长镇瞬间打开了
话匣子。

为把远教站点建设成特色种养殖产
业实践基地， 打开富民增收的良好局面，
远教站将全村 128 户产业示范户分种类、
分批次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制定切合实际
的“培养清单”，组织远教培育的“土专家、
田秀才”做教员，一改以前的“课桌授课”，
变为林间、地头、槽头的“说学手教”，生产
中为重点培养对象“开小灶”，以强带弱、
以多带少、互助提升，通过跟踪技术服务
工作的持续开展，有力带动了种养殖户科
学生产，促进了板厂村特色种养殖产业走
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稳步提升了党员群众
种养殖生产技能和产业发展水平。

近年来，板厂村在远教站点这个“供
电所”的发电下，立足发展实际，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 在全村流转闲置土地 2300 余
亩开展中药材、魔芋、生猪种养殖工作。村
民通过现金入股、土地流转、劳务务工、销
售农产品等形式从中获利，实现就近就业
稳定收入。

“我屋里的几亩地都流转给了合作
社，我还入了一些现金股份。每年，我除了

分红，还有管理工资和务工收入，总的有
个三四万块钱，我觉得在家门口能有这些
收入很满足了。 ”村民徐仁伦说。

为增强发展种养殖业的信心，稳定群
众收入，板厂村在远程教育站点工作的不
断推动下，培育出紫阳县天和药业有限公
司、佳源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绿源牧业
养殖有限公司。在加速种养殖合作社的生
产步伐的同时，推动村内种养殖合作社与
龙头企业的产业融合， 逐步形成了 “支
部+远教+企业+合作社+社员”五维一体
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中药材、魔芋、生猪
从种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板厂村在支部的正确引领下，以乡村
振兴为发展契机、 以远程教育为有力抓
手、以产业发展为宏伟蓝图，通过搭建信
息互通、 资源共享的远教站点综合平台，
以“农业生产实用技术服务”为核心，努力
打造“田秀才、土专家”等服务品牌，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
活动载体，以群众和种养殖户的实际需求
为出发点，以合作社、龙头企业发展为突
破口，精准提供联动服务、主题服务、个性
服务，从而实现了远程教育与产业发展双
赢的良性发展局面，有效促进学用成果转
化。 远教助力，产业兴旺，富了一方百姓。

廖合友是汉阴县双乳镇南窑村 4 组
人，2000 年以前以种庄稼、 养殖业为主，
空闲时做小买卖，小家庭生活稳定。 他看
到其他村民没有发展，自发组织村民利用
坡地优势兴桑养蚕，由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全村全年发放蚕种不到 50 张，经过 15
年的努力，全村发放 300 多张蚕种，成为
全县养蚕重点村， 廖合友也成为养蚕大
户。

他在全村第一个盖起新楼房， 有积蓄
有存款。一个人富不算富，他自发组织村民
义务投劳，自己垫资买材料，修通到各组的
道路。南窑的地形是山梁，上千人吃水就近

在水窖， 干涸时需到 3 公里外的小河沟挑
水吃。廖合友拿出积蓄先开工，组织村民上
劳和集资，奋战 50 天终于解决了全村吃水
难的问题， 村民自发组织敲锣打鼓送牌匾
给牵头人廖合友。

2004 年，他外出投资创业，经历了两
次失败，又欠下了外债，便带着妻子儿子
前往浙江台州打工。 妻子找到纸箱厂，儿
子学做模具， 自己一天干几份苦力活，大
年三十还在码头上搬运。 一干就是 5 年，
供女儿上完大学，用诚信和勤劳还清了一
切外债，揣着几万元存款，终于回到故乡
和与家人团聚。

回到了家乡，他又在蒲溪集镇上买房，
开起了小餐馆，又投身石材销售市场，获得
了盈利，终于在创业路上看到了希望。

从买地到建厂棚， 到再扩大生产，他
的石材加工厂就业人员骤增至二三十人。
他招聘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实行年工资保
底， 技术工艺责任与工资挂钩和年终奖，
工人从进厂迄今 11 年从未跳槽， 石材厂
始终以信誉和质量求生存，赢得了广阔的
发展前景。 由于销量良好，生意市场发展
到一区三县，下设大河、涧池、蒿坪 3 个分
销点。 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办厂理念：只有
抓好两个第一，诚信第一、质量与服务第

一，只有脚踏实地干好每个细节，才是新
厂的唯一出路。

同时，他还热心公益事业，为南窑危
险路段捐资 1 万元，为敬老院送物资 6 千
多元，在疫情期间为蒲溪、双乳两镇各守
路口工作人员送口罩、饮料水、食品、保温
杯、公益广告等达 15000 元。

他用真情回报桑梓恩情， 他从种植
业、养殖业、做买卖、包矿打工，到回家开
小餐饮，再到如今创业成功，廖合友用敢
闯敢为、 开拓进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走
出了一条从“打工人”到“致富带头人”的
蜕变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 王辉）近日，从宁陕县住建局最新统计数据获悉，
三季度宁陕县建筑业完成产值 3.7 亿元，同比增长 51.9%，指标数据平
稳增长,建筑业整体运行良好。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局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不断加大对建筑业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
努力探寻新的增长点和新动力，积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牵头成立
建筑行业协会，吸纳会员企业 53 家。 会员企业积极参与城关镇龙泉村、
渔湾村乡村振兴及“万企兴万村”行动，投入人力物力，折合资金约 200
余万元，用于环境卫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同
时，该局成立项目组，印发《帮扶企业工作计划》，健全“一家企业、一名
局领导、一个股室、一套政策、一套服务措施”的“五个一”帮扶机制，8
名党员干部下沉企业、项目一线，“一对一”“点对点”当好疫情防控监督
员、政策措施宣传员、解决问题协调员、企业发展服务员。 落实安全监管
责任，抓实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建立《“五上”企业包抓问题清单台账
表》，指导建筑企业完成本地实体子公司注册，帮助解决原材料购买成
本增加、用工难、资金周转难等实际困难，并在人才、资金和服务等方面
进行倾斜支持，助力建筑业产业链得到延伸，最大程度稳住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基本盘。

据悉，截至目前，该县培育五上企业 1 家，全县在库建筑施工企业
10 家，预计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5.7 亿元，同比增长 50%。 房地产业
全年完成投资 9050.86 万元，同比增长 2%，核发商品房预售证 3 个 382
套，累计拨付建设资金 1.16 亿元。

岚皋县为劳务输出大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妇女则留守
在家承担赡养老人、照顾家庭的责任。岚皋县致力于为女性剩余劳动力
搭建培训就业平台，让女性掌握一技之长，让她们就业“有术”、致富“有
路”。

为帮助留守妇女尽快就业，今年 7 月以来，岚皋县妇联、县人社局、
县职教中心联合中国建设银行等举办家政服务培训， 目前第三期培训
即将结业。其中，来自堰门镇的余丙珍就是通过第一期月嫂培训顺利找
到工作的学员之一。

“感谢妇联和企业给我这次机会，我现在县城打工，每个月能拿到
近 4000 块钱的工资，也减轻了家庭负担。 ”据了解，余丙珍家住堰门镇
长征村，配偶常年患病在身，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
部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人身上。 在通过前期月嫂培训和后期企业岗前培
训后，余丙珍掌握了母婴护理技能并顺利就业，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
力。

“我们会手把手教员工更多实践技巧，将每位员工的性格特点和工
作能力与入户家庭做匹配，从而让她们更好地适应工作。 ”负责母婴护
理月嫂岗前培训的阳光妈咪产后恢复中心负责人单琦珊说道。

据悉，今年岚皋县家政服务培训已开展三期，分别是母婴护理月嫂
培训、育儿嫂培训、养老护理培训，学员超过 130 名。 培训结束后，学员
们集中参与官方指定机构的考核鉴定，在获得从业资格证书后，部分学
员已与对口企业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家政培训结束后，我们将持续关注参训人员，直到她们就业为止。
下一步，我们将拓展巾帼基地，引导周边广大群众就业创业，为他们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平台。 ”该县妇联主席徐佳表示。

“远教”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胡波

家政培训助女性
就业有术致富有路

通讯员 杨林衔

宁陕推动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宋家镇：绘就油茶好“丰”景
通讯员 吴先梅

廖合友：返乡创业做致富带头人
通讯员 王文艺 安静

日前，平
利 县 青 年 创
业 协 会 联 合
县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组 织 会
员 企 业 开 展
“贯彻党的二
十大，凝心聚
力谋发展”主
题 党 日 暨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发 展 沙 龙 交
流分享活动，
期 间 走 访 参
观 了 部 分 会
员企业，看企
业发展现状，
为 产 业 发 展
出谋划策。

王韬 摄

为提升营养餐从业人员操作技能， 提高全镇学校食堂管理和从业
人员素质，汉阴县涧池镇组织开展食堂管理和从业人员培训。

邓永新 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记者 魏玉坤 周圆）国家统计局 15 日
发布数据显示，10 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工业投资稳定增长，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新动能积蓄增强，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经济社会大
局稳定。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 1 至 10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比 1 至 9 月份加快 0.1 个百
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1%，与 1 至 9 月份持平。 10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0.1%。

市场销售有所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 1 至 10 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60575 亿元，同比增长 0.6%，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0.1 个
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8%，比 1 至 9 月份回
落 0.1 个百分点，10 月份环比增长 0.12%。

货物进出口规模扩大，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1 至 10 月份，货物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 9.5%。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3.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1 至 10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6%；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 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与上月持平；CPI 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10 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了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
冲击，持续保持恢复态势。 但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
础尚不牢固。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说，下阶段，要狠抓政策落实，科学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稳就业稳物
价稳预期，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基础，力争实现更好
发展结果。

国家统计局：

10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