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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走进岚皋县四季镇月坝村，
道路宽阔平坦、农舍错落有致、院落干净整
洁、民宿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正旺、群众笑
容灿烂……乡村处处充满暖意。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每月 5 日，在
月坝村党群服务中心，党员“固定学习日”
活动按时开展， 持续强化对理论及政策的
学习，增强为民服务本领。 月坝村始终把发
展壮大基层党组织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党
建工作任务得以全面落实， 政治理论学习
常抓不懈，主题党日活动按时推进，党员模
范作用充分发挥， 主动带头谋事干事氛围
愈加浓厚。

面对党组织老龄化现象， 党员们强化
示范带头，走进农家屋舍，来到田间地头，
积极给优秀年轻人员做思想动员工作，号
召他们向党组织靠拢。 2023 年以来，该村 2

名同志转为正式党员，1 名同志转为预备党
员，2 名同志纳入积极分子， 村党组织得以
持续强化，全村共 63 名党员力量拧成一股
绳，党支部作用显著发挥。

产业是村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为全力
助推村域产业发展， 夯实群众增收致富根
基，该村立足村域特色资源，充分挖掘产业
增收潜能，强化驻村工作队一亩“实践田”
的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驻村工作队亲自下
地劳作，开展大豆种植，加强技术运用，提
升作物产量，把“稳粮扩豆增油”行动深入
到田间地头。

通过干群的积极参与， 并全力协调解
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2023 年，
月坝村 120 余亩大豆喜获丰收，80 余亩烤
烟叶变成了“黄金叶”，100 余亩魔芋让群众
喜笑颜开，150 余亩蔬菜鼓起群众 “钱包”，

600 余亩猕猴桃变成“致富果”，特色产业形
成了多点开花的良好发展局面， 为群众增
收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民之所盼便是政之所向， 地处该村二
组的产业道路，由于一直未硬化，给物资运
输造成不便，制约了当地猕猴桃、蔬菜等产
业发展，成为当地群众的“心结”。 该村通过
与帮扶单位对接联络，积极争取政策扶持，
最终落实项目资金对 2.5 公里的产业道路
进行了拓宽和硬化， 建设后的道路平整有
序，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便利，群
众的“心结”也自然被解开。

该村立足丰富的山水资源优势， 紧紧
围绕该县生态旅游是“一号工程”和“首位
产业”的发展定位，积极向上争取到项目资
金 100 余万元， 使得月坝村休闲旅游示范
点建设项目落地见效， 使得旅游服务设施

和游客接待能力得到不断完善和提升，旅
游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做优， 旅游促农增收
能力显著增强。

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能
致富”，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与周边嘉
瑞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烛山食业有限
公司、毛绒玩具厂进行对接，及时为该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40 余个，有力实现
了资源共享， 促使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

针对移民搬迁小区基础设施老化和设
备不足等问题， 该村及时与上级部门对接
联系，对服务设施进行更新完善，对绿地进
行改造提升，居住环境极大改善；针对小区
乱停乱放现象，及时修建车棚，规范小区停
车；针对搬迁小区人员结构复杂，该村充分
发挥网格员作用，争做政策“宣讲员”和矛
盾“调解员”，共调解矛盾 20 余件，平安和
谐小区建设推进有力。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夯实 “里子”，还
要清洁“面子”，该村抓实落细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爱心人士积极
参与，成立村域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工作队，
形成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 全力攻克公共
区域、活动场所、卫生死角等难点领域，每
半个月对环境卫生情况进行检查， 确保问
题整改到位，乡村“颜值”得到持续刷新。

2023 年初， 该县出台和美庭院建设政
策， 月坝村以本村是 “和美庭院建设示范
村”为契机，联合帮扶单位岚皋县财政局力
量，实行干群点对点结对联系机制，积极化
解困难与矛盾，消除群众思想顾虑，做到因
户因人施策，深挖“老街”资源，积极发展种
养、餐饮、民宿、作坊等多种庭院经济，现有
32 户农户建成四星、五星级和美庭院，居住
环境与群众增收同步提升， 群众生活更加
舒适惬意。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该村
以召开“院落会”为支撑，适时对移风易俗、
文明新风、惠民政策、平安建设等相关政策
知识进行宣讲， 群众个人素养和文明意识
得到全面提升。 2023 年以来， 通过村民自
荐、民主推荐等方式，共评选出十星级文明
户 129 户，评选出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
妇、好儿女共 4 人，“无事酒”等歪风邪气得
到有效遏制，群众负担切实减轻，文明新风
浸润乡村。

今日的月坝村，环境更美了，乡风更淳
了，产业更旺了，村民更富了……昔日的小
山村已绽放出新容颜，一幅“村美、业兴、民
富、人和”的美丽乡村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大家注意了， 咱们采摘时不要碰羊肚菌的菌
顶，要拿着羊肚菌的菌杆来采摘，不然很容易使羊
肚菌的菌顶破碎掉，羊肚菌的营养就在菌顶里。 ”3
月 15 日，在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现代农业园，种植
大户黄朝斌正在为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讲解羊肚
菌采摘技术要领。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五爱村现代农业
园的羊肚菌也迎来了采摘期。为切实帮助农民实现
增产增收，五爱村以“党员先锋助春收”为主题成立
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羊肚菌大棚基地，帮助农户采
摘、搬运羊肚菌，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走进五爱村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映入
眼帘。 大棚内，一朵朵羊肚菌像一把把“小伞”错落
有致地盛开在菌垄上，白白的菌柄顶着棕褐色的菌
盖，鲜嫩而肥厚。农户们正穿梭于菌棚间，小心翼翼
地采摘成熟的羊肚菌。

“最近正是羊肚菌采摘的农忙期 ， 每天能有
100 元工钱，还能学到一些技术，又有村里的志愿
服务队来帮忙，让我们干起活来更加有劲了。”说起
目前的工作，农户刘根香笑得合不拢嘴。

“目前，我们正在帮助农户进行采摘，预计能在
3 月底实现清棚工作。 羊肚菌采摘完成后，菌棚将
作为蔬菜种植使用，带动附近群众务工，持续稳定
增收。”五爱村第一书记汤茂买一边说，一边小心翼
翼地采摘着个头较大的菌子。

据悉，五爱村“党员先锋助春收”志愿服务队充
分发挥老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开展春耕备耕工作，截至目前，共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20 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 余个。

走进白河县宋家镇焦赞村大坪羊肚菌
大棚，一排繁忙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工人们
正在给羊肚菌投放营养包，有条不紊地开展
管护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13 岁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20 岁就出
社会探索谋生之路，31 岁回乡开启创业之
路，带着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业，现如今我
生产的羊肚菌已经远近闻名，经常会接到很
多外地的大订单。 ”张梅满脸微笑地说。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又是特色产业领头
人，张梅肩上是父老乡亲们深深的信赖与期
盼，从起初小试牛刀试种植收获人生的第一
桶金到培育 100 亩标准化羊肚菌种植基地，
一步步发展壮大。

初尝甜头的张梅，面对市场需求量大的
现状，又开始思索着下一步打算 ......起步时
东拼西凑的钱才刚刚还清，扩大规模无疑会
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家人反对、技术匮乏、
设施简陋、用工量大、现有大棚达不到生产
标准、深加工厂房欠缺等一系列发展难题摆
在眼前。

尽管如此，她并未放弃，开弓没有回头
箭，仍锲而不舍四处寻求帮助，终于在 2021
年 10 月获得了苏陕协作 70 万元的支持，解
了燃眉之急。

近 8 年来，她坚持每年回收农户种植的
木耳、黑花生，晾晒的土豆干、竹笋，熏制的
腊肉、腊肠等农副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专门
定制农产品包装礼盒，积极申报相关资格认
证，赋予其礼品属性，为农副产品市场化开
辟了一条新路径。

同时，作为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她主动
深入田间地头走访选民，倾听广大群众的心
声，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多次参与镇
内外疫情防控、抗洪救灾捐资捐物，主动介入解决绿化用地占
地纠纷等矛盾问题 4 件，收集并反映群众各类诉求 10 余件，提
出规范农村农产品物流管理等高质量意见建议 6 个。

向张梅一样为宋家镇乡村振兴道路上贡献“她”力量的，还
有周丽、林雪婷、黄艳萍、李芬、王姣......她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骨。

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浪潮中，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的征途上，她们靓丽的身影总能出现在我们的视角，她们怀着
对乡土的热爱，不惧挑战、执着坚守，毅然投身到乡村振兴的热
潮中，以巾帼之智推动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锦绣图卷添上浓
墨中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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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何春地）在第 42 个“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当天，紫阳县公安局举行以“激发消费活力 优
化消费环境”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 民警向广大群众宣讲近年来紫阳公安联合
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方
面取得的成果，传授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常识和防骗知识，动
员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制假贩假、 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
线索，努力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同防范、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劣商品等违法犯罪的良好社会氛围。

随后，会同县市场监管局、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对查扣的
假冒伪劣烟酒、侵权商品等涉案物品进行集中销毁。 其中，
集中销毁了近年来公安机关查扣的各类假冒白酒 30 余箱，
货值 2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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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坝村新貌

展示查扣的假烟、假酒 集中销毁现场

3 月 14 日，
汉 阴 县 城 关 镇
北 街 社 区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组织工作人员 、
志 愿 者 开 展 了
“上门理发献爱
心”活动。

活动当天 ，
志 愿 者 们 带 着
理发工具 ，逐一
走 访 了 辖 区 内
的高龄 、 孤寡 、
残疾老人 ，为他
们理发 、打扫卫
生。 对于一些行
动不便的老人 ，
志 愿 者 们 还 提
供了上门服务 ，
让 他 们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享 受 到
贴心的服务。

胡翕 图/文

爱心义剪送上门 志愿服务暖民心

今年以来，平利县通过守护“银发”行动，在关爱留守老人
的同时，让有意愿、有能力干事的老年人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的实践中，让农村“银发族”活出“精气神”。

“老人家，儿女不在家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当亲人，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月 18 日，平利县长安镇长
安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兵带领由帮扶部门和社区干部、 网格员、
志愿者组成的“亲情接力”志愿服务队来到社区居民罗洪主家，
与其拉起家常。

近期，针对春节后一些家庭子女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情绪
失落的现状，平利县部分社区组织志愿者上门嘘寒问暖，亲情
“接力”，让老年人的心灵得以慰藉、情感有所寄托。 同时，该县
不断深化守护“银发”行动，多方面帮扶乡村“银发一族”，让他
们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践中。

亲情“接力棒” 关爱“不打烊”

罗洪主的老伴前几年过世， 春节后两个儿子也外出务工
了，喜欢热闹的罗洪主心里一时空落落的。 看着在家有些发蔫
的罗洪主， 李兵说：“附近的长安茶城和十里水街都有活动，打
腰鼓、舞狮子、扭秧歌，种类多得很呢！ 老罗，你多去看看，心情
会好很多！ ”“如果你心里有啥想说的，也可以随时到社区服务
中心找我们！ ”同行的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廖宝山接过话茬。

在罗洪主家，李兵还对他家的预警设备进行了检查。
为消除留守老人、独居孤寡老人、残疾人居住安全隐患，提

升网格管理精细化服务水平，长安镇积极探索数字乡村“云”治
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2023 年 9 月，长安镇在移民搬迁集中安
置点长安社区创新试点智慧安防建设，在有需求的住户家中安
装了一氧化碳监测器、燃气泄漏监测器、烟雾报警监测器、一键
紧急报警器等预警设备。 当住户家中出现险情时，预警设备会
通过物联网平台自动同步拨打社区网格员、网格长及所绑定亲
属电话，便于他们在接到预警电话后第一时间予以处置。

“多亏有这个设备，不然我这命可能就没了！ ”罗洪主说。
2023 年 10 月 1 日，罗洪主在家感到身体不适，立即按下一键紧
急报警器按钮， 很快被社区网格员宋军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避
免了意外的发生。

近年来，平利县还依托“清单式”志愿服务，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基础设施、便民服务、文体娱乐方面，着
力满足老龄群体需求。

传授“致富方” 发挥能动性

2 月 21 日，平利县亿禾乡村建设服务公司负责人颜莉忙着
对采茶工信息进行摸底统计，并特意将地块平整、交通便利的
茶园预留给老年人采茶群体。

当天，得知消息的长安社区老人贺茂喜兴冲冲来到公司报
了名。“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闲不住，去年采茶挣了 3000 多块。
公司对我们很照顾，不仅车接车送，有开水喝，中午还有盒饭。
今年公司把最好采、最方便的茶园专门留给我们这些上了岁数
的人，我有信心再多挣一些！ ”贺茂喜高兴地说。

除了对老年人在生活上的关心关爱， 平利县还为有意愿、
有能力的老年群体从事轻体力务工提供便利和支持。

长安镇中原村老人赵德文发展小型生猪养殖，镇政府指派
“乡村人才超市”的农技专家李贤斌对其进行帮扶，从仔猪繁育
到科学喂养、疫病预防，李贤斌全过程给予技术服务。 无后顾之
忧的赵德文，最多时喂养生猪 40 多头。 生猪大量出栏时，李贤
斌又想方设法帮其找销路。 今年春节后，李贤斌再次到赵德文
家中查看存栏生猪长势情况。

为“老有所为”搭台，为“老有所为”鼓劲。 在守护“银发”行
动中，平利县还注重发挥“银发一族”力量，积极组织老党员、老
教师、老干部、老专家、老模范等成立老好人调解室，一方面增
强老年人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一方面解决群众的烦心事、疑难
事。

“有事找老廖，矛盾就能消！ ”让长安社区群众啧啧称赞的
“老廖”，名叫廖哲柱，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休村干部，口
碑好、有威望。 一次，他所居住的小区楼上住户吵闹，楼下住户
扬言要买“震楼器”，以“噪”制“噪”，没想到，经过老廖 10 多分钟
的调解，双方的“积怨”迅速化解。 如今，作为长安社区道德评议
委员会主任、乡贤理事会会长，廖哲柱不仅积极参与调解邻里
纠纷、说和家庭矛盾，还为群众的急事难事支招。

廖哲柱说：“能把闲事儿管好，说明乡亲信任咱，能发挥余
热，自己心里也高兴！ ”

让农村“银发族”活出“精气神”
通讯员 陈力 方青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