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1 日 ,紫阳县
凯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
的劳动景象。 工人正在
赶制生产订单， 月底将
发往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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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旬阳市棕溪镇大力推进
“归雁经济计划”，筑巢引凤，积极开展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带动越
来越多善学习、肯钻研的“旅雁”回乡投
身到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

蚕桑园中琢磨致富经

近日，在瓦房村的旬阳宇振农业产
业示范园内， 半人高的桑树排列整齐，
沐浴着阳光。 负责人莫振宇带领着几名
工人正弯腰埋首，一边进行冬季桑树刷
白，一边回忆自己的蚕桑归途。

1993 年莫振宇在棕溪中学毕业后，
便外出闯荡。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
高铁隧道工程工地，逐渐从一个“门外
汉”成长为一名行业内小有名气的“隧
道专家”。2009 年，莫振宇成立陕西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高铁工程，事业越
做越红火。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期间，莫振宇收
到该镇 “归雁计划 ”邀请 ，再三思虑之
后 ， 他作出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决
定———回村当“新农人”。

“棕溪镇自古就有种养殖蚕桑的传
统，只不过村民都是在山地上见缝插针种
植，不成气候。”莫振宇介绍。说干就干，莫
振宇迅速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蚕桑养殖
基地，按照“企业+农户”模式经营，引进

现代化种养殖技术，改变传统蚕桑种养方
式，实现一年三期出茧。 4年精心耕耘，生
态桑园初具规模，种植桑树 500 亩，建成
现代化蚕室 1500余平方米，喂养蚕 50余
张，年产值 4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村民年
均增收上万元。

“回到大山， 是为了帮助更多村民
留在家乡！ ”看着成片的桑园和新开发
的蚕桑产品莫振宇开心地说。

小山村里兴起民宿风

在该镇“归雁经济”号召下，乡村新
兴产业康养民宿之风也越吹越劲，不断
描绘出大家心中的“诗和远方”。

走进矾石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
意盎然的休闲庭院。 院内亭台绿地、山
水泳池引人注目， 院外连片农田环绕，
洋溢着浓厚的乡村气息。 这是“归雁”赵
吉军返乡开办的棕溪印象民俗园。

提起赵吉军，很多省内的西点面包
创业者并不陌生，作为西安食品工程高
级技工学校创始人，曾为很多烘焙企业
输送了大量人才； 作为陕西省劳动模
范，他为残疾学子提供免费教学，为矾
石村民送上关心关爱；而作为地地道道
的棕溪人，赵吉军萌生出回乡建民宿的
想法。

“我是大山之子， 自然也要赋能家

乡。 ”赵吉军说。 就这样，棕溪民俗园建
设工程很快提上日程。

品茶赏花、种田尝瓜，这是赵吉军向
往的生活，也是棕溪印象民俗园的设计理
念。赵吉军认为发展民宿的最大优势在于
人居环境好，矾石村山水相依，风光迷人，
文化底蕴深厚。“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市场竞争激烈，我们一定要用好农村生态
优势，打好‘特色生态牌’。 ”赵吉军说。 他
们同时积极探索深度融合景观、 空气、农
耕等六大康养资源，完善各种硬件设施设
备，积极争取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针
对不同游客需求，增加乡村露营、农家乐、
田园种植等娱乐项目，与民宿实现搭配联
动，既拓宽了本地村民就业面，也宣传棕
溪乡土文化。

养生谷内催生旅游热

同样受到“归雁经济”号召的陈波，
带着他的“乡愁梦”为该镇乡村振兴之路
再添一把火。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陈波怀揣着
对广阔世界的向往与文学梦想的追求，历
经二十载不懈努力，成为一名资深的新闻
工作者。他目睹了祖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
经济飞跃， 也见证了岭南小镇的焕然一
新。然而，无论身在何方，山明水秀的车家
坡村仍让他魂牵梦萦，不时会向那片养育

他的土地送上关切问候。
2016 年，陈波得知老家因交通不便

困扰着乡亲们的生活时，立即联络在外
创业成功的同乡们， 带头捐款修路，共
募集资金 40 余万元。 短短半年，一条 3
公里多的村道全面拓宽，极大地改善了
村民们的出行条件。

道路畅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陈
波积极响应“归雁经济”计划，带头打造
马家坡富硒太极谷旅游区，带动地方文
旅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车家坡村注重保护山水林田河的
原始风貌，村内一棵千年古槐树，承载
着久远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陈波计划利
用好这些古树名木、山地田园等自然资
源，因地制宜改造公共空间，在群山环
抱之中打造出一座集野生动物观光、富
硒农耕文化、太极文化、休闲养生于一
体的旅游度假区。

2022 年，马家坡富硒太极谷旅游区
项目顺利开工。 施工工人大部分是本地
村民，他们纷纷说道，如今乡村旅游发
展热火朝天， 都盼着能借文旅东风，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

“‘归雁计划’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资
金和项目，更重要的是‘旅雁’们的智慧
与乡村发展前景，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
‘归雁经济’，为棕溪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棕溪镇党委书记屈轩说。

青 山 深 处 新 雁 归
通讯员 向超 柯玉婉

近年来，岚皋县农业农村局始终将
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农村生态改善的关键任务来抓，创新实
施“三个一”策略，全方位、多维度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为县域农业可持续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拧成“一股绳”，共筑坚实防线。 该
局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局主要
负责人任组长，局属相关单位及乡镇负
责人协同参与，明确职责分工，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
全考核监督机制，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编织“一张网”，营造浓厚氛围。 线上
线下共同发力，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
微信公众号、镇村工作群等平台，定期发
布技术科普、示范案例等信息；技术干部
走进田间地头，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手册、 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全
方位宣讲秸秆焚烧的危害以及综合利用
的益处与途径。 今年以来，共张贴标语 50
余条、 悬挂横幅 12 幅、 发放宣传手册
2000 余份、举办知识讲座 12 场次，实现

乡镇全覆盖，营造出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秸秆综合利用的浓厚氛围。

创新“一条路”，开拓崭新前景。 积
极探索创新秸秆综合利用路径，大力推
广多元化利用模式，不断拓展秸秆利用
领域和价值，今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3%以上。 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推
广秸秆深翻还田、 碎混还田等技术，培
训农民和机手 100 余人次，有效提高秸
秆机械化还田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
平。 通过扶持发展秸秆饲料加工企业和
养殖专业合作社， 实现秸秆过腹还田。

目前， 全县已建成秸秆饲料化示范点 7
个，年可加工秸秆饲料 1 万吨，带动养
殖农户 200 余户，有效促进了畜牧业发
展与秸秆资源的循环利用。 此外，将该
县特色产业与秸秆基料化有机结合，利
用秸秆生产食用菌基质、育苗基质等产
品，年利用秸秆 1100 余吨。

据了解，该局将持续深化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创新技
术模式，拓展产业链条，为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光婷）日前，
工行安康分行石泉支行与辖内某集
团公司联合上线境内资金池系统，实
现首笔资金池业务落地，助推企业实
现资金集约化管理迈出重要一步，深
化银企之间的业务黏性。

该公司主营餐饮管理、食品研发
等业务，是县域打造的重点企业。 石
泉支行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过程中
了解到该公司子公司数量多，每月手
动将资金归集至总部，需要消耗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急需解决资金
集中管理、集中使用、优化资金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该行高度重
视，组成金融服务团队，上门介绍实
体资金池业务的特点及优势，并为其
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得到
客户的高度认可。 最终，在省行结算
与现金管理部以及分行公司部结现
团队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完成资金池

协议签约。 签约完成后，该行与企业
就资金池业务的归集规则制定、账户
清单梳理、系统参数设定、内部风险
管理等细节进行多次对接，实现首笔
资金池业务落地。

据了解，资金池业务是中国工商
银行为客户提供的集中管理、共享使
用公司内部资金的流动性管理产品，
通过搭建多级账户体系，向客户提供
资金归集下拨、横向调拨、日间透支
及补平、委托贷款、内部计价、合并计
息等服务，实现客户在全球范围的资
金共享使用。资金池的落地解决了客
户在财务工作上的痛点，提高了客户
与中国工商银行的合作意愿与紧密
程度。该行将把握资金池业务签约契
机，深挖客户需求，不断深化银企合
作基础，为安康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自从落实‘组财村管’后，我们中
堰村二组的‘三资’管理清清楚楚，无论
是产业发展分红、还是项目建设，现在
都是‘明白账’，少了群众质疑，多了一
份放心。”12 月 9 日，汉阴县城关镇中堰
村二组公示第四季度‘三资’管理账目
后，村民们对“组财村管”管理机制纷纷
点赞。

为加强农村小微权力监管和财务
收支管理， 推进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化、
标准化、规范化，今年以来，汉阴县城关
镇率先在全县推动“组财村管”机制，以
中堰村、双星村、中坝村先行试点，带动
全镇 19 个村 195 个村民小组逐步推
进，探索出一条规范化、制度化、廉洁化
的村组财务管理之路，实现了村民小组
财务管理机构健全、运行有序、核算规
范、监督有力，为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厘清村民小组“三资”管理不规

范的症结， 切实维护好集体和村民切
身利益 ，该镇在明确村民小组 “三资 ”
所有权 、使用权 、收益权 、生产经营自
主权和财务审批权保持不变的基础
上， 村民组集体收入统一存入集体账
户 ，实行 “单一账户管理 ，分组设账核
算”，从资金支出审签、账务公开、基本
核算等环节细化管理。 严格按照规定
落实财务公开， 村民小组需使用组集
体资金的， 必须召开组委会集体商议
后 ，报村 “两委 ”会予以研究同意后方
可支出， 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予以公
开，接受广大村民监督。

今年 3 月，该镇启动村“三资”摸底
工作，由该镇纪委、派出城关监察组联
合镇财政所成立“组财村管”工作指导
组，在全镇 103 个村民小组开展“组财
村管”清查核算工作，按照“村组自查+
指导组复核”模式，对各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摸清底数，设置资产资源台

账，标明资产资源数量、现状、发包情况
等，做好合同管理，清查核实组级资产
资源，明确产权归属，做到应登尽登。 起
底审查 787 份集体经济合同，规范合同
主体错误、期限不合理问题，确保合同
依法依规， 集体资产资源收益最大化。
防范合同风险，纠偏 2 个工程项目建设
问题，推动村级工程建设标准化、公开
化，让项目惠及群众。 将过去存放在村
民小组组长个人账户中的土地征收补
偿款、集体经营收入等组级资金移交至
集体账户， 首批已为 10 个村开设了以
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公管账户， 将 90
个村民小组 6300 余万元集体资金纳入
规范化管理。2025 年还将继续完成剩余
92 个村民小组规范化管理全覆盖，坚决
杜绝组级资金存在个人账户问题，依托
“陕农经”平台，做到管理规范，运作公
开，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
利益。

管好 “三资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是强农业、 美农村、 富农民的重要举
措， 是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证。 今年，汉阴县城关镇秉持“集
体收益惠及于民” 的理念， 持续推动
“组财村管 ”提质增效 ，通过指导各村
民小组发展特色种植、林下养殖、庭院
经济，不断夯实“家底”，跑出集体经济
增收反哺惠民的 “加速度 ”，让各村民
小组村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 ，提
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以“组财村管”试
点村中堰村为例， 该村探索实施集体
经济助老 、助弱 、助学模式 ，切实为村
民办实事 、解难题 、谋福祉 ，中堰村 1
至 11 月份集体经济收入达 230 万元 ，
为 523 名 60 岁以上村民缴纳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 115060 元 ，激发了群众建
设美丽家乡的信心， 走出了 “组财村
管”壮大集体经济反哺群众、助力乡村
振兴的良性循环路子 。

本报讯（通讯员 贺珍珍 沈官星）
眼下，在汉阴县平梁镇界牌村香脆李
种植基地，村民正忙着对香脆李树进
行精心管护，为来年实现丰产丰收打
下基础。

管护现场，村民分工协作对香脆
李树进行压枝、刷白、病虫害防治等
一系列管护措施， 让果树健康生长，
提高挂果率和果子品质。

“当前正值冬季管护关键时期，我
们合作社每天组织 10 余名村民对香
脆李树进行冬季管护。 今年我们合作
社的香脆李在干旱少雨的情况下，产
量在 4 万公斤左右，收入达 120 万元，
带动周边 20 户村民， 户均增收 1000
元。 ”该村村委会副主任胡胜林说。

界牌村一直以来以种植香脆李

为主，这片香脆李不仅是村民增收致
富的“金果果”，更是汉阴县特色农业
的一张亮丽名片。 每到 3 月中下旬，
李子花便会绚烂盛开，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赏花游玩；7 月， 挂满枝头的香
脆李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冬季，合作
社除了对李子树进行精心管护外，还
在李子园区尝试发展林下养鸡，这种
林下经济模式不仅充分利用了土地
资源，还提高了经济效益。

今年以来，该村大力发展庭院经
济，依托政策扶持，通过“合作社＋种
植大户＋农户”模式，组织当地村民
种植香脆李。 目前，已发展优质香脆
李 500 亩，其中大户栽种 300 亩，200
亩分散栽种在村民家房前屋后，全村
90%以上的村民都种植有香脆李。

既管园区又管销售，还传授种植
技术！这就是宁陕县青龙菌业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汪时明。

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汪时
明，从事食用菌行业已整整 25 年。 他
从一个菌菇 “门外汉” 变成 “行家里
手”，还毫无保留地把种植诀窍传授给
村民， 如今已是宁陕县城关镇青龙娅
村人人皆知的致富能手， 大家心中的
“全能种菇达人”。

万事开头难。作为一名农村党员，
在资金匮乏又缺少专业种植技术的情
况下，将单一香菇种植变成产业链，其
困难可想而知， 家人朋友劝他：“不要
整了，不如在外务工收入可观。 ”“我在
外五六年时间，确实挣得多，但是心里
总是牵挂着家里， 回乡看到村里土地
闲置、劳动力外流，心里不是滋味，就
想着回来做点实事。 ”瞅准青龙娅村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政策扶持， 汪时
明决心重操香菇种植产业。

2014 年， 汪时明成立宁陕县明
安易成菌业有限公司， 带领村民制
袋、装袋、培育菌种，从种植到销售，
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产业能人恰逢政策东风，政府接
续注入资金 3218 万元， 大力培育食

用菌产业发展，这给有意向发展菌菇
产业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目前，
该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已形成香菇种
植、产品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条。

“把利益让给村民， 我只负责联
系销售渠道， 让收购方和村民对接，
这样价格更高，村民积极性也更高。”
汪时明如是说。

“我在园区务工已经 4 年， 这 4
年学到了不少技术，最难的技术也都
掌握了， 既有工资拿又能学技术，汪
总联系销售渠道， 不愁卖不出去，后
面我也打算自己承包几个大棚，自己
给自己打工。 ”该村村民陈铁浩边捡
着香菇，边兴高采烈地说。

据悉，该村食用菌产业采取“党
支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由村民
自主种植，真正实现更多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园区用工更灵活的“多向奔赴”。

截至目前，汪时明所成立的青龙
菌业专业合作社已带动 50 余户村民
年均增收 3 万元。 短短数年，食用菌
园区年产值达 1800 万元， 为该村村
民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工行安康分行
实体资金池解企忧

汉阴：冬闲人不闲
香脆李管护忙

党建引领产业大户带富路
通讯员 姜云

“组财村管”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辉

岚皋：秸秆综合利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通讯员 周泉羽 陈剑飞

近日，在紫阳县城关镇双坪村金
钱橘种植大户张永久的园区里看到，
一个个小红灯笼似的金钱橘挂在枝
头。

“11 月以来 ，每天天一亮 ，我就
来摘橘子，然后用摩托车把金钱橘送
到县城的客户手中。 从清早到天黑，
一天要往返县城两三趟，来来回回的
采摘、装箱、转运，有时候连吃饭都顾
不上。 截至目前，该园的橘子销售已
接近尾声。 ” 张永久说。

已经步入中年的张永久是双坪村
土生土长的农民。 双坪村及其周边村
组的汉江两岸盛产紫阳金钱橘。 安康
水电站建成蓄水后， 紫阳为支持库区
农民发展经济， 从外地引进金钱橘树
苗， 虽说引进的树苗与本地金钱橘有
较大差别， 但在张永久父母的精心栽
培下“外来客”顺利“落户”紫阳。

父母在的时候张永久充其量就是
帮父母种菜、摘橘子，成人之后又给别
人驾船摆渡，过的是“过家家”的日子。
10年前，张永久的父母相继去世。面对
有妻有儿女的状况， 张永久想到父母
留给自己的几亩橘园， 便决心建一个
真正的紫阳金钱橘种植、销售园区。 自

此，他与金钱橘结缘，家庭状况也因此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永久通过“一挖二改三扩面”，
借机借势促进金钱橘产业发展。在对
现有橘园进行施肥、翻土、防虫的同
时， 借助新一轮发展金钱橘的机会。
他分批把引进的不结果的橘子树挖
掉，重新栽上金钱橘苗；对保留下来
的老金钱橘树进行嫁接。 几年时间，
不到 10 亩的金钱橘园形成了。 随着
金钱橘产量越来越高，张永久的收入
逐步增加。 4 年前，张永久通过租赁
和流转的方式，扩建了 10 亩橘园，并
再次进行改造和改良。 至此，属于他
的紫阳金钱橘园区正式建立，不但有
了自己的招牌，销售也走上了线上线
下同步交易行列。

如今，张永久的金钱橘生意更红
火了。 除了自己忙前忙后摘橘子、卖
橘子外，还要接洽客户，接收网友的
订单。有人问他，生意这么好，为什么
不买辆小汽车？他说：“两年前就计划
好了， 只是现在两个孩子正在上学，
几间房屋也需要改善，用钱的地方还
很多，买车的事情往推后一下，我相
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

张永久：与橘结缘种“金钱”
通讯员 彭弈

工工人人为为袜袜子子锁锁边边

袜袜子子成成型型车车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