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在建民街道忠诚村，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红正和
村民们一起在蔬菜产业园区劳作。 忠诚村位于汉江、 月河交汇
处，发展蔬菜产业基础扎实、历史悠久。 刘瑞红成立安康天瑞塬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带领忠诚村村民建大棚、育种苗、种蔬菜，实
现增收致富。 近年来，该公司发挥蔬菜产业龙头带动作用，在建
民、洪山、县河、茨沟等多个镇（街道）发展设施蔬菜 7100 亩，将
1200 多户农民嵌入产业链中。

刘瑞红说：“我们坚持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三联’
工作机制，助推全区蔬菜产业发展的同时，忠诚村也实现了支部
引路、产业铺路、党员带路、共富同路。 ”

在大河镇先锋社区，安康秦叶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粮、
油、菜种植产业，建成大棚 80 座，通过土地租金、工资收入、提供
种苗、回收产品等方式，带动 400 多户农户增收。 今年，该公司作
为汉滨区粮油产业社会化服务联盟牵头主体， 先后在粮油规模
化种植或有主导产业的村开展整村整组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代
烘代销等社会化服务试点，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切
实提升农业生产力。

今年 9 月，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名单公布，汉滨区大竹园镇茶
园景观成功入选。 该茶园现已建成十里茶花长廊、千亩茶园和特
色民宿，每年从春天开始，开园节、采春茶、茶文化研学、篝火晚
会，依次登场。 从高处俯瞰，阡陌纵横的茶园与青翠远山、美丽村
舍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景色宜人的田园画卷，美不胜收。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汉滨区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实施“产业
强区”战略，筹措资金 1.29 亿元，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 已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8 家，建成现代农
业园区 285 个，培育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6 家，培育村集体
经济收益 50 万元以上村 28 个，畜牧、茶叶、核桃、蔬菜、魔芋等
主导产业累计辐射带动脱贫劳动力就近就业 7500 余人。

顾家又就业，日子美而甜。 走进五里工业集中区毛绒文创总
部产业园，繁忙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 工人们身着统一工作服，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工人张玉金说：“以前
种地看天吃饭，收入总是不稳定。 现在，每天在工厂心里踏实，不
仅学会了制作毛绒玩具的手艺，每个月还能拿到稳定的工资，日
子越过越有盼头。 ”

张玉金是从周边乡镇移民搬迁至车间附近的工人。 搬迁后，
她从事的这份工作兼具灵活性与稳定性，生活也越来越好。 她的
经历是汉滨区稳岗就业的一个缩影， 也是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生动例证。

一手抓产业，一手抓就业。 汉滨区建立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
体系，通过劳务输出“保”就业、社区工厂“稳”就业、“三区”就近
“带”就业、专项岗位“扩”就业、技能培训“促”就业等五项措施，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目前，全区建成新社区工厂 141 家、总部企
业 12 家，发展家庭工坊 36 家，公益性岗位稳定在 1.28 万人，转
移脱贫劳动力就业 9 万人，占全市 90%以上，实现了有劳动力、
有就业意愿的脱贫户和监测对象至少有 1 人就业。

强后扶促融入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走进大竹园镇七堰社区安置小区，房屋整齐排列，道路干净

整
洁。 各
项配套
设 施 方 便、
齐全，社区 群
众 遇 事 有 人 办 、 说
话有人听、 困难 有人管。

七堰社区脱贫户 怀国兰说 ： “住
进小区后生活跨越了一大步，小区 绿化美化也提升了，保安保
洁上岗了，工作就在家门口。 娃们上学、老人看病方便得很，心里
想的事都实现了。 ”

在县河镇牛岭社区， 红色文化元素与绿色生态气息扑面而
来。该社区已建成红色文化长廊 2000 米、步道 3.81 公里、观景台
2 处。 社区党支部书记成英地说：“我们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千
万工程’的首要工作，以网格细分区域、明确责任，动员群众从旁
观者变身参与者。 ”如今，卫生厕所全面普及，宜居农房提升改造
155 户，8 处垃圾收集屋、2 个公厕由专岗负责管理维护。

今年 10 月，县河镇财梁社区引起央视的关注 。 该社区创
新推出了 “云认养 ”农业模式 ，将菜园 、蜂箱 、稻田等搬上 “云
端”，让新鲜农产品走出去，把各地游客迎进来，推进生态与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 村民也顺势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为游客
提供原汁原味的田园体验 ，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让 “两山
一川”成为幸福生活的坚实靠山。

汉滨区坚持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巩固衔接的重要
抓手，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实施乡村建设项目 181 个，统筹推进 8
个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建成和美庭院 1839 户，发展庭
院经济 388 户，提升农房风貌 417 户。 扎实推进“拆违建、清四
乱、除残垣、建家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完善提升搬迁
安置社区的水、电、气、污水管网、垃圾处理、通信等配套基础设
施，有力改善和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走进汉滨区茨沟镇敬老院，“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助老为
乐、爱老为美”的牌匾映入眼帘，浓浓的孝义新风拂面而来。 中午
时分，餐厅里其乐融融，餐桌上摆放着四菜一汤，老人围坐在餐
桌旁，享受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除了给他们提供一日三餐，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照顾他们
的日常起居。 ”茨沟镇敬老院院长唐德智介绍。 目前敬老院集中
供养了 100 多名特困供养老人，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智力障碍和
身体失能的老人。

“面子”有颜值，“里子”也要实。 汉滨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心骨”作用，深化“321”基层治理模式，深入
推进孝义善举培育工程，大力弘扬“孝义文化”，修订完善务实管
用的村规民约，让农村更加安宁、群众更享安乐。 推行“一村一名
大学生村官”模式，整顿提升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健全完善“一村
一法律顾问”制度，实现所有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

关山初度尘未起，策马扬鞭再奋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百万汉滨人民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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