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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学校生源分散，教育资源
如何更精准配置？ ”“村集体经济起
步不易， 基础设施配套和政策支持
能否再给力？ ”“吸引年轻人回乡，还
有啥实招？ ”

近日， 旬阳市甘溪镇人大代表
中心联络站内气氛热烈。 市、镇两级
人大代表与基层干部群众围坐一
堂，围绕发展大计和民生关切，畅所
欲言。 从宏观政策落地到具体项目
实施， 从产业发展瓶颈到群众身边
小事，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进乡
村振兴汇聚民智民力。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是要沉
下心来， 面对面倾听大家的真实想
法和迫切需求，把大家的‘心声’转
化为政府工作的‘清单’和‘行动’。 ”
镇人大主席张昌东开门见山， 鼓励
代表们直言不讳。

“通往大岭台社区的那段盘山
路弯急坡陡，雨雪天气安全隐患大，
能否增设凹凸镜和其他防护设施？ ”
镇人大代表任登向率先提出交通出
行的担忧。

“集镇区域停车位确实紧张，特

别是逢集时， 乱停乱放影响通行和
安全。 ” 另一位代表李晓红接着建
议，“交警和市场管理部门能不能再
想想办法，合理规划些新停车位？ ”

“产业发展是根本。 ”镇人大代
表胡文迅把话题引向关键，“我们几
个村联合发展的特色种养殖业有潜
力， 但销售渠道、 初加工配套跟不
上， 希望镇上能在产业项目配套扶
持上能更精准地倾斜。 ”

代表们踊跃发言，深入讨论。 相
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倾听 ，不
时询问细节， 将一条条饱含期待的
“民声”仔细记录。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 能
不能出台更有吸引力的政策， 让外
出的年轻人愿意回来、留得下来？ ”

“我们发展拐枣、黄桃等特色产
业，技术服务和市场销路是短板，希
望得到更多支持。 ”

……
代表们聚焦基础设施短板 ，畅

谈产业振兴路径，关注教育、人才等
长远发展问题，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
家乡的深厚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热

切期盼。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 、 扎根人

民，要持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密
切联系群众，摸实情、听真话、献良
策， 为推动甘溪乃至旬阳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 座谈接近尾
声，代表们仍意犹未尽。 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建
议， 表示：“大家的发言体现了强烈
的责任担当。 镇人大将认真梳理汇
总， 及时转交并督促镇政府研究处
理， 确保每一条有价值的建议都能
得到重视和回应， 推动问题解决落
实。 ”

据悉， 此类活动是甘溪镇人大
依托代表联络站常态化开展履职工
作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甘溪镇人大
积极推行“联络站+”工作模式，深化
“周接待 、月主题 、季活动 ”运行机
制， 引导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
线，察民情、纳民意、汇民智，切实将
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
旬阳扎实推进“三个年”活动、奋力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的
基层动力。

在秦巴山深处的平利县大贵镇
半边街村，36 岁的沈继英正敲着键
盘，整理最新的耕地、林地、宅基地
等各类土地信息。 屏幕的微光映照
着她眼角的细纹———那是 5 年前从
上海写字楼回归乡土时， 未曾预见
的“勋章”。

2016 年，初到村文书岗位的她，
因业务不熟悉， 常常受到群众质疑，
下班后， 她对着电脑屏幕学政策、记
民情，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低
保申请材料清单”“创业政策汇总”等
资料。3 个月后，她已经能流利地解读
社保、医疗、教育等各项惠民政策。

2024 年，因工作表现突出、群众
满意度高， 沈继英作为村级后备力
量“定向培优”人员，由联村领导、工
作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帮带指导。 村
里部署创业扶持工作， 她主动请缨
担任联络员。 晚上汇总数据，白天入
户收集需求， 完成全村 297 户信息
采集。 从最初村民抵触到主动参加
培训指导， 她用脚步丈量出信任厚
度。

在“定向培优 ”政策东风下 ，县

委组织部组织她到平利经开区轮岗
锻炼，系统学习基层治理、产业规划
等课程。 当她带着学来的知识推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时，昔日的质疑声变成了“继英办
事，我们放心”的口碑，她也在 2024
年底 “定向培优” 人员考核中获得
“优秀”等次。

沈继英的成长经历， 是大贵镇
深入实施村级后备力量“定向培优”
工程的缩影。 近年来，大贵镇从符合
要求的村级干部中，选拔、培育了一
批有实力、有潜力担任村“两委”班
子及成员的村干部， 不断充实壮大
乡村振兴队伍。

建机制储人才。 以精准识别为
导向，建立“需求导向+梯次储备”的
定向选拔体系，构建“村级推荐—镇
级筛选”选拔机制，围绕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明确选拔标准，重点从返乡
能人、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群体
中筛选“潜力股”，建立人才储备库，
实行“优进绌退”动态调整。

强体系育人才。 通过 “理论武
装+实践淬炼+多维赋能”培育模式，

实行政治导师、业务导师、实践导师
“3+1”帮带机制，推行“多岗历练”模
式， 安排学员到产业项目、 信访维
稳、人居环境整治等一线岗位轮训，
培育 2 人成为村里致富带头人，2 人
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 通过 “压担
子”加速能力转化。

多维度管人才。 实行 “年度考
评+群众评议”考核，将考核结果与
补贴发放、岗位晋升直接挂钩，形成
“能者上、庸者下”竞争氛围。 建立个
人成长档案，动态记录培训表现、实
践成果、 群众评价。 探索 “村级储
备—镇级跟班—村 ‘两委 ’任职 ”晋
升路径， 推荐 3 名表现优异人员优
先入党、6 人进入村班子， 实现 “培
养—使用—激励”闭环。

人才引育与组织建设是乡村振
兴的核心动能。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
级后备力量‘定向培优’工程，有效
储备复合型基层人才， 不断提升村
级班子执行效能，让更多有能力、有
潜力、 有毅力的年轻人在大贵这片
沃土上发光发热。 ”镇党委书记魏兵
充满自信地说。日前， 石泉经济开发区古堰片

区富硒蛋制品智能生产加工项目现
场机器轰鸣， 技术人员正紧锣密鼓
进行投产前的最后调试。 随着全自
动给袋式卤蛋包装机参数不断攀
升，生产线效率从每分钟 40 枚跃升
至 140 枚，一枚枚“五泉岭”“石泉食
美”卤香鸡蛋随即产出。

在标准化无菌车间内， 一颗颗
富硒蛋经激光检测剔除次品后 ，通
过自动化传输带完成清洗、杀菌、定
型等十多道精密工序， 生产出茶叶
蛋、五香卤蛋、盐焗鸡蛋等开袋即食
产品， 产品将从这里发往河南等周
边省份。 “我们采用智能温控技术实
现蛋黄精准冷固， 配合全自动剥壳
机与无菌卤制工艺， 确保每枚卤蛋
达到商业无菌标准。 ”项目技术负责

人陈小明介绍。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500 万

元， 项目主体为陕西鸣远宏扬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石泉“五泉岭 ”富
硒鸡蛋为核心原料， 引进了包括蛋
制品加工、卤制品生产、自动化包装
杀菌等现代化工艺链， 以及蛋品清
洗机、裂缝蛋筛选机、卤制夹层锅 、
全自动拉伸膜给袋式包装机等先进
设备。 项目的成功投产不仅弥补了
“石泉食美”公共品牌中蛋制品产业
的空白， 也为当地农业转型升级与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项目全面达产后， 可日产茶叶
蛋、 五香卤蛋等即食产品 30 万枚，
年加工富硒鸡蛋 9000 余万枚，带动
周边养殖蛋鸡超 50 万羽，年产值有
望突破 1 亿元。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企业将与当地养殖户签
订保底收购协议， 并辐射带动饲料
加工、物流运输等配套产业，新增就
业岗位 80 余个。

项目负责人周骥表示， 公司将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价值， 做大做强
“五泉岭”富硒蛋产业，已启动项目
二期规划， 将新增 2 条智能化生产
线，预计日产能翻倍至 60 万枚。 同
时， 公司正联合安康学院研发低钠
健康卤蛋、 富硒蛋白肽等功能性食
品，并计划依托石泉全域旅游优势，
开发“蛋鸡养殖+工业研学”文旅项
目，构建集生产、观光、科普于一体
的三产融合示范基地， 最终实现企
业增效、群众增收、社会增益的多赢
局面。

“定向培优”淬炼多面手
通讯员 龚锋

让“民声”落地有声
通讯员 李毅垚

一枚富硒蛋“孵”出大产业
通讯员 谭晨晖 孟少猛

6 月 20 日 18 时左右，夕阳炙烤
着紫阳县瓦庙镇便民服务中心的玻
璃幕墙， 社保窗口工作人员贺秀梅
正俯身向一位大叔递上写满字的便
签纸：“大叔， 申请职业尘肺病救助
的流程和资料要求就是我刚说的这
些，这是我的电话，有啥不会的，你
再联系我。 ”

大叔来自新民村 6 组， 手里攥
着的 “申请政府救助职业病诊断告
知书” 宣传单已被汗水浸得发皱 。
“上个月入户的干部说有救助政策，
可我不识字……” 在大叔断断续续
的叙述中，贺秀梅拼凑出前因后果：
在镇里开展的“深化网格管理服务，
联系服务群众‘六个一’机制”活动
中，网格员丁祥瑞曾带着《民情民意
纪实簿》上门宣讲，给所包组户均留
下了宣传单。 这张薄薄的纸成了大
叔与政策之间的桥梁。

“不属于社保业务，但属于网格

责任。 ” 贺秀梅对照着办公桌上的
《瓦庙镇便民服务卡》， 拨通了新民
村网格长李原、 新民村 6 组网格员
丁祥瑞以及镇社保业务负责人唐毕
静的电话。

18 时 45 分， 镇干部李原、 丁祥
瑞、唐毕静带着《民情问题交办单》赶
到窗口。 三人通力合作，分别致电镇
卫生院，确认尘肺病诊断需提供的职
业史证明，再联系县卫健局，记录下
鉴定机构地址与所需材料清单。 电话
沟通间隙，贺秀梅同步在网格微信服
务群里联系了瓦庙镇卫生院医生，帮
大叔整理病史资料。

“上周院落会刚讲过医疗健康
政策，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李
原与丁祥瑞共同看着 《民情民意纪
实簿》，不由地感叹。 这本纪实簿上
面记录着 6 月 17 日新民村院落会
的内容： 镇卫生院医生讲解职业病
防治时， 特别提到尘肺病救助属于

“健康政策”范畴。
19 时 10 分， 在详细讲解了办事

流程后，贺秀梅还帮他打印出了基本
资料，并协助联系了有关部门。

这一幕正是瓦庙镇“六个一”机
制成效的缩影。 自 6 月 16 日以来，
该镇实施以组建一支“党群连心”网
格队、建立一本“精准对接”通讯录、
开好一场“共话发展”院落会、纪实
一本“民情民意”纪实簿、畅通一个
“民意诉求”直通车、 设立一部 “民
情民意”热线电话为主要内容的“六
个一”机制，全镇 9 支“1+7+N”网格
队已走访农户 600 余户， 建立包含
民情需求的精准通讯录 1200 余份，
通过热线电话、 微信服务群等渠道
解决民生问题 237 件。

“让干部多跑路，群众才能少跑
腿， 把网格织密实， 民心才能聚得
紧。 ”瓦庙镇负责人说。

一“网”兜起百姓大小事
通讯员 陈浩轩

6 月 23 日，宁陕县住建
局联合县医院、宁陕祥洲置
业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等部门，在宁陕县豪迈
公司停车场开展建筑施工
领域有限空间作业综合应
急演练。 据了解，此次演练
围绕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
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
患 ”这一主题 ，模拟隧道内
作业人员中暑被困及中毒
昏厥紧急救援场景, 旨在对
“企业自救+多部门联动”的
应急救援机制进行有效检
验。

王辉 摄

近年来，紫阳县不断优化县城布局，在加大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县城新区建设。图为正在建设
中的县城第三小学、第三幼儿园和公共体育项目。 彭召伍 摄

今年以来， 岚皋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积极推行企业变更迁移 “一件
事”改革，通过优化流程、整合环节、
精简材料， 企业向迁入地登记机关
提交一次申请， 即实现迁移变更同
步办， 有效解决企业迁移难、 程序
繁、 时间长、 多地跑等痛点难点问
题。

“原本企业迁移是一件比较麻
烦的事， 没想到现在通过变更迁移
‘一件事’就能一次性办好，真是太
方便了。 ”近日，安康市欣兴宏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先生在办
理企业审批过程中， 对岚皋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 。
这也是岚皋县首例通过变更迁移
“一件事”服务模式完成登记的企业
案例。

据了解，因业务发展需要，安康
市欣兴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
地址需从汉滨区新城街道迁移到岚
皋县城关镇。 以前，企业迁移需经历
迁入申请、迁出调档、变更登记 3 个
环节，要重复提交材料、多次往返两
地。 现在企业只需通过陕西政务服
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模块进入企
业变更迁移“一件事”在线办理 ，就
可以自主选择市监、税务、人社 、住
建等相关事项， 并且只需向迁入地
登记机关提交一次申请， 全程通过
电子档案线上流转、完成调档，无需
往返迁出地审批， 即可实现迁移变
更同步办，真正做到了“减环节 、减
时限、减材料、 减跑动 ”，为异地办
理提供了便捷、高效、精准的服务。

此次企业变更迁移“一件事”的
高效办理， 是岚皋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生
动缩影，也是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为满足企
业多元化办理需求， 岚皋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还在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
设置“一机双屏可视化”电子化辅导
区， 并配备业务精湛的帮办代办人
员，为申请人提供一对一“跟踪式 ”
帮办服务，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办事
效率。

岚皋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紧盯企业群众
办事堵点难点，以“高效办事 ”为核
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服务更有
速度与温度， 为优化营商环境贡献
力量。

减环节、减时限、减材料、减跑动

“极简模式”助力企业变更迁移同步办
通讯员 王艳平 张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