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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会指出，要
“聚焦打造一都四区”“坚决防止返
贫现象发生”“解决好老年人养老
问题”“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打造
康养之都”，对民政部门提出了具
体要求，指明了工作方向，我们要
快速传达学习、快速安排部署、快
速贯彻落实。

一是竭尽全力兜好“一条底
线”。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保
障好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集中
力量开展社会救助、特困人员动
态管理、防返贫动态监测、农村低
保专项治理、慈善捐赠等工作，综
合利用各种救助保障措施，做到
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帮尽帮、
应扶尽扶、应救尽救，确保兜住
底、兜准底、兜好底。

二是精准发力推进“两项重
点”。持续做好“一老一小”工作。
推进养老民心工程，加快94个农村
互助幸福院扫尾提升，持续推进16
个社会养老机构、70个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1个智慧养老平台建设，加
大15个农村敬老院、2个城市特困
人员供养机构改造等，突出抓好养
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切实解决好
老年人养老问题。全面开展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落实孤弃儿童、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权益和生活保障。

三是形成合力抓好“三类项
目”。聚焦建设“一都四区”目标任

务，积极推动12个健康养老项目、28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
15个殡葬服务项目。主动对接发改、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
门，争取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大力支持南秦高铁康养新城、
金凤康养新区建设；配套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加大市精神卫生
社会福利院资金争取、开工建设力度，推动早日建成使用。

四是同心勠力做实“四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自觉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培养发展并规范社会组织管理，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
守住疫情输入底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狠抓党建、党风
廉政、作风建设等，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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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局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四
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紧扣“一都四区”建
设总目标，扎实履行“两统一、一专项”职
责，勇当急先锋，守好主阵地，努力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一是扛起资源保障之责。坚持战
“疫”不松劲，发展不停步，围绕“3466”工
作部署，对照2022年重点项目清单，逐一
梳理分析用地情况，开辟绿色审批通道，
即受即审，应保尽保。加快推进中心城市
规划区土地征收，全力抓好金凤山康养新
区项目、李塬片区项目和商州区郭安沟建
筑机制砂用花岗岩矿开发项目建设。

二是铺就绿色发展之路。认真贯彻
落实秦岭保护条例，抓实秦岭区域“五乱”
整治，推进矿山生态恢复、土地综合整治，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当好秦岭生
态卫士。突出矿业“五化”转型，整合资源，
全年创建省级绿色矿山7个，建筑石料矿
山采矿权动态保持在41个以内，保留或整
合后的矿山全部达到“中型+”规模。

三是铆足乡村振兴之力。围绕“山水
园林城市、旅游康养之都”基本定位，进一步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全面完成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任务。高标准做好村庄分类，
在完成19个村庄规划编制试点任务的基础

上，再启动实施62个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四是打开集约节约之源。制定《全

市探索推进“标准地”改革实施意见》，抓
好山阳县“标准地”试点工作。坚持“亩
均论英雄”导向，积极争创节约集约用地
示范县，大力开展产业园区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评价和工业标准化厂房建设。加
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力度，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五是坚守为民服务之本。坚持以方
便群众办事，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为根
本要求，持续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积极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

问题，全力打造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最
优区。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和地灾综合防
治体系建设，扎实落实地质灾害“人盯人
防抢撤”机制，全面启动实施避灾搬迁工
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六是凝聚团结奋进之气。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突出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建堡垒，
转作风、提效能，重廉洁、保安全，解放思
想，换脑子，切实增强干部“八种本领”。扎
实推进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做强叫响“商山
洛水.自然先锋”党建品牌，以实际行动、具
体成效谱写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绘好发展蓝图做好资源保障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 波

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马 上 过 年 了 ，顾 客 的 订 单
量 增 多 ，每 天 要 卖 一 二 百 斤 鸡
蛋，我得赶紧收完送下山去。”1
月 28 日 一 大 早 ，桂 芳 香 来 到 柞
水 县 瓦 房 口 大 河 村 小 阳 坡 土 鸡
养殖场，小心翼翼地将鸡蛋一个
个装进篮子里，装完后与丈夫一
起把几十筐鸡蛋用索道运下山，
然后包装售卖。每逢过年过节，
是桂芳香最忙碌的时候，养殖土
鸡 6 年里，她的养鸡场最高存栏
量达到近万只，平均每年增收 10
万 元 左 右 ，并 带 动 周 边 10 多 户
脱贫户就业。

桂 芳 香 家 住 柞 水 县 瓦 房
口 镇 大 河 村 ，2016 年 ，桂 芳 香
与 丈 夫 一 起 注 册 小 阳 坡 生 态
农 庄 及 小 阳 坡 土 鸡 蛋 品 牌 ，租
下 了 20 亩 地 作 为 土 鸡 养 殖
场 。 创 业 初 期 ，桂 芳 香 购 买 了
1000 多 只 土 鸡 养 殖 ，第 二 年
又 买 了 2000 多 只 土 鸡 ，因 为
经 验 不 足 ，销 售 渠 道 有 限 ，赔
钱 了 不 少 钱 。“ 创 业 要 心 态 好 ，
需 要‘ 孺 子 牛 ’精 神 ，在 哪 里 跌
倒 就 在 哪 里 爬 起 来 ，创 业 第 四
年 我 一 口 气 养 了 近 万 只 土 鸡 ，
包 括 本 地 老 式 柴 鸡 、芦 花 鸡 、
大 白 肉 杂 鸡 、黑 瑶 土 鸡 等 多 个

品 种 。”桂 芳 香 说 ，经 过 反 复 实
验 发 现 黑 乌 鸡 营 养 价 值 高 ，成
活 率 高 ，发 病 率 低 ，2018 年 ，
她 开 始 专 心 养 殖 黑 乌 鸡 ，每 天
可 产 绿 壳 鸡 蛋 和 粉 壳 鸡 蛋 共
3000 颗 左 右 。 产 量 上 去 了 ，
桂 芳 香 雇 用 周 边 群 众 帮 忙 养
鸡 、运 饲 料 ，同 时 ，给 贫 困 户 送
鸡 苗 ，传 授 养 殖 技 能 ，带 领 他
们 致 富 增 收 。

2019 年 ，桂 芳 香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通 过 朋 友 圈 、抖 音 、快 手
等 线 上 平 台 进 行 宣 传 ，将 自 己
养 鸡 的 日 常 以 短 视 频 的 方 式 发
布 到 网 上 ，获 得 了 很 高 的 浏 览
量，许多网友在网上下单抢购，
其 中 来 自 西 安 的 客 户 订 单 最
多，平时她负责接单，丈夫负责
送货，她的鸡蛋因个头小、味道
鲜，回头客越来越多，慢慢地在
本 地 打 响 了 品 牌 。“2021 年 ，洪
涝 灾 害 使 土 鸡 死 伤 惨 重 ，如 今
刚 好 一 点 又 遇 到 疫 情 ，有 时 候
想想 6 年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
不 能 面 对 的 ，接 下 来 我 将 继 续
发 展 土 鸡 产 业 ，努 力 为 大 家 供
应绿色健康农产品，确保土鸡、
鸡蛋的质量和数量稳定。”桂芳
香说。

养鸡肯吃苦 不怕不赚钱
记者 方 方

食用菌产业是商州区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在商州区各个乡镇迅速发展起
来，形成了一定规模，成为村民致富的重
要产业之一。2017 年，赵燕义无反顾地
投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成
为商州区食用菌产业大户。

赵燕所注册的商州区恒兴圆农业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基 地 位 于 牧
护 关 镇 秦 关 村 ，主 要 种 植 反 季 节 香 菇
和 平 菇 ，年 生 产 食 用 菌 220 万 袋 ，并
为周边农户代加工食用菌菌袋 150 万
袋 ，同 时 吸 纳 当 地 劳 动 力 150 人 常 年

在 基 地 务 工 。 基 地 采 取“ 企 业 + 基
地+贫困户”的认领模式带动秦川村、
商塬村、铁炉子村、松沟村贫困户 415
户 1459 人发展食用菌产业，带动每户
贫困户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2021 年 ，对 于 赵 燕 来 说 太 不 容
易 了 。 每 年 的 5 月 至 10 月 是 香 菇 的
销 售 旺 季 ，年 初 已 经 签 订 了 销 售 订
单 ，只 等 到 出 菇 就 能 有 收 益 ，但 因 为
8 月 的 一 场 洪 灾 ，让 赵 燕 措 手 不 及 。
8 月 19 日 晚 大 雨 倾 盆 ，赵 燕 每 每 想
起 都 记 忆 犹 新 ，水 位 上 升 得 很 快 ，看

着 不 断 从 基 地 里 冲 出 来 的 菌 棒 漂 浮
在 水 面 上 ，赵 燕 知 道 之 前 的 订 单 都
不 能 完 成 了 。 经 过 后 期 统 计 ，这 次
洪 水 造 成 损 失 近 800 万 元 。 提 起 损
失 这 么 惨 重 时 ，赵 燕 笑 呵 呵 地 说 ：

“ 只 要 人 没 事 ，香 菇 还 能 再 种 ，多 辛
苦 点 就 挣 回 来 了 ，一 年 挣 不 回 来 就
两 年 ，两 年 不 行 就 三 年 ，只 要 肯 干
活 ，就 不 怕 挣 不 回 来 钱 。”合 作 方 在
得 知 赵 燕 的 基 地 遭 遇 洪 灾 后 ，也 表
示 理 解 ，称 会 继 续 与 她 合 作 ，只 要 出
菇 就 发 货 给 他 们 。 在 洪 灾 过 后 ，赵

燕 很 快 振 作 起 来 ，打 起 精 神 与 基 地
的 工 人 们 一 起 重 新 搭 建 被 冲 垮 的 大
棚 ，购 买 菌 种 再 次 种 菇 ，努 力 完 成 后
半 年 的 订 单 。

赵 燕 称 ，公 司 已 经 储 备 物 料 为
2022 年 生 产 菌 袋 打 好 基 础 。 在 2021
年底，已经和江苏、浙江、青岛等几大
城 市 电 商 客 户 签 订 了 2022 年 平 菇 全
年 销 售 合 同 ，继 续 建 立 稳 定 的 销 售 渠
道，实现优质优价，食用菌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群众脱贫致富，为打造秦岭香
菇小镇奠定坚实基础。

不怕挫折多 继续种平菇
记者 王孝竹

桂芳香给鸡喂食

众所周知，养猪是一件既脏又
累的工作，很多人养殖人在经营一
段时间后就选择了放弃。但也有少
数人一直经营着养猪场，并热爱着
这份事业。在洛南县城关街办杨川
组经营养殖场的高宝峰就是这少数
经营并热爱这份工作的人。

高宝峰是“80”后创业者，2001
年，高宝峰注册了洛南县保锋养殖
场，开始了自己的养殖事业。高宝
峰的养殖场占地 12亩，经过 20多年
的经营，共有养殖圈舍 6 栋，母猪定
位栏 380套，母猪产床 82套，主要以
销售仔猪为主。截至 2021 年底，养
殖场共有能繁母猪320头、后备母猪
70 头、种公猪 4 头、仔猪 760 头、育
肥猪 460 头。高宝峰说，他是喜爱
动物的人，会观察猪的生活习性。
再加上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了解到
疫苗防疫是重中之重，还要根据生
长情况适时加上药物保健，定期做
好圈舍消毒，搞好环境卫生，才能保
证猪的健康。

为了保证猪的食物营养全面，
高宝峰购买来营养达标的玉米、麸
皮、豆粕等七八种原料自制饲料喂
养。高宝峰的养殖场每天要消耗 2
吨以上的自配料，年消耗自配料近
800 吨。2021 年，猪价持续下跌，粮食价格却还一直上涨，
饲养成本成倍增加。从 8 月开始，一只仔猪的出售价格不到
200 元，而一只 10 公斤的仔猪成本在 500 元。保留仔猪，饲
养成本更大，高宝峰只能忍痛低价出售仔猪。之后，为了减
少 饲 养 成 本 ，高 宝 峰 又 果 断 淘 汰 低 产 能 的 100 头 母 猪 。
2021 年，高宝峰共出栏了 7000 多头仔猪及生猪。即便市场
行情不好，高宝峰自配料的营养标准却没有丝毫降低，依旧
保证每头猪都能吃饱吃好。高宝峰说：“饲养人员首先要喜
爱猪，才能全身心投入养殖工作中。这样用心的养殖也会
得到高效的回报。”

对于 2022年，高宝峰说，不管猪价如何，都要保证目前的
月销售量，适时淘汰低产能母猪，提高养殖水平，降低养殖成
本，保存以后持续发展的能力，去迎接下一个好行情的春天。
等到猪市行情好转，计划新增 500头后备母猪，为年出栏万头
猪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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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召开的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会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人社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工作方向。市人
社局党组将认真传达学习，对标对表抓
好落实，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主动服务项目建设。围绕打造
“3+N”产业集群和17条重点产业链，以及
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特色农业
等领域，强化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
制，主动对接当地重大工程项目、重点行
业企业，开展用工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
服务。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
动，充分发挥人社职能作用，积极向上争

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企业纾难解困。
二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

标准化创业中心、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
业示范园作用，支持返乡能人办企业、建
工厂，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社，引领带动更
多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扎实做好易地
搬迁后续就业帮扶工作，加大社区工厂
和就业帮扶基地扶持力度，吸纳更多脱
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创业就业。认
真落实公益性岗位政策，帮助就业困难
人员就近就地就业。

三是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建立“我为
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围绕“一老一少一

青壮”重点群体和群众需求，在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上出实招。持续扩大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面，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让社会主
义好制度惠及民生，解决好老年人养老问
题。积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抓好抓实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城乡劳动力、失业及
困难人员等就业服务，切实解决好青壮年
人群的创业就业问题。

四是提升人事人才服务水平。围绕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加快
推进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用好国家级（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以市技工学校为依托，联合商洛学
院和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开展康养
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围绕产业发
展、企业用工、劳务输出开展菜单式、订
单式、定向式、项目制培训，提高就业培
训针对性。

五是助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防范
化解人社领域风险隐患，实施劳动关系

“和谐同行”能力提升行动，提升劳动人
事争议处理效能，深入开展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全面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加强欠薪重大舆情应对处置。

以人社工作新成效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银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