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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农闲人不闲。在镇安县茅坪回族镇五星村，
村民在核桃园里忙着松土、施肥、涂药剂……

今年 56岁的田祥林跟核桃树打了半辈子交道，已是村里
核桃管护的行家里手。“眼下正是核桃冬季管护的关键期，核
桃树一年管护两次，分别在春季和冬季。”田祥林说，“抓好核
桃树的冬季管理环节，对确保核桃树安全越冬及来年产量、
质量都十分重要。”

核桃是五星村传统的主要林果产业，全村有核桃树 620
多亩。近年来，由于村民对核桃树管护积极性不高，核桃产
量、果实质量、经济收益不够明显。“要想产量、效益跟得上，
还是得精心管护。”田祥林说。

镇安县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实施特色产业三
年倍增行动，加强科技应用、标准引领、管理创新、服务配套，
巩固提升花椒、核桃、板栗、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

茅坪回族镇在认真总结高接换优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护，不断提高以核桃为主的经济
林管理水平，推动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镇上探索建立

“合作社+产业管护”新模式，由 21 个村级专业合作社负责对
本村核桃树进行跟踪管护，在核桃树及果实成长的关键阶段
精心开展施肥、修枝、防病虫害等管护措施，进一步提升管护
成效，竭力提高果树产量和果实质量。

“冬季核桃管护，都是村里请来的技术员带着我们干。”
学到新技术的田祥林十分高兴，新的一年，他也有了打算：

“我要争取成为合作社的技术员，还要把家里的闲置地种上
中药材五味子。”

田祥林心灵手巧，在跟着技术员学习科管的过程中，“偷
偷”学到了不少新本领。让田祥林没想到的是，这正是镇、村
干部的目的所在。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模式，对村民进行再培训，同时再
将技术成熟的村民吸纳为合作社的技术员，并为其发放工
资。”五星村党支部书记马学友说，“通过这种模式，倒逼村民
对产业进行精细化管理，从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茅坪回族镇发展了3500亩核桃树，冬季综合管护工
作已全面完成。同一时间，距离五星村不远的五福村板栗产业
示范园内，不少回汉族村民也在地里忙活着剪枝、松土……

“我们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发展起了板栗产业，栽
植面积达 950 亩。”五福村党支部书记刘厚柱说，“2021 年，全
村仅板栗产业收入达 40万元。”

为了进一步提高板栗质量效益，五福村针对经济林果管
护中存在的短板，建立了“合作社+产业管护”新模式，选择本
村专业技术精、信誉度高、农户认可的专业合作社组建管护

小分队，负责对本村的板栗树进行全面跟踪管护。
“我们在板栗成长的关键阶段就精心开展施肥、除草、修剪、防病虫害、整园等管护措施，切

实解决板栗栽植管护难题，进一步提升管护成效，有效提高果树产量和果实质量。”刘厚柱说。
近年来，茅坪回族镇牢固树立大抓产业、狠抓产业、猛抓产业的导向，全镇已发展核桃

5000 亩、板栗 2000 亩、二花等 1.6 万多亩，形成了以核桃、板栗等农副产品和二花等中药
材为主的集散地。

看着回汉族村民的积极性提高，马学友说：“下一步，五星村将继续做好核桃、五味子
等产业，常态化推动经济林综合管护，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村民得到实惠。”

对于刘厚柱来说，板栗产业的发展已趋于稳定，他打算在来年板栗上市的时候，通过
网上直播、观光采摘等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高村民收入，让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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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市紧紧围绕“一都四区”建设目标，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市民生持续改善，城乡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劳动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居民消
费价格温和上涨，畜禽产能恢复良好，粮食收成较好，实
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据调查分析，2021 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18555（陕西 28568 元），同比增加 1623 元，同比增长
9.6%（陕 西 8.9%）；较 2019 年 全 年 增 加 2622 元 ，涨 幅
16.5%（陕西 15.8%），两年平均增长 7.9%（陕西 7.6%），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全省各市中持续保持领先
地位，位居全省第一。

2021 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655 元
（陕西 40713 元），同比增长 7.7%（陕西 7.5%），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在全省 11 个地市中排名第四，
较安康市低 0.3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全年增加 3152 元（陕
西 4615 元），同比增长 12.4%（陕西 12.8%），两年平均增长
6.0%（陕西 6.2%）。

2021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969 元
（陕西 14745 元），同比增加 1196 元（陕西 1429 元），涨幅
11.1%（陕西 10.7%），在全省 11 个地市位居第二，低于汉
中市 0.1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全年相比增加 1944 元（陕西
2419 元），涨幅 19.4%（陕西 19.6%），两年平均增长 9.3%

（陕西 9.4%）。
城 乡 收 入 比 缩 小 。 2021 年 ，全 市 城 乡 收 入 比 为

2.39∶1，较上年缩小 0.08，较 2019 年缩小 0.15，全市城
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2021 年，我市重点做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就业，一方面拓宽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增收渠道，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另一方面加强对困难群体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

据市人社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底，全
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 19268 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201 人，同比增长 12.9%，环比增长 5.8%。2021 年，全市
农村转移劳动力 49.4万人，与上年同期 49.3万人相比增加
0.1 万人，同比增长 2%，环比增长 6.4%；城镇登记失业率
3.15%，环比降低 0.33 个百分点。全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
人数和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稳步提升，城镇登记失业率稳
中略降，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2021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强降雨灾害等多重考
验下，我市多措并举、主动出击，在疫情防控、灾后重建、供
应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积极落实相关保供稳
价政策，多措施保障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的生产供
应和价格稳定，确保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2021 年，商洛市区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2.1%，较前
三季度涨幅扩大 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指数累计上

涨 1.5%，非食品价格指数累计上涨 2.5%，服务价格指数累
计上涨 3.0%，消费品价格指数累计上涨 1.6%。

食品烟酒类持续拉动 CPI 上涨。食品烟酒类价格累
计上涨 1.3%，拉动 CPI 总指数上涨 0.36 个百分点，拉动
CPI 上涨作用显著。从监测的 14 种食品烟酒来看，食用
油、菜及食用菌、水产品、蛋类上涨较为明显，薯类、畜肉类
价格下降较多，减缓了食品烟酒价格的上涨速度。

其他影响 CPI 指数上涨的因素中，居住类累计上涨
2.4%，交通和通信类累计上涨 3.3%，医疗保健类累计上涨
4.6%，对 CPI总指数上涨的影响作用明显。

畜禽产能逐步恢复畜禽产能逐步恢复

2021年四季度末，全市生猪存栏 553247头，较上年同
期增加 0.76%；全年出栏量增幅为 20.62%，畜禽存栏出栏
量均有所提升。从 2021 年 10 月份开始，毛猪价格从三季
度末的每公斤 10.5 元逐渐上涨至每公斤 18 元，市内的生
猪养殖户纷纷补栏，购进仔猪。家禽存栏与上年同期数据
相比，增幅达到了 6.48%，主要表现在肉鸡出栏上，由于
2021 年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兑现肉鸡扶持资金，不少原弃
养户又重新开始养殖肉鸡，家禽出栏、禽肉产量均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大。

肉类总产量增幅较高，全年增幅达到了 12.98%，主要
因为 2021 年生猪产能恢复成效显著，加之 2021 年四季度
猪、牛、羊价格上涨明显，养殖户纷纷将饲养畜禽出栏，导
致本季度肉类产量增加明显。

粮食收成总体较好粮食收成总体较好

2021 年，我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落实粮食生产党政
同责，出台相关政策，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开展耕地“非粮化”和耕地撂荒整治，尽可能扩大粮经套种
和撂荒复耕，扶持种粮大户。在落实每亩 60 元的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的同时，及时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每亩 10 元
的补贴，进一步激励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加之市场
粮价一路走高，亦为秋冬播、春播和夏播以及全年粮食面
积保持基本稳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据调查显示，2021
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2382306 亩，总产 521394 吨，平均亩
产 219 公斤，面积同比减少 0.94%、总产同比增长 1.30%、
亩产同比提高 2.34%。

全市夏粮播种面积 992435亩，总产 197631吨，分别占
全年的 41.7%和 37.9%，平均亩产 199 公斤，面积同比增长
0.35%、总产同比增长 2.57%、平均亩产同比增长 2.05%。
秋粮播种面积 1389871 亩，总产 323763 吨，分别占全年的
58.3%和 62.1%，平均亩产 233 公斤，面积同比减少 1.85%、
总产同比增长0.55%、平均亩产同比增长2.64%。

存在问题需要关注存在问题需要关注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受限。当
前，国内局部地区疫情时有发生，特别是2021年12月西安突
发的疫情，对商洛民生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由于交通管
制、疫情防控等造成人工成本、运营成本等不断上涨，原材料
价格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对小微企业冲击较大。

疫情对城乡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各级各相关部门应
重点关注城乡居民生活状况，应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着力推进城乡复商复市、文旅消费复苏，做好民生商品保
供稳价与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全面满足节日消费需求。

商洛耕地面积以山地为主，基本是小农户种植，大片经
营极少，粮食种植规模效益低，总产仅占全省的 4%。由于
经营规模小、种植零散，在增加粮食面积、加大粮田科管上
困难较多，往往是政府抓得紧、农户放得松，政策上力度大、
落实到田块少，对于这些问题，各级各相关部门仍需进一步
加强粮食生产规模化管理，确保全年粮食面积保持稳定。

收入稳定增长收入稳定增长 小康成色更足小康成色更足
——2021年商洛市民生经济调查

阮 琦

2021年商洛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2020年至2021年商洛市各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数

“在农村工作，要沉下身子，实实在在做
事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真心干
事，就会得到群众认可。”1 月 19 日，说起驻
村的感受时，徐胜如是说。

2021 年 7 月，商南县公安局民警徐胜
被选派到十里坪镇十里坪社区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到任之初，就有人说风凉话，
说他“不会干出啥名堂”。然而，徐胜在心
里暗暗下决心：“虽然困难重重，但来了就
要干出个样子！”

用爱心润民心用爱心润民心

担任第一书记后，徐胜走村入户了解村
情民意。他通过听、查、看，详细了解农户家
庭基本情况、“两不愁三保障”、产业、就业、收
入支出等方面情况，与群众拉家常、认亲戚，
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社区有一李姓村民今年 40 多岁，其与
小儿子共同生活，镇、村考虑到他家情况特
殊，在脱贫攻坚期间对其给予各种政策帮
扶。后来，这名村民的小儿子上了学，按说
身强力壮的他应该通过劳动增收致富，可他
偏偏“等、靠、要”，经常到村上、镇上要这要
那，就连家中卫生都懒得收拾，邻居对此议
论纷纷。徐胜了解情况后，多次到其家中走
访，给其讲政策、摆道理，这名群众也对徐胜
吐了真心话：想让村干部在家门口给安排一
个公益岗，这样既可以照顾孩子上学，又可
以挣点钱。徐胜了解情况后，想办法给其解
决了公益岗。从此，这名村民改掉恶习。

在防返贫动态监测中，徐胜在入户走访
中得知：一黄姓村民家中幼子突发疾病在西
安治疗，其家庭负担相当重。徐胜二话不
说，主动与其结对帮扶，通过电话、微信，以
及去西安看望孩子等方式建立起鱼水之情，
为这户群众申请了低保、办了大病救助等，
实实在在解决了困难，黄姓村民逢人便说徐
胜是个大好人、好干部。

自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以来，社区共纳
入“三类户”村民 10 户，徐胜对每户的情况

都了如指掌，并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不让一
户返贫。

办实事促发展办实事促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首要。驻村后，
徐胜根据十里坪社区山高水冷特点，因地制
宜，积极通过县公安局协调项目资金，为社
区冷水鱼项目注入了资金。他协调推进社
区龙潭沟冷水鱼养殖水池项目建设，目前已
建成蓄水池 2 个 488 立方米，铺设水管 166
米 ，挖 土 填 方 1130 立 方 米 ，浆 砌 石 挡 墙
1607立方米。

十里坪社区是有名的香菇种植村，香
菇产量大、品质好，但除了商贩到种植户家
中收购外，仍有一定量的积压。这个难题
一直挂在徐胜心里，不管是遇到亲戚、朋
友、同事，还是在朋友圈，徐胜都积极推销
香菇，并通过县公安局组织干部职工购买
社区价值 3 万多元的香菇，有效解决了村
民香菇销售难题。

驻村过程中，徐胜总是和群众坐在一条
板凳上，紧扣县上、镇上的中心工作带头干，
努力让村子有发展、村民得实惠。不论是

“人盯人”防抢撤防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还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疫情防控，
徐胜坚持冲在第一线、干在最前面。

驻村以来，徐胜先后组织撤离群众 800
多人次，确保了村民人身安全；完成下湾组

110 米长的水泥路硬化，修建了长 160 米的
河堤……他由一个农村工作的“门外汉”，慢
慢成为行家里手。

心里装着群众心里装着群众

2019 年 10 月 ，商 南 县 公 安 局 接 到 支
援新疆一年的工作任务，徐胜主动向组织
提出赴新疆执行任务。在去新疆途中，徐
胜得知父亲身患重疾的消息后，匆忙返回
陪父亲到西安看病，没过几天就立即返回
工作岗位。

担任第一书记后，徐胜深知父亲身患重
疾需要子女的陪伴，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不到 3 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病逝，徐胜在
办完丧事后的第一时间，又前往十里坪社
区，忙碌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徐胜的老家在农村，他的父亲去世后，
留下母亲还需要人照顾。徐胜的妻子在商
南县医院工作，孩子在上小学，徐胜没有时
间照顾家里。“妻子有时也有怨言，但在埋怨
之后还是能理解，并竭尽全力承担家庭的重
担。”徐胜说。

“引导群众养殖山羊、冷水鱼，种植苍
术，发展红仁核桃，继续种香菇，使产业覆盖
面突破 120 户脱贫户；为干河沟组便民桥加
装栏杆，为上湾组、下湾组、黄家场组修建过
水桥；加强协调，促使群众就业、创业……”
新的一年，徐胜又在为村民的事忙碌着。

““ 来 了 就 要 干 出 个 样 子来 了 就 要 干 出 个 样 子 ””
刘广源刘广源 李治军李治军

徐胜在香菇大棚里了解村民产业发展情况徐胜在香菇大棚里了解村民产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