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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夏季 马宏
涛）景村镇御史村，位于洛南县城以东 20
公里处，全村有 15 个居民小组、648 户、
2445 人、党员 79 名，由原张家村、景旗村
和蔡底村三个村合并而成，因其为“一代
廉吏”——明代御史张鹏的故乡，因而取
名御史村。

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积极
探索新时代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通
过“五强五新”举措，大力实施“美丽乡
村 文明家园”创建活动，努力建设一个
生态宜居、设施完善、乡风文明、村美民
富的和谐幸福新家园。

强阵地聚合力，巩固文明新根基。
该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强化村“两委”会
班子理论学习，紧紧围绕“美丽乡村 文
明家园”建设目标，深入挖掘村史文化资
源，打造培训教育阵地。今年投资 80 多
万元，打造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廉政文化
教育基地——御史村家风家训教育馆，

传承弘扬宋代大儒张载、明代御史张鹏
“四为”“六有”“十戒”的优良家风家训和
廉洁文化。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级党
员干部和群众 2 万多人次，有力地提升
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
素养，有效地促进了党风政风和村风民
风的进一步好转。

强基础重治理，提升村居新颜值。
该村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要求、新任务，不
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整治环境卫
生，改造小微景观，实施“厕所革命”，绘
制文化墙。先后建成御史村牌楼、御史
笔、御史亭、新时代文明实践长廊、村史
馆、抗日炮台、四为书院、农耕民居文化
馆、村级供销社（复原）、乡风文明一条街
等特色设施和农旅融合景点。这些特色
鲜明、文化气息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接
地气蕴乡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文明文化元素，成为该村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前沿阵地”，群众身边的“无言老

师”，村民劳作之余、茶余饭后休闲娱乐、
修身养性的“文化圣地”。

强教育树典型，倡导文明新风尚。
该村积极构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驻
村工作队、党员服务队、乡贤能人队、文
艺宣传队、志愿实践队为支撑的“一核五
队”，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和党员干部、乡贤能人的引领指导作用，
教育引导广大村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促进美丽乡村健康文明、和谐
持续发展。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和党员
民主生活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一约四会”制度。每年都
要组织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

“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最美庭院”
“卫生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大力倡导
文明新风尚。

强产业促带动，打造乡村新业态。
该村着力围绕“以农促旅、以旅带农、农
旅融合”的发展新思路，聚焦“美丽乡
村 文明家园”建设新实践，并和当地产

业发展紧密融合，依托该村宏泰金银花
专业合作社，培育建设现代化、集约、多
元化大型农业产业园——御史庄园，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形成了
集种植、养殖、采摘、垂钓、农事体验、研
学旅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一条龙农旅
融合新业态，形成了“以合作社为引领、
园区为承载、农户积极参与”的产业发展
新模式。园区的蓬勃强势发展，带动就
业 300 多人次，全村户均增收 3200 元，
村集体实现经济积累 15万元以上。

强保障建机制，构建发展新格局。
该村大力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持续深化“讲、评、学、兑、帮、乐”六项文
明实践活动，通过讲读政策法规、评选先
进典型、学习科技文化、兑换物质精神奖
励、结对关爱帮扶、寓教于乐等形式，着
力构建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秩序美、
创业美的“五美”新格局，努力实现新农
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景。

御史村建设和谐幸福新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水平）近年
来，丹凤县土门镇高峪村坚持党建引领，
围绕“一线两区”发展思路，全力建设 345
国道沿线的“五美庭院”、谷峪沟休闲餐
饮和特色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全力推
动乡村振兴。

聚焦组织振兴，坚持党建引领，打造
规范阵地。高峪村以“两规范两提升”为
抓手，投资 3 万元，对村党群服务中心进
行修缮提升，合理布设功能部室。认真
落实“三个五”党建工作机制，对标党建

“7+1”标准化要求，常态化开展党员教育
培训、“三会一课”及主题党日等活动，提
升支部党建规范化水平；实施“头雁”提
升、“雏雁”培育工程，选优配强村级班
子，聘请“荣誉书记”“荣誉主任”2 名，储
备后备干部 7 名，村“两委”战斗力、凝聚
力进一步增强。

聚焦产业发展，坚持多种经营，探索
增收路径。村上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兑
付产业奖补 83 户 1.05 万元，种植黄姜等

中药材 700 多亩，栽种板栗、核桃、山茱
萸 1200 多亩，千头猪厂年出栏 300 多
头；探索“支部+集体经济+农户”模式，
原村支书赵根全领办村集体经济，争取
投资 78 万元，建成高峪村废品回收站，
集体经济年收益 5 万元以上；整合闲置
资源，流转土地 2100 亩，建香椿园 1070
亩，金牧粮草栽种 1030 亩，就近带动群
众务工 20多人，人均年增收 2000多元。

聚焦人才振兴，坚持能人带动，注入
发展动能。高峪村搭建人才引进平台，
村党支部积极动员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李
跃宸、大学毕业生索狮玲 2 名同志回村
任职，并陆续在返乡能人中发展党员 4
名；挖掘本土人才，产业大户朱贤良成立
绿竹同富农业有限公司、香椿专业合作
社，开办香椿农家乐 1 家，发展生态农业
2100 亩，引领产业发展。富有年代怀旧

特色的“土门公社”农家乐，深受顾客欢
迎，为高峪村发展“观光+餐饮”产业奠定
了基础。

聚焦文化振兴，坚持文明实践，树立
典型标杆。高峪村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农家书屋等平台，挖掘敬老孝亲先
进典型，引导群众尚德崇善；结合“人盯
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镇党委+
村党组织+片区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
级组织体系，全村划分片区 7 个、成立片
区党小组 3个，设立党员中心户 11 个、党
员先锋岗 7 个；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完善村规民约及“一约四会”制度，评选

“五美庭院”“十星文明户”15 户，表彰防
疫防火典型 11人，引领文明新风。

聚焦生态振兴，坚持环境治理，建设
生态家园。高峪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
谆嘱托，积极践行“两山”理论，常态化开

展秦岭生态环保活动，积极宣传环保法
规，彻底整改反馈问题 1 件；实施网格化
管理，发挥党员、网格员及片长作用，组
建党员先锋队、示范岗 10 个，扎实开展
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按照“一拆两清三改
四提升”要求，对全村 7 个组 323 户开展
拉网式整治；定期开展环境卫生评比活
动，通过红黑榜，晒美亮丑，引导群众主
动参与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签订责任书
312 份，配置设施 75 个，清运垃圾 0.3 万
吨，拆除违建和广告牌 20多个（处）。

高峪村“五个聚焦”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南晓
文）近日，柞水县红岩寺镇盘
龙 寺 村 开 展 了“ 十 星 级 文 明
户”“道德模范”“致富能手”等
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在全
村掀起了学先进、比先进、赶
先进的热潮，小山村里处处绽
放文明之花。

清 晨 ，15 名 片 长 穿 着 红
马甲、怀揣口袋书，迎着晨曦，
挨家挨户听民声、纾民困、解
民忧。片长每天步行 1 万多
步，穿行在片区的山山岭岭、
沟沟岔岔，成为大山里的一道
亮丽风景。

在农民技术学校，村民们
积极参加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每次提前来到教室，利用开课
之前的时间，拉拉家常，相互
传递用工信息，交流种植、养
殖经验，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
离。同时，提高了农民思想道
德和文化素质，12 人成为“土
专家”“田秀才”，28 户分别被
授予“五美庭院”“孝敬爱老”

“致富带头人”“好公婆”“好媳
妇”荣誉称号。

郭财宝以前家里脏乱差，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自从
看到别人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深受教育，回家以后，把
家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弃耕多年的土地重新挖
了出来，准备种上中药材，天天忙里忙外，跟换了一个人
似的，信心满满地说：“力争明年评上‘十星级文明户’。”

在爱心发屋，前来免费理发的老人谈笑风生，发屋
里不时传出幸福的笑声。老人退休干部南自宝看到村
里的变化，喜笑颜开地说：“两年来，村上不断改善居住
环境，我们的山青了、水绿了、路平了、院子干净了、路
灯也亮了，日子越来越有惬意，我还想再活 20年。”

近年来，盘龙寺村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以大力培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为重点，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健全完善红白理
事会章程，成立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广泛宣传，倡导
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彻底遏制人情攀比、高额彩礼、铺
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全村上下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出现了人人争
当学习模范，个个争做致富能手的新风气。

下一步，该村将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深
化公民道德建设，发挥身边好人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大力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
围，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坚
实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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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斌 尤晨）今年以来，洛南县古
城 镇 红 旗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严 格 落 实 市 县 驻 村 帮 扶 工 作 要
求，以“三百四千”工程为抓手，积极投身“千名党员驻村
兴 农 ”，持 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全面履行驻村“五项”职责，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红 旗 村 始 终 以 建 强 村 支 部 堡 垒 为 出 发 点 ，健 全 村 级
党组织工作机制，坚持“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
生活，积极开展党员积分管理、承诺践诺、支部“1+1”等活
动；以服务群众为发力点，紧紧围绕全村经济社会发展，
合理设置党员岗位，有效发挥党员在防汛、防疫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

红旗村始终把培强主导产业、增加群众收入作为驻村
工作的第一要务。在充分调查研究村级产业现状的基础
上，科学布局产业规划。对烤烟、中药材两个成熟产业，按
照“扩规模强技术提效益”的思路稳步发展，累计发展烤烟
600 亩、中药材 350 亩，新建红仁核桃示范园 100 亩，嫁接改
造低产低效核桃园 150 亩；持续推行“人盯人+”基层社会治
理机制，充分发挥片长、网格员作用，落实落细基层社会治
理任务；通过召开“乡贤能人”座谈会、群众院落会、入户走
访等形式，把听民意、解民忧和执行政策有机衔接，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另外，驻村工作队修建惠民 305 户 1250 人的东头组至
寨子组 6 公里产业路；争取资金 15 万元，安装路灯 74 盏；争
取资金 45 万元，建设红仁核桃基地 300 亩，硬化院落 2070
平方米，绿化道路 870 米，新修建砖瓦围墙 1200 米、文化广
场 1 处。

红旗村党员驻村促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白浩英）今年以来，丹凤县庾
岭镇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断思考推进党建与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

镇上以“两规范两提升”工作为着力点，把抓班子
带队伍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核心要点，全年举办
培训班 4 期，储备年轻后备干部 46 人，新发展大专以
上学历年轻党员 14 名，优化调整村干部 7 人，全面提
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聚焦本地“4+X”(菌、果、药、畜)
主导产业，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种植猪苓、茯苓 4 万
窝，新建蘑菇大棚 20 个，总规模达到 70 棚 50 万袋，出
菇效益明显、产销两旺，已实现销售收入 115.2 万元、
盈利 30万元，并带动当地群众 70多人稳定就业。

镇上建立镇域人才工作站和人才工作室，聘请
11 名“荣誉支书”和“荣誉主任”，持续开展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 6 次，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500 多人次；依托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细胞党员志愿服务 15
次，深挖示范典型，评选十星级文明户 37 户、五美庭
院 33 户、好婆婆好媳妇 60 人、五好家庭 11 户；抓好

“五乱”整治和村庄道路硬化、美化、绿化、亮化工作；
发动党员干部及群众 1600 多人次，动用各类工程类
车辆机械等 10 多台，拆除违规建房 1 处，闲置危旧房
屋、残垣断壁 8 处，清理野广告及一店多牌 320 多处，
清理乱堆乱放 280 多处，彻底整治脏乱差现象，努力
打造有特色、有颜值、有内涵的美丽乡村，切实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庾岭镇盘活乡土人才资源

本报讯 （通讯员 孙 欢）位
于丹凤县城东 17 公里的铁峪铺镇
化庙村，是一处典型的“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秦巴山地。近年来，化庙村
以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为目
标主线，创新工作方法，践行工作承
诺，通过撬开党建引领、特色产业、
环境提升、人才培育、乡村治理等五
大“动力源”，激增振兴“加速度”，使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更上
一层楼。

化庙村围绕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 化 建 设 ，通 过“ 两 规 范 两 提 升 ”
活 动 实 现 阵 地 提 标 提 质 ，擦 亮 服
务党员群众阵地；规范落实“三会
一课”等党内基本制度，深化党员
五个认领，积极探索党员“365”精
准 分 类 管 理 工 作 法 ，大 力 推 行 党
员 中 心 户“1+3 带 10”活 动 ，积 极
当 好“ 政 策 宣 传 员、信 息 传 递 员、
技术指导员、创业引领员、代办服
务员、工作组织员”六大员，充分
发 挥 党 员 群 众 联 户 带 富 作 用 ；聚
焦 县 镇“1234”产 业 发 展 思 路 ，培
育 发 展 本 村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建 成
大樱桃采摘园、冬枣种植园、食用
菌培育园、中药材种植园、农家乐
休 闲 娱 乐 园 、千 瓦 光 伏 发 电 基 地

“五园一基地”发展格局，辐射带
动周边群众达 30 人务工，人均增
收达 2000 元，实现群众家门口就
业 、集 体 和 个 人 双 向 增 收 。 村 上
按照“集中力量、精准发力、党群
联动、建章立制”的原则，积极探
索环境治理“四个四”工作机制，
落实“六定”管理模式，营造“党员做给群众看、党员带着
群众干”的浓厚氛围；夯实党员监督岗、问题墙、回音壁+
红黑榜激励惩处机制，实现党员引领示范叠加乘法效应，
让 群 众 扮 演 决 策 者 、建 设 者 、管 理 者 和 受 益 者 的 多 重 角
色。今年共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 次，评选美丽庭院 15
户、文明家庭 10 户活动，红榜表彰 5 人、黑榜曝光 1 人，形
成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氛围。

化庙村坚持用好乡情纽带回引人才、科学考评激励人
才、管用结合培养人才的“引、评、育”机制，激活创新发展
动能；结合导师 1+N 工作机制，为 6 后备干部配备导师 4
名，积极发掘乡土人才，充分利用扶贫夜校、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为各类人才搭建施展才智的
舞台。目前，已聚集村致富带头人 4 名、各类技术能手 60
多人。同时，村上推行“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
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划分 8 个基层网格，今年共计解决老
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25 件；充分发挥“一约四会”制度作用，
建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文化院落、
文化长廊五大活动阵地，评树先进彰显榜样，提高乡风文
明建设效能，营造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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