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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贾书章）为持续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聚焦“小切口改革、大民生服务”，经认真研判、沟通协调，于
12月3日起，市政务服务中心在政务大厅实施延时服务。

据了解，市政务服务大厅各办事窗口的政务服务延
时服务坚持需求导向，通过“弹性工作制”“周末不休息”
等延时服务举措，聚焦解决办事企业、群众“工作时间没
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等难题，将最大限度满足企业、
群众服务需求。市审批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税务局、市
养老保险经办处、市医保经办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8 家单位为第
一批提供延时服务单位。

近年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坚持改革创新、主动担当
作为，精简审批、优化服务，为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审批服务保障。实施政务服务延时
服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创新举
措，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切实需求。市政务服务大厅各办
事窗口在法定工作日下班时段实行弹性工作制，在所有双
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9 时至 12 时提供延时服务，将有效
做到政务服务全年“不打烊”。

市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延时服务

巍巍秦岭，绵延起伏。初冬时节，山阳县户家塬镇牛耳
川，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大道通向深处，蓝色的养牛棚舍与
万里碧空浑然天成。

绿色资源，赋予了农民增收新动能。陕西意发生态农牧
有限公司 1500 多头塔尔牛，点亮了千家万户的致富希望。
一业带动百业兴，产业帮扶的效果日益凸显，联农带农的实
践更加生动。

近年来，山阳县坚持“生态立县”发展战略，把绿色循环
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积极建园区、兴基地、带农
户，培育了以山阳县生态肉牛养殖产业园为代表的一大批生
态农业循环产业园区，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变成农民群众增
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生态美 绿色养殖空间大

山阳县地处秦岭腹地，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
源涵养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68%，负氧离子浓度是世卫组织
标准的 10 倍以上，被誉为“天然氧吧”和西安第二生活区，生
态优势非常明显。

“良好的生态，不仅为绿色养殖创造了发展空间，而且
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托养增收致富。”山阳县发改局局长
陈迪祥说。

在产业发展规划上，山阳县按照绿色循环、科技现代的
理念，紧盯打造全省一流现代农业产业园定位，高标准谋划
山阳县生态肉牛养殖产业园。聘请陕西省现代农业科学研
究院专家，精心编制片区规划和园区规划，整流域规划和优
化空间布局，对 46 户易地扶贫搬迁户腾退的 71 亩宅基地进
行整理，流转 302 亩零散土地，实施水系修复、生态林营造等
工程，规划了养殖核心产业园、粮改饲优质饲草加工区、良种
繁育育肥区、屠宰加工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区“一园四
区”，为集约发展、循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牛耳川群众有养牛的习惯，但是由于‘单兵作战’，养殖
方法传统，始终形不成规模。”陕西意发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张家峰说，“现在政府优化了产业布局，规划了园
区，规模养殖的条件成熟，我们已经发展肉牛养殖 1512头。”

好山好水好产业，念好牛经发牛财。过去许多群众认
为，大量的秸秆浪费，养牛等于把废弃的饲草变成钱。通过
联农带农机制效应的持续放大，农民“抱团取暖”的经营意识
普遍提高，生产绿色农产品的观念不断增强，规模化发展生
态养殖的愿望更加强烈。

据了解，山阳县发挥秦岭牛肉特有的风味和全程“无
添加”的独特优势，努力在“绿”和“特”上做文章，建成生态
养殖示范园 4 个、规模养殖场 115 个、生态农业产业园 56

个。在销售上主动对接西安、南京等地大型商超，开辟淘
宝、京东等线上销售渠道。同时还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
展校地合作，开发酱牛肉、腊牛肉、牛肉干等 12 类品种，产
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机制强 农民增收成色足

冬日的牛耳川社区，呵气成霜，寒气逼人。
“过去人扎堆坐在街道谝闲传，这几年人都忙于务工和

养牛，这里一下子清闲了许多。”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岗位上
退下来有 3年时间的郑启明感慨地说。

看似冷清的背后，却涌动着生态养殖的热潮。这幅“富
春山居图”的描绘，涵盖了山阳县产业帮扶、联农带农机制的
浓墨重彩。

山阳县以“三建三带”为抓手，结实联
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公司+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产
业扶贫模式，全县组建肉牛产
业联合体、茶叶发展协会等
产 业 协 会 5 个 ，发 展 市 级
以上龙头企业 28 家、市
级 以 上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28 个 、市 级 以 上 家
庭 农 场 17 个 ，把 9.6
万 名 农 民 镶 嵌 在 生
态养殖产业链上，年
人均增收 3.6 万元。

机 制 催 生 效 能 。
山 阳 县 坚 持“ 政 府 引
导、企业主导、群众参
与”的发展思路，出台了

“激励乡党回乡创业十条
措施”，引导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回乡发展肉牛生态养殖
产业，整合涉农资金 3000 万元，
支持园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让企业轻装上阵。企业充分发挥主
体作用，先后投资 3.2 亿元建设园区，成功打
造为市级生态农业园区、国家级肉牛标准化示范
场。牵头组建全县肉牛产业联合体，带动全县发展肉牛养殖
基地 5 个、家庭农场 11 个、合作社 27 个，将 3000 户农户镶嵌
在产业链上，实现了政府、企业、群众多方共赢。

今年 48 岁的杨贤贵家住牛耳川社区下庙组，是一个五
口之家，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他与妻子还要照顾 80 多岁的母
亲，根本出不了远门。“两年前，我到公司养牛，每天管三顿
饭，一月还能领 3500 元工资，做梦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的
事情。”提起养殖园区，杨贤贵高兴得合不拢嘴。

企业领着群众走，农民增收成色足。据介绍，山阳县生
态养殖园区提供就业岗位 80 多个，年均收入 2.5 万元以上；
带动 1500 户农户发展饲草订单种植 1.3万亩，年可提供青贮
饲料 5 万吨以上，户均增收 2000 多元；周边 320 户群众托管
代养肉牛 957 头，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以上；带动发展物流企

业 2家、冷链 3家、电商 1家、餐饮 3家。

产品优 综合效益更亮眼

“我们饲养的肉牛，吃的是秦岭百草，喝的是纯净山泉，
呼吸的是新鲜空气。”站在牛舍门口，张家峰指着低头进食的
塔尔牛说，“你看，个个毛色光顺，体健膘肥。”

从农户零散自养，到经营主体带动，实现规模养殖打造
品牌，验证了“好酒不怕巷子深”这个道理。山阳县生态养殖
秉承“绿色循环、创新共享”发展理念，实行“养殖+品牌”，带
动示范作用愈加明显，产品价值不断提高。目前，全县畜禽
饲养量达 494.99万头（只），创建部、省、市级畜禽标准化规模

养殖示范场 89个，牧业产值达到 15亿元。
“通过生态养殖产业延链补链，推

动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有机
结合，畜牧业实现华丽转身，

‘源味山阳’农特产品品
牌影响力持续放大。”

山阳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宋军对于生

态 养 殖 的 前

景，表现得信心十足。
据介绍，目前全县建成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4 个、

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6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 5个，开
发农产品 30 多类 260 多种，认定“三品”农产品 56个、地标产
品 3 个、“名特优新”产品 9 个、区域公用品牌 3 个，岭南牛肉、
德青源鸡蛋、山阳核桃等一批特色农产品畅销省内外，成为
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县。

生态养殖产品优，综合效益更亮眼。山阳县始终坚持
延链补链，按照“上伸下延”的思路，坚持走“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之路。打通上游链条，挖掘生态资源价值。全县
依托“22℃商洛”气候条件和生态资源丰富等优势，大力发
展肉牛养殖产业，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直接的经济价
值。延伸下游产业，变“耗能”为“供能”。按照“牛粪—沼气
—有机肥—绿色种植”的循环发展模式，建设沼气发电池
1500 立方米，年发电 160 万度，20%企业自用，80%供应周
边居民小区，让 507 户农户用上了清洁能源。建设有机肥
加工厂，利用沼渣和食用菌废弃菌袋加工有机肥，年生产有
机肥 10 万吨，销往省内渭南、延安和省外山东等地，2021 年
清洁能源及有机肥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养殖收入，开辟了做
大“副业”、做优“主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出联农带农
生态养殖的“新版本”。

初冬，走进洛南县麻坪镇云蒙山村，曾经播种的希望，
迎来了丰盈的收获：木耳成为新兴产业，房前屋后绿化美
化，“数字乡村”配置一新，修河堤、装路灯……一个个项目
的稳步推进，一件件民生实事的有效实施，让云蒙山村一
跃成为今年洛南县的“乡村振兴红旗村”，也成为首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这是上任一年后，云蒙山村党支部书记汪春
堂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2021 年，我们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通过土地
流转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樱桃、中药材、
蔬菜、光伏产业，年集体经济收入 10 多万元。我们创新收
益分配方式，探索出一条集体、群众双增收的发展模式。
目前，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一大批群众就
近就业增收。”汪春堂说。

云蒙山村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快速兴旺起来，并成为党
建“传帮带”示范村，汪春堂先后被几个村聘为产业发展指
导员，“头雁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竞相聚集。

在洛河两岸，像汪春堂一样带富领飞的“头雁”还有很
多。在距县城较远的石坡镇石羊村，虽然藏在山间，但是
经济发展却十分迅速。今年 37 岁的王娟于 2007 年至
2021 年任职镇社保干部，2021 年 4 月当选为石羊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领头雁”后，她从集体经济入

手，流转土地 75 亩，争取资金 19.5 万元，打造朝天椒集中
连片产业示范点 2 处，建立朝天椒烘烤厢，实行订单销售，
实现产、销一体化管理模式。她积极完善村级基础设施，
修复河堤，修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各项规章制度，用实际
行动生动诠释了“头雁效应”。

“拟推进总投资 200 万元的中药材加工厂项目，探索
产业融合发展新路。”

“以持续打造玫瑰小镇为契机，多元化发展产业，探索
旅游驱动型发展模式。”

……
今年以来，洛南县组织 247 名“头雁”开展承诺践诺活

动，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等 5 方面内容，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乡村振兴目标任
务，亮出“任务书”“路线图”。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产业联盟，把更多的群众纳入集
体经济联合社，共同发展壮大产业。”这是古城镇中联村党
支部书记吴向阳今年承诺的事实之一。3年前，在组织部门
的动员下，先富起来的他放下经营多年的饭店，回村带领乡
亲创业。发展产业，吴向阳有一套。他把种植户“拧成一股
绳”，纳入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统一管理，支部先领办产业
大棚 15个，再不断引进横溪西瓜、五色圣女果、奶油草莓等

新品种，带领群众流转 500 亩土地，发展大棚 240 个，实现
集体收入32万元，群众人均纯收入增加1000多元。

永坪村是三要镇今年打造的首个农旅融合示范村，
“网红打卡地”不是它唯一的标签，省级标准化示范村、
市级文明村、县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县级乡村振兴红旗
村……这些闪亮的名片背后，是多年来“头雁”韩军凯用心
血和汗水塑造的。他动员建立朝阳产业园，推行“支部＋
产业园+群众”的方式，实现稳定的利益联结；注重发挥“五
老”能人作用，推行“一核三融”治理模式，大力开展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在永坪村的广大党员群众看来，有一个群
众信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有一班团结干事的村班子、有一
张经济发展的蓝图、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有一本公开
的收支账目赋能，永坪的振兴之路必定越走越宽。

今年 38 岁的石门镇太白岔村党支部书记王亚军是县
委组织部实施“归雁计划”引进的“归雁”之一，他所在的太
白岔村连年遭受特大暴雨袭击，轮番遭遇水毁，轮番开展
灾后重建，但王亚军并没有因此泄气。为有效应对风险隐
患，他组建了“四队三群”。为迅速开展灾后重建，他建立
了“带帮团”机制，带领党员群众，抢通便道、修复饮水管
网、恢复电力杆线、修建便民桥、修复河堤、恢复耕地，完成
水毁群众搬迁、房屋改造等。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他还

积极谋划修建太白岔村纯净水项目，在林下套种大豆，发
展光伏产业……如今的太白岔村，又恢复了昔日的兴旺。

洛南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林萍说：“为增强广大
‘头雁’乡村振兴的过硬本领，我县建立了‘月推介季观摩年
考评’和‘树旗评星’工作机制，设立了乡村振兴智囊团、支部
书记帮带工作室，通过开展现场观摩、会议推进、擂台比武、
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有力助推‘头雁’快速成长。”

洛南县通过开展观摩会、擂台赛，分层开展一系列专
题培训，评定乡村振兴红旗村 9个，评选六星书记 10名，落
实导师帮带制，打造支部书记帮带工作室 3 个，创建“头
雁”带富领飞示范村 32 个，247 名“头雁”领办集体经济发
展项目 166 个，实施基础设施项目 343 件，办理实事 1001
件，包抓产业 313 个，争取投资项目 611 个 19208 万元，推
动形成以中药材、食用菌、大棚蔬菜为主的集体经济集群。

这是洛南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坚实印记，也是“头雁”带
富领飞的幸福“果实”。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洛南县始终将村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摆在乡村振兴事关全
局的位置，通过培育“头雁”，推动工作、提升质量、促进发展，突
出抓好“头雁”的来源、渠道、培养、选拔、监督、管理、考核、关爱
等全链条体系，着力打造一支讲政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村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凝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 头 雁 ”领 飞 拓 宽 振 兴 路
本报通讯员 寇 鑫 李东芳

依 托 资 源 禀 赋依 托 资 源 禀 赋 做 大 富 民 产 业做 大 富 民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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