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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前几天刚把自己种的 6 亩采完，这几天又上山采，这
段时间，我一家子 3 口人就挣了 4 万多元钱。”说起今年的
连翘，丹凤县竹林关镇阳河村村民杜松柏难掩心中的喜悦。

近年来，竹林关镇结合当地实际，积极鼓励群众发展连
翘种植产业。结合退林还林项目，争取县林业局下发连翘
树苗给群众，目前全镇已种植连翘 1万多亩。

眼下，正是连翘收获的好时节，各村提前联系好中药材
收购商上门收购，村民采摘当天就可全部售出。“今年连翘

生意比往年好做，我专门在石槽沟这一带收购，这段时间已
经挣了十来万元。”中药材收购商刘安文说起今年连翘收购
也是喜上眉梢。

“竹林关这地方适合连翘生长，除了地里种植的，山上
野生的也非常多，而且大部分成片生长，自己种植的再加上
上山采野生的，有的这段时间下来都挣两三万块钱，家家户
户这项产业收益都在万元以上。”竹林关镇赵家庵村党支部
书记曹书宝说。

竹林关镇竹林关镇 连翘收获季 增收正当时
本报通讯员 童桂珍

镇安县大坪镇园山村村民蒋卫西，不仅自己靠养鸡发
了财，而且还带动和扶持本村多户农民一起致富，年实现销
售收入 650 万元。他创办的镇安县鸿卓养殖专业合作社，
也成了镇安县最大的蛋鸡产业化龙头企业。

在大坪镇园山村的鸿卓蛋鸡养殖场，上万只鸡整齐地
站在栅栏旁，叽叽喳喳，等待主人的投喂。随着蒋卫西按下
启动按钮，上料机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均匀地洒出饲料。这
时鸡场躁动了起来，开始争先恐后地啄食，吃饱了抬头一啄
就喝到了干净的泉水。整个过程采用自动化设备，只需人
工将鸡蛋捡回装盘。

镇安县鸿卓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大坪镇园山村委
会副主任蒋卫西介绍说，他们采用自动上料、自动上水、自
动清粪、自动环控系统，确保圈舍干净无异味，节约了人工
成本。蛋鸡饮用山泉水，饲料以本地产玉米为主，蛋壳含钙
量高，蛋液清澈黏稠，蛋黄金亮，营养丰富。现存栏蛋鸡 3
万只，日均产蛋 1500 公斤，主要供应中小学生营养早餐及
周边超市，市场反响较好。

今年 32 岁的蒋卫西是大坪镇园山村四组村民，2016
年自筹资金 400 万元注册了镇安县鸿卓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成规模化蛋鸡养殖场，满足了县内外市场供应。同时，
他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为入社群众分发鸡苗，
提供疫苗接种、疾病防治、养殖技术培训等服务外，还负
责鸡蛋销售等，带动周边群众通过养殖产业链条增收致
富，也因此被选为当地的村委会干部。目前，蒋卫西的养
鸡场有育苗舍 600 平方米、产蛋圈舍 2200 平方米。全年
出售商品鸡蛋 65 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 650 万元、纯收入
60 多万元。

园山村园山村 能人养鸡带民富
本报通讯员 夏泽梅

在丹凤县铁峪铺镇花魁村，潺潺的溪
水、清新的空气、有趣的景观、茂密的树木，
一 片 绿 意 盎 然 、欣 欣 向 荣 的 景 象 令 人 陶
醉。这里还有远近闻名的龙台观和天然溶
洞——黄龙洞。

“柏油路、小广场、游乐场……这些城里
的基础设施修在家门口，我们以前想都不敢
想，如今走出家门就可以享用。我们花魁村
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花魁村花魁组叶青连
高兴地说。

近年来，花魁村紧盯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这一目标，依托本地资源，凝聚党群力
量，大力发展产业，聚力打造旅游，持续深
化“灵秀龙台·五彩花魁”品牌，淳化乡风民
风，让群众钱袋鼓起来、脑袋富起来，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花魁村“两

委”坚持因地制宜，盘活房屋、土地、河流等
闲置资源，建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上
将 13 个闲置双孢菇大棚改造种植箱式天
麻，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主体作用；建成高标准的天麻、五味子
产业园 1000 亩，在天麻产业园套种了油
葵、栽植了连翘；新建农家乐、中药材展示
馆、网红打卡地，加快传统产业向“康养+
旅游”转型。

“我今年在天麻和五味子产业园务工，
自己还种植了 2 亩天麻，村上给联系技术培
训，同时安排党员种植大户跟我结对，给我
技术指导，帮我发展产业，在党组织的关心
帮助下，我今年产业加务工收入预计可增加
1 万多元，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啦！”正在天麻
产业园除草的村民张俊民高兴地说。

花魁村大力实施“两改”工作，完成房屋

立面改造 156 间、土坯房改造 18 间、拆旧翻
新房屋 9 间、户厕三格式改造 25 座；先后对
1.9 公里通村路进行了柔性改造；改造提升
便民桥 1 座；增设了垃圾台、停车场及公厕，
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深入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结合“五美庭院、绿色家庭”
等评比活动，带动群众自觉维护村庄环境卫
生，整体做到“干净、整洁、清爽、有序”。围
绕黄龙洞、龙台观景区开发，配套建设景观、
游乐、民宿等；支持群众发展“五小”经济，规
划增建游客中心及景区停车场，扩大集体资
产收益。一体化推进“观光、旅游、度假、生
活”协同发展，吸引游客赏农家景、摘农家
果、吃农家饭、购农家物、住农家屋，畅游黄
龙洞、龙台观景区。

由村“两委”牵头，修订村规民约，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组织党员群众建立了一

支志愿服务队，他们进组入户开展宣讲活
动，积极倡导白事简办、红事新办，禁止大
操 大 办 。 村 上 积 极 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活动，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大力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关心关爱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让群
众时刻感受到“党就在身边”；开展新时代
志愿服务活动 6 场次、“道德红黑榜”评比
2 期，树立典型模范，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
习模范、争当模范，弘扬良好家风，培育淳
朴民风。

“龙台观历史悠久，植被丰富，身处这个
天然氧吧，视野开阔，空气新鲜，令人神清气
爽；黄龙洞保留着最原始的溶洞风貌，内部
就像空调房，可供人纳凉避暑，洞下的龙嘴
中吐出的泉水，清冽甘甜，真是夏天游玩的
好去处！”一名游客感叹道。

花魁村花魁村 村美民富产业兴
本报通讯员 冀 檀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杨
斌 余燕妮）今 年 以 来 ，洛 南

县 古 城 镇 把 抓 党 建 促 乡 村 振 兴
摆 在 突 出 位 置 ，坚 持 抓 基 层 、强
基 础 、固 基 本 ，把 基 层 党 建 融 入
乡 村 振 兴 各 环 节 、全 链 条 ，扎 实
推进乡村振兴。

镇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
合，组织全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今年以
来 ，古 城 镇 开 展 集 中 学 习 26 场
次，组织青年干部能力素质提升
培 训 32 次 ，开 展 各 类 宣 讲 活 动
153 场次，全镇党员干部政治理论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 ；全面提升组织
建设质量，深入实施“五雁工程”助
力乡村振兴，印发《古城镇实施“五
雁工程”助力乡村振兴九条措施》，
分类建立 427 人的“五雁”工作台
账，开展 3 次集体学习，在县级各
类媒体推荐宣传“五雁”典型 4 人；
持续推行“建立三个体系、形成一
个机制、实现三化管理”工作机制，
化解社会治理疑难问题 320 多个，
破解宁农瓜果产业园、祥瑞腾达电
子厂等项目发展难题，社会治理水
平显著提高；扎实开展“三联三促”
工作，探索实施组织分三型、组织
建三线、党员分三类“三个三”路
径，助推卫岗乳业、桃悠谷等 13 个
重 点 项 目 发 展 ，建 成 千 亩 红 仁 核
桃、玄参、宁农瓜果蔬菜等一批产
业基地，发展玄参 1600 亩、红仁核
桃 1500 亩、香菇 100 万袋、瓜果蔬
菜绿色大棚 300 个。

另外，古城镇扎实开展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整顿，
制定镇村两级整改方案，落实县镇村三级领导包抓责
任和“四个一”措施，推行支部“1+1”结对帮扶模式，认
真细致开展整改；深入开展“汉字故里旗正红”党建主
题活动，结合实际打造“柏年好核·活力古城”党建品
牌，召开专题推进会 2 次，观摩评比 2 次，开展督查检查
3 次，下发工作通报 3 期。围绕“育、选、用”环节，加强
镇村干部培养，建立全镇年轻干部信息库和村（社区）
后备干部信息库，定期开展年轻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
训会，通过培训授课学、到先进村学、单位实践学、干部
谈感悟互动学等形式，全面激发年轻干部自身优势、增
强干事创业自信心。同时，狠抓人才队伍建设，鼓励高
校毕业生、致富能人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
人才资源，打造人才示范点 3 个，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 52 场次，累计培训 8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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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柞 水 县 乾 佑 镇

李 杭 不 慎 将 柞 水 县 尊 尚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2

月 19 日 开 具 的 车 位 认 筹 款

收 款 收 据 丢 失 ，收 据 号 为

NO.7535618，金额 5 万元，声

明作废。

●陕 西 省 柞 水 县 乾 佑 镇

李 杭 不 慎 将 柞 水 县 尊 尚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2

月 19 日 开 具 的《车 位 会 员

认 筹 申 请 与 权 益 书》蓝 联 丢

失 ，编 号 ：080，声 明 作 废 。

●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中 心

粮 站 黄 沙 桥 分 店 的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号 为 JY16110020075602 ，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山 阳 县 城 关 街

道 办 事 处 张 语 晗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为

U610424379，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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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乡间道路、错落有
致的农家小院、图文并茂的文化长
廊……盛夏时节，漫步在镇安县达
仁镇，文明乡风扑面而来，绘出一
幅村美、民富、业兴、人和的文明乡
村画卷。

“现在，大家的思想都在进步，
人情负担轻了，邻里矛盾少了，日子
是越过越好！”谈起家乡的变化，达
仁镇狮子口社区居民李高兵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传承家
风、志愿服务，让文明乡风蔚然成
风 ，诚 实 守 信 、崇 德 向 善 、孝 老 爱
亲、勤俭节约等成为广大村民的普
遍共识。

达仁镇地处秦岭腹地，茶是这
里最鲜明的标识。为引领文明乡
风、推进移风易俗。达仁镇以移风
易俗为突破口，持续深化新时代文
明实践，积极破除农村陈规陋习，大
力倡导文明乡风，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吹响了文明乡风“冲锋号”，群众
文明意识明显提高，使文明的种子
在茶乡落地生根。

达仁镇组织各村（社区）修订完
善了村规民约，推动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和禁毒禁赌
会持续发挥作用，严守村民自治十
条红线，既“约”出了文明村居，又

“约”出了和谐家园。
“以往大家有个红白事，都弄得

满桌子满碗的，就图个人前风光，不
仅钱遭罪，东西也没少浪费。”村民
周登银说，“现在，大家都按一个标
准来办，不攀比也不铺张浪费了。”

乡风文明需要潜移默化、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党员干部既要当好“严管家”，更要做好“带
头人”。“只有我们带头严格执行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
等各项制度，说话有分寸、做事有规矩，才能用自己的行为
去影响、带动全体党员和居民。”达仁镇狮子口社区党支部
书记余银忠说。

如今，群众从过去的讲排场、比气派，到现在的比文化、
比家风，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勤俭节约蔚然成风，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文明之风劲吹茶乡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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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镇安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深入青铜关镇丰收村安魔128号一代种源培育基地调查魔芋生长状况，提醒种植户关
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抓好抗旱、防涝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确保魔芋丰产丰收。 （本报通讯员 程卫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