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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真的太好了，湘河社区在我们柳树沟组
建了 1000 多亩新茶园，我家的荒山流转给
村集体，每年都领到好几千元。我在茶山干
活儿，这次又给我发了 4800 元的工资，正好
可以再补充些年货。”1 月 17 日下午，商南县
湘河镇湘河社区居民方根有在领取茶山务工
工资时高兴地说。当天，湘河社区在柳树沟
茶山，现场为参与集体经济合作社项目务工
的 71名群众发放了 17.8万元务工工资。

为了助推乡村振兴，湘河社区紧紧围绕
商南县“四大名城”建设，抓住紧邻莲花湖风
景区、丹江穿境而过的区位优势，将生态茶产
业作为社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发挥社区土地
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把党小组建在
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
品牌树在产业链的“四链”发展模式，大力发

展茶产业增加群众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走
出了一条基层党建与茶园建设互融互动、又
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

湘河社区通过抓党建促产业、做强产业
促就业的“造血”成效，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以党组织振兴引领乡村全面发
展。社区启动建设了集茶旅、康养、精品农业
于一体的融合发展项目，总体规划建设 3300
亩茶园。

由于柳树沟茶山茶旅融合项目涉及湘河
社区和莲花台村，湘河镇党委组织推动成立
了湘河社区莲花台村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
组织联建、队伍联管、发展联动、环境联治、活
动联办的“党建赋能、五联兴村”机制，以“党
支部联动引领建、党员带头示范建、全民参与
务工建”模式，党支部书记深入基地一线协

调，安排专人驻扎一线推进，回引在职党员、
退休干部等 60 多人参与茶园建设。基地自
去年 6 月开建以来，实现了一个月完成征地、
土地平整和两个月完成栽植管理的“湘河速
度”。目前，项目已投资 950 多万元，建成茶
园 1200 亩，栽植品牌龙井 43 号茶苗 500 多
万株，新修茶园道路 8.5 公里，硬化产业路
2.6 公里，绿化美化了茶园道路，带动劳动力
就业 180 多人，累计发放就业务工工资 210
多万元，兑付分红资金 160 户 9 万元，发放土
地流转资金 38 万元，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
原来的零增长到现在的 18.5 万元，有效发挥
了茶产业的最大效益，延伸了商南茶产业发
展的新链条，提升了社区党组织服务基层的
影响力和感召力。项目的实施，使千亩荒坡
变良田、低产林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高产茶
园，柳树沟的环境卫生也得到明显改善，乡村
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

“湘河社区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依 托 莲 花 湖 、丹 江 等 山
水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按 照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思
路，继续扩建新茶园，改造一批老茶园，完
善 新 茶 园 灌 溉 设 施 ，规 划 建 设 功 能 齐 全 、
工艺先进的茶叶加工厂，逐步解决丹南茶
叶 加 工 难 题 ，聚 力 打 造 湘 河 莲 花 茶 品 牌 。
修建茶山旅游步道、凉亭、品茶厅等设施，
高 标 准 实 施 基 地 绿 化 、亮 化 、美 化 工 程 。
建 设 农 家 乐 、民 宿 等 旅 游 配 套 设 施 ，通 过
党建引领、党员示范、群众致富，有效提升
社区党组织服务基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逐步实现旅游观光来湘河、好山好水有好
茶 、党 建 引 领 强 示 范 、走 出 振 兴 新 路 子 的
目 标 。”湘 河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景 云 信 心
满满地说。

““绿叶子绿叶子””变成变成““红票子红票子””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黄开水

腊肉是深受镇安人喜爱的一
道特色传统美食，镇安县围绕腊肉
这一山货美食做足文章，积极推动
腊肉产业化发展，将舌尖上的美味
转化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
业，助力腊肉产业成为镇安绿色经
济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年关将至，正是镇安群众节前
制作腊肉的季节。鲜美飘香的腊
肉，既满足了人们的味蕾需求，也是
对一年辛勤劳作的最好犒劳。

1 月 12 日 ，在 镇 安 县 永 乐 街
道 安 山 村 ，村 民 阴 生 学 正 用 藤 条
将土法腌制过的腊肉挂在火炉上
方，随着柏树枝小火的慢慢熏烤，
一股浓浓的腊香扑面而来。阴生
学说：“我们每年 10 月份杀猪，用
柏 树 叶 大 概 烘 制 3 个 月 才 能 好 。
熏 好 的 腊 肉 吃 着 不 腻 ，做 菜 样 式
多，存放时间也长。”

镇安人过年就喜欢吃腊味，若
少了这些腊味，年味也似乎淡了许
多。最常见的腊肉吃法是砧板肉、
豆豉炒腊肉、洋芋粉饼子炒腊肉等，
不管是农家日常食用、逢年过节待
客，或是作为地方特色菜被端到饭
店、农家乐的餐桌上，这几道菜可以
说是“浓淡总相宜”。这浓浓的腊肉
香味中充满了时间醇厚的味道，透
露着人间的烟火气。

在镇安县云盖寺镇岩湾村镇
安晖腾腊肉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熏制车间挂着一排排腊肉，车
间内火苗正旺。工作人员正
在对腊肉熏制过程进行日常
检查，工人正进行产品的分
拣包装，一派繁忙景象。

镇 安 晖 腾 腊 肉 特 产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
珊 说 ：“ 我 们 现 在 可
以 年 产 腊 制 品 800 多
吨 ，有 熟 腊 肉 、生 腊 肉 、

手 撕 腊 肉 、金 丝 牛 肉 等 七 大 类
产 品 30 多 种 ，主 打 的‘ 手 撕 腊
肉 ’已 获 得‘ 康 养 特 色 产 品 ’称
号 。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的 方
式，公司产品销往国内外。”

近年来，镇安县通过政策赋
能，积极探索“腊肉+”模式，融合
绿色食品深加工、直播电商、文旅
产业等，不断发掘“老”腊肉的新
作用。目前，全县规模以上养殖
户、企业有 133 家，孵化腊肉生产
加工销售企业 3 家，年产值 1.5 亿
元 ，带 动 养 猪 群 众 户 均 年 增 收
5000元。

镇安县电子商务与对外经
济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李 惟 斌 说 ：

“我们将积极围绕‘腊肉+’模式
持续深化产业链，通过规范农户
养殖、加大腊肉生产监督力度、
引进新技术、推动龙头企业线上
直播销售、组织企业参与各类美
食赛事及展销活动，积极争取农
商互联项目支持，进一步扩大镇
安腊肉知名度，不断推动老腊肉
撬动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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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 鑫）1月 19日，国家统计局商
洛调查队公布了 2023年商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
况。据国家统计局商洛调查队调查，2023 年，商洛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21196 元（全 省 32128 元），同 比 增 长
7.7%（全省增长 6.7%）。

收入增速快于全省平均水平。2023 年，商洛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7.7%，增速高于全省 1个百分点。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727 元，同比增长 6.0%，增速高
于全省 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873
元，同比增长 8.5%，增速高于全省 0.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2023 年，商洛农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速 快 于 城 镇 2.5 个 百 分 点 ，城
乡 收 入 比 为 2.29：1，较 上 年 缩 小 0.05，全 市 城 乡 收 入
差距持续缩小。

2023年商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7%
收入增速快于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讯 （通 讯 员
刘卫锋）1 月 16 日，洛

南县举办 2024 年就业援
助月招聘活动，积极搭建
就业平台，宣传就业创业
政策，把就业岗位送到家
门口，为更多劳动力实现
就业提供保障，也为今年
就业创业工作开好局、起
好步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2023年，洛南县紧扣
“稳就业、保民生”工作主
线 ，多 渠 道 加 大 政 策 引
导 ，多 举 措 搭 建 就 业 平
台 ，全 方 位 落 实 就 业 政
策，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成
色更足，全年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 7.31 万人，创经
济收入 12.4 亿元；城镇新
增 就 业 2896 人 ，城 镇 失
业 人 员 再 就 业 1066 人 ，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405
人 ，发 放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5460万元，落实兑付各类
就 业 创 业 补 贴 4600 万
元，各项指标任务圆满完
成。2023年，洛南县人社
局被省政府表彰为“就业
创业工作先进集体”。

洛 南 县 始 终 把 就 业
创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
组建工作专班，夯实细化
责 任 ，对 标 就 业 创 业 任
务，聚焦脱贫劳动力、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
点群体，通过就业招聘、
群众院落会等活动以及
电视、微信公众号、印发
传单等渠道，大力宣传就
业创业政策，鼓励引导更
多群众外出就业和就近
就业。培育壮大就业帮
扶基地和社区工厂，积极
与县内外用工企业对接，

搭建就业平台，发布求职信息，通过组织“春
风行动”及劳务表彰活动、“金秋招聘月”、网
络带岗直播和劳务公司定期输送等活动，组
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就业。

县上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扣培训、
就业双赢目标，依托全县18家培训机构，结合
群众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电子商
务、中华烹饪、康养理疗、焊工电工等方面技
能培训，促进更多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
业。有效整合就业资金，用足用活各类就业
政策举措，扎实开展人社工作进园区活动，积
极兑付公益性岗位、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
贴和一次性创业补贴，积极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引导帮扶更多群体就业创业，促进重点企
业良性发展。截至 2023年底，县上共举办各
类就业招聘活动39场次，提供就业岗位1.8万
多个；累计认定就业帮扶基地、社区工厂 70
个，吸纳安置脱贫劳动力就业 1802 人；开展
就业培训 82期 2976人，兑付落实各类就业补
贴 4600 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88 笔 5460
万元，有效带动从业人数1.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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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何
坤洲）1 月 2 日 ，商 南 县 工 商 联 召 开

“政银企”座谈会，商南县邮储银行与
商南县工商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向 商 南 县 金 润 矿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发
放 贷 款 1000 万 元 ，向 商 洛 世 纪 金 源
药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350 万元；与
柏 延 康 养 老 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签 订
500 万元贷款意向书，与商洛市硕亿
水晶珠宝有限公司签订 1000 万元贷
款意向书。

2023年以来，商南县高效落实扶企
助企政策，千方百计助企纾困，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步伐，全力培育壮大企业总
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县工商
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市稳经济发展政策，先后制定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持续推行政银企座谈会、

“百名局长行长联企业纾难解困”等 10
多项工作机制，切实确保各项举措落地
见效。设立 3000 万元工业发展基金、
企业纾困基金和企业转贷互助基金，积
极推动 1 亿元“批量贷”业务落地，为天
元公司等 22 户企业发放助企贷款 4.03
亿元，帮助 152户中小微企业获贷 19.58
亿 元 ，实 现 税 银 贷 9427.1 万 元 。 对
2022 年纳税户、科技创新等 142 户企业
和 22 名优秀厂长经理奖励 749 万元。
严格落实包抓机制，扎实实施专班推
进、巡回指导督促、问题清单交办等举
措，力促重点工业项目建设提速明显，
年产 60万平方米天然橡胶、菊花水系列
功能性饮品生产线建设等 9 个项目已建
成投产，新豪迪年产 100万吨高端型砂、
中剑 10 万吨高纯硅等 33 个项目正在加
速推进。

商 南 县 充 分 发 挥 校 企 合 作 、秦 创
原等科创平台作用，先后建成陕西耐
高温金属材料研发中心等 9 家市级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秦 乔 农 林 、中 钒 昌
盛、虎之翼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
林科院、陕西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等科
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培育“科
学家＋工程师”团队 1 个，完成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 2 项。友林环保、金石工贸、东正化工、宏昌建材
等 6 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县域高新企业累计达到
12 家；天元新能源、泰科泵阀、华源矿业等 64 户企业被认定
为科技型企业；新增达沃鑫、中剑实业、硕亿水晶 3 家专精特
新企业。先后组织 2023 年年货促销暨跨年电商节、商洛西
安一起过大年、宁商协作产销会、西商融合直播电商促销会
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实现线上消费 3.25 亿元。动员 10 个镇

（街道）50 多家餐饮单位成功举办秦岭山珍美食大赛活动，
15 家餐饮单位被市商务局命名为“商洛美食名店”。大力推
进外贸进出口业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 8499 万元，其中进
口总额 7867 万元、出口总额 632 万元。

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壮大企业总量，商
南县持续深化“百名局长行长联企业纾难解困”活动，稳妥
解 决 9 户 企 业 不 动 产 登 记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协 调 解 决 各 类 问
题 46 件。依托“陕企通”与“12345”服务热线，建立预防和
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长效机制，严格落实《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积极开展中小企业遗留问题专项服务
行动。制定印发《商南县加强“五上”企业培育激励措施》，
明确纳规奖励扶持政策，采取分类培育、梯次推进、重点扶
植等方式，建立“个转企、小升规”重点企业培育库，助推企
业“规做精、精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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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之窗

1月 12日，位于商州区荆河生态工业园的陕西众合森
工实业有限公司智能家居生态木门车间内，轰隆隆的机器
声不绝于耳，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井然有序。这个
企业的员工大多数都是来自周边的村子。

“众合森工开业时我就来了，已经干了快 4 年。厂子
发展效益挺好，月收入 5000 元以上，待遇也挺好的，主要
是离家近，方便照料小孩和老人。”商州区大荆镇口前村村
民王娟说。

“我家住在附近的一个移民搬迁小区里，大学毕业后，
我就直接来这儿工作了。最近这几年，家乡发展也挺好
的，很多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用出远门，在家附
近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陕西众合森工实业有限
公司人资部丁卫婷说。

“我们企业总投资 3 亿元，总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
年可生产木门 60 万套、生态板材 300 万张，实现年产值
3.8亿元。企业满负荷运行，可带动周边 400 多人就业，我
们争取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业增收。”陕西众合森工实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飞说。

近年来，商州区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提供优质服务等
措施，招商引资了一批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相继落户乡
村，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商州区以产业链带
动创新链，以创新链促进产业链，引进陕西众合森工智能
家居生产项目，推动产业转型，促进消费升级，全力打造新
的产业“增长极”。4 年来，企业产品销售规模逐年增加，

效益持续向好，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实
现了工厂效益和村民增收双赢。

位于沙河子镇的商州区电子科技产业园，前身是商州
区产业脱贫示范园。2023 年，商州区通过叩门招商，精准
引进新维视光电显示项目落户园区，项目投资 3 亿元，建
设 6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打造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一
体化产业链，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我们企业年产 2000 万片液晶模组及 FOG 部件产
品，年产值大概 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00 个，员工月工资
在 3000 元到 5000 元。”商洛新维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叶友说。

商州区不断深化“两区多园”工业发展格局，突出产业
链招商，推动产业快速聚集，建成光电显示、无人机、动力
储能电池为主导的电子科技专业化园区，全力打造产学研
一体化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让更多的村民不出远门就能赚
到钱、学到技术，在家门口端稳就业增收“铁饭碗”，也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聚新动能、开辟新空间。

“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宣传力度，树立‘抓招商
就是抓发展’的意识，增强‘宏伟发展靠招商、宏伟希望在
招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竭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管委会将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打造一流
的产业服务生态，让企业安心投资、放心发展，使其更好地
服务社会、建设商州、造福群众。”商州区县域工业集中区
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全凯说。

““筑巢引凤筑巢引凤””吸引农民工家门口就业吸引农民工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刘桃李 通讯员 董旦旦

工人在商洛新维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忙碌工人在商洛新维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忙碌

工作人员察看腊肉成色工作人员察看腊肉成色

群众现场领取工资群众现场领取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