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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记者在一线记者在一线

院落干净、村居整洁，乡容村貌焕然
一新；文化广场欢乐热闹，农民文化生活
丰富多彩；特色文旅项目精彩纷呈，乡村
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市
深入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充
分认识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扎实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步伐，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千万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载
体，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是加快城乡
融合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是继续推动
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对于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千万工程”实施前后乡村面貌的鲜
明反差、推进落实带来生产生活的巨大
变化，根本上反映的是发展理念的变革、
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市正处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时期，也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阶段，必须学
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坚
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坚持党建引领、
党政主导，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坚
持由表及里、塑形铸魂。

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关键要把握其活的灵魂和
精髓，并贯穿到我市具体实践中。要准
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战略定力，坚持一以
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既集中力量打好
一批标志性战役，取得可感可及的具体
成效，又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久久为
功。要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发展思想，
坚持把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作为工作出
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抓几件农民群众反
映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
的事情，让农民群众看见实实在在的变
化，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统
领，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遵循乡村
建设规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
要求、具有商洛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要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
方法策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体现乡土味道、自身特
色，不追求整齐划一，更防止千篇一律，让万千乡村各展其长、各
美其美。要加快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更好
改善农村面貌、造福农民群众。一方面，要下力气补上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向农村
延伸，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用好本地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品牌，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提高
乡村旅游吸引力，不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准确把握
蕴含其中的务实作风，坚持大兴调查研究、聚焦解决问题，扑下
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研究新情况、推出新举措、总
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以解决问题的实效促进工作质效不断提
升。要用心对待和解决农民群众的每一个诉求，创新乡村治理
方式；通过有计划地把年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放到农村去，为
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破解乡村振兴瓶颈，
发现共同富裕机遇，谋划城乡协调发展新路。

站在打造中国康养之都的高度，将城市和乡村建设作为有
机整体统筹谋划，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建设具有商洛特色的
和美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千万工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要更加深刻
感悟“千万工程”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加深
入地把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生动实践，因地制宜、锲
而不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商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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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
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
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仲夏时节，山阳县延坪镇铁炉子村生态
养殖场内，茂密的树林下一群群羽毛丰满、体
貌俊俏的芦花鸡或悠闲漫步，或争相啄食，鸡
鸣声此起彼伏……

基地负责人曹根深介绍：“我们基地目前
有芦花鸡、五黑鸡 5000多只，都是纯天然放
养，不使用任何商品饲料，属于纯绿色食品，
现已渐渐走上市民的餐桌，成为美味佳肴中
一道‘硬菜’。”

据悉，芦花鸡是蛋肉兼用型鸡种，属于典
型的瘦肉型珍禽野味，鸡肉粗蛋白质非常高，
含 10 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谷氨酸高达
3.58%，维生素A和E的含量比肉用仔鸡高3—
5倍；五黑鸡又名五黑一绿鸡，具有黑毛、黑皮、
黑肉、黑骨、黑内脏“五黑”特征，鸡蛋外壳为
绿色，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

近年来，延坪镇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大力

培育发展特色养殖，积极为村民创业搭建平
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境内铁炉子村林场
资源丰富，发展芦花鸡、五黑鸡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去年，村上经过多次考察后，觉得芦
花鸡、五黑鸡养殖产业市场前景不错。为此，
村上动员鼓励本村在外务工的曹根深回乡发
展养殖业。

铁炉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朝会说：“原先，
我们就了解到曹根深有养殖技术，有创业意
愿，但由于缺乏启动资金，这个想法一直没有
实现。这次我们利用乡村振兴项目，为他筹
集益农带农资金，帮他协调、征用了养殖场地
和鸡舍大棚建设。”

在村上的支持下，曹根深的养鸡项目今
年开春开始办手续，4月就投产养殖。他干劲
十足，成立了山阳县丰阳盛恒农业有限公司，
专营特色鸡养殖。养殖过程中，他采用散养

的方式，让芦花鸡、五黑鸡吃青虫和青菜，喝
山泉，又搭配喂养五谷杂粮，使得鸡肉肉质细
腻、富有弹性，炖出来的鸡汤鲜美、香味四溢，
受到消费者青睐。

目前，第一批特色鸡已出栏，按照每只对
半的利润，除去各项开支后，该产业将为他带
来近2万元的收入，同时带动6名农户长期在
基地务工增收。

除了养殖鸡，鸡蛋售卖也是养殖场的一
项收入。据曹根深介绍，中秋节后第一批鸡
就会产蛋了，到时就能投入市场售卖。

铁炉子村村民吴自斌说：“办这个鸡场，
对我们非常有利，一是老年人在这还能干点
活，挣点收入。二是我们这些旱地种的苞谷，
也有个销路。”

“有村里支持、有村上林场这么好的资源，
也有附近父老乡亲的帮助，我现在越干越有

劲，想的是把芦花鸡、五黑鸡养好，让自己和
乡里乡亲都有钱赚。”曹根深信心满满。

“发展芦花鸡、五黑鸡养殖业只是村上的
一个试点。未来，当村民看到，林下养鸡时间
短、见效快、能赚钱，就会自觉地参与进来。”
谈起下一步规划，张朝会说，“我们将进一步
扩大养殖规模，真正将林下芦花鸡、五黑鸡养
殖业打造成我们村的特色产业。同时培育壮
大村集体产业，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把更多农户绑在产业链上，形成带农增
收、连接市场、引领发展的模式。”

闻 说 鸡 鸣 见 日 升
本报记者 张 英 通讯员 张玉玲

盛夏时节的商洛，繁花似锦、绿树成
荫，处处风景如画、生机勃勃。

6月23日上午9时许，山阳县色河铺镇
陆家湾村一派热闹景象。荷塘里清新高雅
的粉色荷花散发出阵阵荷香，引得一群身着
汉服的游客到莲花池边打卡拍照。一阵微
风拂过，荷茎摇曳，静美与灵动融为一体，如
同在山水画里畅游，让人为之心旷神怡。

今年以来，陆家湾村以深学活用“千万
工程”经验为抓手，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形成了九眼莲、油稻轮作、智慧大棚、
民宿集群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格
局。通过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将 600
多户群众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集体经济
收入持续增加。

这是商洛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商洛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制
定《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秦岭山水乡村的实施方
案》，着力推进环境更新、产业更新、业态更
新、人的更新，全力打造体现秦巴山水灵动
之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6 月 24 日上午，柞水县下梁镇胜利村
木耳种植基地里，王金富在木耳晾晒架间
不停地穿梭。

“要让背面的耳子也能晒到太阳，多翻
几次晒出来的木耳品相更好！”王金富用手
轻柔且熟练地翻动晾晒架上的木耳，虽汗
流浃背，但丰收的喜悦溢满脸庞。

2023 年 8 月，柞水县下梁镇、丹凤县
棣花镇、商南县富水镇、山阳县户家塬镇被

认定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为做优特色产业，打造强农品牌，柞水

县围绕做大做强“小木耳、大产业”，抢抓
省、市协同支持创建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政策机遇，持续在做精一产、做强二
产、一二三产融合上下功夫。

如今，位于秦岭腹地的柞水县，木耳产
业随处可见，有地栽的、有吊袋的，甚至群
众家的小院落里也能看到木耳架。今年，
柞水县新建木耳大棚 610 个，发展春季木
耳 8150万袋，目前已采摘干耳 3000多吨，

“柞水木耳”品牌价值达到 53.23 亿元，位
居全国木耳行业第一。

“小木耳、大产业”正带领群众在绿水
青山之间过上更富裕更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商洛市坚持把发展特色产业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聚焦建设
特色农业强市，因地制宜做精一产、做强二
产、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菌果药
畜茶酒”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体化推进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以木耳为首的食用菌产业，以及核桃、中药
材等 7个特色产业规模稳居全省首位。

在特色产业领跑带动下，西北核桃物
流园、新雨丹产业园相继建成，持续畅通商
货入宁、供港蔬菜等渠道，“商西欧”专列常
态化运行，带动更多“秦岭山珍”销往“一带
一路”国家。依托科技赋能提升生态价值，
特色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不断
增强。持续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注册

“商洛山珍”商标，87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商洛被授予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样板市。

为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村强
民富，商洛市围绕业态转型、产业转型目
标，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全面盘活农村闲
置资源。全市 98 个镇（街道）成立新业

态发展公司，推行“新业态公司+村集体
经济组织+运营企业+农户”模式，开发
乡土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统一谋划、统
一经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培育集体经
济强村 55 个，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位居全省第三。

万千蝶变美丽乡村万千蝶变美丽乡村

6 月 22 日上午，商州区陈塬街道上河
村农耕体验园里，各类瓜果挂满了枝头，小
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除草、浇水，满园皆是
欢声笑语。不远处的原生态天然露营基地
建设如火如荼，天幕和帐篷星罗棋布，公路
对面的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下，村民生活
幸福，其乐融融。

2023 年初，上河村将核桃树下的若干
地块进行整合，划分 350 个地块，作为农耕
实践基地、党建小菜园，提供各种农具、种
子、肥料和技术指导，让认领者能够亲身体
验农耕文化，种植自己喜欢的蔬菜、水果和
粮食。认领单位包括中国邮政商洛分公
司、商洛学院、商州区第一小学等，也有个
人认领种植。

如今每到节假日，占地 50 多亩的农耕
体验园里处处都是劳动的身影。

“这两年我们村的变化非常大。”说起
上河村的变化，村民喜笑颜开，过去，柴草、
垃圾随处可见；如今，垃圾有人清理，污水
及时处理，厕所干净卫生。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任务，也是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举措。

商洛市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按
照“扫干净、摆整齐、保畅通、树形象”要求，
加快建设“干净商洛”。以道路环境、河道
沟渠、房屋庭院、乡村田园、集贸市场为整

治重点，在农村全域实施“五治一提升”行
动，推行网格管理，落实门前“三包”，招聘
保洁人员、配发清运车辆，镇村联动实行常
态巡查。突出全域思维、全域谋划、全域整
治、全域推进、全域提升，结合地域特色，抓
点示范、分类推进，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秦岭山水乡村。乡村环境从过去的一处
美、一时净转变为全域美、全年净。

同上河村一样，丹凤县城关街道资峪
沟村、商南县清油河镇涧场村、镇安县高峰
镇正河村等昔日的小村庄纷纷经历一场华
丽蝶变。每到节假日，游客纷纷来到秦岭
深处寻找“诗和远方”。

从 2021 年开始，商洛每年打造康养、
旅游、宜居乡村各 100个，各县区交叉观摩
学习，共建成康养、旅游、宜居乡村 601个。
闲置农房、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被
有效盘活利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持续改善，累计实施乡村建设项目 840 个，
改造户厕8.22万座、农房1.89万户。

如今，每个村均建有公共厕所和旅游
公厕，农村供水、电力、教育、医疗等设施持
续完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在商山洛水
间实现相互统一。

文明新风赋能振兴文明新风赋能振兴

“老人娃娃乐开花，幸福生活人人夸！”
6 月 25 日晚，洛南县城关街道罗坡村文化
广场上，乡村文艺人才在大舞台上绽放光
彩，说快板、拉二胡、扭秧歌……现场好不
热闹。

罗坡村党支部书记申敏侠说：“这两年
村上积极搭建平台、为群众创造展示才艺的
机会，以前文旅部门来村上送文化，现在我
们村的文艺人才还到别的地方演出，大家从

‘接受者’向‘参与者’转变。” （下转5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学习运用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工作方法和推进
机制机制，，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商洛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洛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三农””工作的重要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省政府安排部署，，以学习运用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经验为抓手，，统筹推进乡村发展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商洛“千万工程”绘就秦岭山水乡村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李 敏 党率航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相关报道见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