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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走进山阳县城关街道，一排排行道树翠绿成荫，
一条条乡间公路平整宽阔，一栋栋民房整齐有序，一户户农家小
院窗明几净……

近年来，城关街办坚持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学习践行
“千万工程”示范经验，通过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栽植绿化
苗木、实施旱厕改造、修建村组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实施农房
改造等一系列行动，持续提升乡村“颜值”，奋力绘就和美乡村

“新画卷”。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有专门扔垃圾的

地方，晚上出来散步也有太阳能路灯照亮，生活更方便、更舒适
了。”土桥村村民王桂花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城关街办已开展每周四卫生评比活动 60 多次，栽
植各类绿化苗木 5.6 万株，新建卫生户厕 352 座，架设路灯 500 多
盏，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伍竹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贺小芳表示：“我们通过乡规民约
创意墙绘、文明户评选等方式来调动大家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
积极性，经过不懈努力，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出门遛弯也增
添了不少幸福感！”

据了解，城关街办深入挖掘当地民风民俗等内涵，形成以
“乡规民约”为主题的创意墙绘，进一步美化乡村环境。同时用
好用活身边好人评选、卫生流动红旗和道德“红黑榜”等制度，引
导激励村（居）民自觉打扫房前屋后卫生、积极参与“文明评选”
活动，人人争做卫生标兵、文明先锋。去年以来，城关街办共评
选“五美庭院”120 多户、“好媳妇好公婆”260 多人、“十星级文明
户”300 多户。

人居环境整治刷新乡村“颜值”
本报通讯员 蔡铭 刘莹

7 月的镇安县米粮镇树坪村，红绿交相辉映，共
同绘就小乡村的美丽画卷：宽阔的 316 省道穿境而
过，村党群服务中心不远处，滑水河镇安县苏维埃
政 权 成 立 旧 址 纪 念 馆 里 ，原 始 质 朴 的 泥 土 色 建 筑
物、美轮美奂的故事墙绘、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亭和
红二十五军的革命故事吸引一批批游客前来，带动
周边经济快速发展；山坡上，万木葳蕤，连片的烟田
和中药材基地里，村民们忙着劳作，依靠勤劳撬开
致富门……

树坪村的日新月异是米粮镇学习“千万工程”经
验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米粮镇深入学习“千万工
程”经验，通过实施“组织提质、干部提能、产业提速、
治理提效”四大行动，整流域推进乡村振兴，逐步让
村庄“靓起来”、腰包“鼓起来”、人气“旺起来”、乡风

“好起来”。

战斗堡垒强战斗堡垒强

米粮镇树坪村始终把抓党建促振兴这项工作挺
在前、干在先，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争先创优，立
足村情实际和文化底蕴，发挥各自优势，把树坪村打
造成支部过硬、产业兴旺、文明幸福的美丽乡村，被
县委评为“红旗党组织”，真正擦亮了“中国传统村
落”和“鄂陕红色村庄”两张亮丽名片。

米粮镇始终坚持全域党建“一盘棋”，以深化基
层党建“规范提质年”活动为重点，深入实施党组织

“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不断筑强新时代基
层战斗堡垒。今年，米粮镇针对村级党组织表现出
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将其划分成不同类型，其
中，一类基层党组织 2 个、二类基层党组织 15 个、三
类基层党组织 1 个，通过成立镇级党建指导组和下派
党建指导员的方式，定期进村研判、分类指导、因村
施策，全面引导镇村两级党组织比学赶超，争先进、
当标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镇各项工作全面
提升、全面过硬。

先锋队伍优先锋队伍优

“这次培训内容丰富、方式新颖，给大家送来了
‘及时雨’。”说起近期举办的东片区“乡音党课”示范
培训班，米粮镇参训干部纷纷点赞。

近年来，米粮镇围绕整流域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主
线，以镇村干部、驻村干部为重点，聚焦基层党建、产
业发展、社会治理、驻村帮扶等内容，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 8 场
次、年轻干部业务知识培训班 26 场次、其他类型培训

班 10 场次，外出观摩学习 2 场次，不断提升其能力素
质和“治家”本领；同时，大力实施“头雁领飞”行动和

“人才内育”计划，建立村级后备力量人才库 137 人，
培育“土专家”“田秀才”216 人，真正把一批能力强、
素质高、作风好的力量凝聚到乡村振兴主战场。

集体经济活集体经济活

走进米粮镇月明村瓜蒌种植基地，一阵淡淡的花
香随风弥漫开来，农户忙着查看小瓜的长势情况。
年初，月明村村集体流转了 20 亩土地用来发展瓜蒌
产业，同步带动农户发展 30 亩，瓜蒌的引进，让月明
村的村集体经济“锦上添花”。“除传统产业外，又新
添了瓜蒌产业，年底，我们村集体经济肯定能突破 20
万元。”月明村党支部书记蒋立强自信满满地说。

米粮镇立足现有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坚持以党
建引领“四变转型 五好培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
抓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拓展“支部引领+集
体牵头+农户参与”的发展路径，聚焦资金、资源、人
才、技术等发展要素，有序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项
目、打造集中连片特色产业示范带，进一步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目前，米粮镇已蹚出了树坪村的红色
文化型、界河村的园区引领型、光明村的“反租倒包”

型、丰河村的粮烟融合型等“多面开花”的村集体经
济模式。如今，米粮镇的传统产业提质扩面、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

社会风气新社会风气新

“修路是好事，我们肯定会支持配合，但也要有一
个过渡的落脚点。”“没问题，马上安排人去联系，搬东
西的时候，我们也会来帮忙的。”数月前，界河村的“院
落会”上，大家围绕 G345 国道征迁和群众推心置腹地
交流着。

近年来，米粮镇始终坚持贴近群众、融入群众、服
务群众理念，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精神文明建设，
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瞄准群众“烦心事”和“痛难点”，充分发挥“院落
会”微阵地优势，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现场听民情、议政策、解民忧，切实打通基层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米粮
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 150 多场
次，评选出“星级文明户”家风典范等 55人（户），其中，
朱荣俊被评选为“镇安好人”，刘长霞荣获孝老爱亲“商
洛好人”称号，刘长霞的家庭还被商洛市授予“最美家
庭”称号。

镇安县米粮镇探索实施“四大行动”——

村庄变美了 生活更好了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江荣霞

“从我有记忆起就看着爷爷在做饭的锅里面炒茶叶
自己喝，后来父亲也在发展茶叶种植，我从职中毕业后就
跟着父亲一起种植茶叶，现在已经 10多年了。”6月 27日，
在丹凤县武关镇毛坪村高山茶园，说起与茶稍微缘分，今
年 30多岁的金鸽打开了话匣子。

金鸽是土生土长的毛坪村人，2009 年从丹凤县职业
中学毕业后，19 岁的他回到家中跟着父亲一起种茶。“从
喜欢喝茶的毛头小子成长为高级评茶员，一路走来收获
很多，也成长了很多。”金鸽告诉记者，他毕业后就跟着父
亲在大山里种茶、收茶，那时候毛坪村山高路难走，他就
开着三轮车将周边的山路走了一遍又一遍。

毛坪村位于丹凤县武关镇东南 15公里处，山高石多，
气候温润，是高山岩茶的绝佳生长地。金鸽告诉记者，最
开始，他爷爷种了一亩多茶树，后来他的父亲从外地回来
继续种茶，不仅扩大了种植面积，还去福建武夷山、汉中
等地学习种茶、制茶的技术，学成后投资建了茶叶加工
厂，就这样带头将茶叶发展了起来。

“从父亲手上接过接力棒后，我就想着将整个茶叶生

产链进行换代升级，因为以前经常去汉中、安康等地学
习，看过那里的先进技术后，回来后我一直在想如何将这
个茶叶产业做大，提升茶叶的经济效益。”金鸽说，前两
年，他承包了 200 多亩的茶园，主要种植龙井 43、白茶、黄
金芽等 3个茶叶品种。

在茶树种植上，除了必要的病虫害的防治，还包括除
草、剪枝、灌溉等工作。过去，种茶得“看天吃饭”，遇到恶
劣的天气，茶叶减产不可避免。而现在，在标准化茶园
里，可以看见多功能气象站、智能灌溉系统等设备，通过
科学种植、智能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因素对茶树带
来的损害。

金鸽介绍，为了更好保障茶叶品质，去年重新购置
了一批设备。今年下半年，他打算将原来山顶上的茶
厂整体搬到新建的规模化茶厂里面。新茶厂位于毛坪
村的村委会附近，游客来了也可以就近体验茶叶加工
的过程。

一边在生产上改变，一边在销售上发力。金鸽在丹
凤县城开办茶叶销售店的同时，也在线上开了网店，并

利用网络优势推销茶叶，有效解决了茶叶销售问题。“他
们家的茶叶喝起来口感醇厚，回味甘甜，我和好友经常
约在这里喝茶。”在金鸽的茶叶店里，顾客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特别喜欢喝金鸽家的茶，今年过年的时候陪妻子
回延安娘家，他专门买了十盒茶叶，拿去后老岳父对茶
叶赞不绝口。

“这些年来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茶叶种植上，很少为
自己的茶叶作宣传，但有的顾客主动找到门上来买我的
茶叶，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金鸽说，除了本地
的顾客，平时还有一些外地的顾客专门过来购买茶叶，这
让他觉得很自豪。下一步，他将继续把茶叶产业做大做
好，打出自己的品牌。

“近年来，毛坪村依托当地生态资源禀赋，大力发展
茶乡体验游，在传统茶业基础上催生出茶园旅游新业态，
当前，毛坪村已建成特色茶博园、茶博馆、茶香书吧、特色
田园民宿、电商中心等茶文化田园综合体，毛坪茶叶也越
走越远，走出了以茶为媒、以茶兴业，以茶兴旅、以旅促茶
的‘茶旅融合’新路子。”武关镇党委书记杨丹军说。

茶 树 里 的 传 承
本报记者 贾书章 南 玺

近日，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的木耳基地里，种植户正在晾
晒木耳。据介绍，小岭镇共发展各类木耳570 万袋，种植面积达
340亩，共建设钢构大棚182个、智能连栋棚4座37个，正在绘就

“产业发展、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通讯员 杨春琴 摄）

时下正值四季豆成熟采收季节，7 月 5
日，走进洛南县石坡镇周湾村，绿油油的豆田
中，长满了翠嫩欲滴的豆荚，一派丰收的景
象。采摘四季豆的村民或提着笼、或端着盆，
弯着腰在豆田里采摘，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我们采摘的已经是第二茬四季豆
了，第一茬摘了 1 万多公斤，这第二茬摘完能
有个 8000 公斤，卖给收购方是 1公斤 2.2元，
村集体今年种了 40 亩，现在已经卖了将近 4
万元，地里还有很多没摘。今年的产量和收
益开了个好头，明年群众就可以放心种植
了。”周湾村党支部副书记朱小芹说。

据了解，周湾村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立足自身优势，先
行先试采用“村集体带头+试验田”种植模
式，将村集体现有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多方
联系，签订订单协议，种植土豆 100 亩、小
麦 100 亩、四季豆 40 亩，打造优质供港蔬
菜，为其他村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按

照镇上的发展思路，我们村将集体现有的
土地种上不同的农作物，再根据每种作物
的经济效益找出最适合我们村的，这种试
验种植的方法能为群众降低种植风险和成
本，最大化地保障群众利益。”周湾村党支
部书记张秋惠说。

今年以来，石坡镇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核
心、助力农民增收为重要目标，依托自然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在全镇推广

“村集体带头+试验田”种植模式，旨在筛选
出高产丰产、适宜当地种植的农作物，形成
试验示范效应，为群众提供借鉴的同时调动
群众种植积极性。“周湾村只是石坡镇‘村集
体带头+试验田’种植模式先行先试的一个
缩影。下一步，石坡镇将继续实行这种种植
模式，不断优化调整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发展出一批有特色、收益高的优势
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石坡镇镇长刘伟说。

石坡镇 “试验田”种出“致富豆”
本报通讯员 袁 苗

盛 夏 时 节 ，驾 车 沿 着 312 国 道 自
商 南 县 城 向 东 行 驶 约 7 公 里 ，就 来 到
了富水镇茶坊村，一条条平坦的水泥
路 直 通 各 家 各 户 ，村 庄 干 净 整 洁 ，庭
院 井 然 有 序 ，房 前 有 花 园 ，屋 后 有 菜
圃 …… 一 幅 美 丽 宜 居 的 乡 村 画 卷 铺
展在眼前，让人心旷神怡。

今 年 以 来 ，茶 坊 村 学 习 运 用“ 千
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先、融合发
展 理 念 ，统 筹 推 进 绿 色 农 业 发 展 、人
居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
村面貌焕新。

茶坊村依托茶旅康养融合示范园
区位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先后引
进商南县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陕
西满园香茶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市场主
体，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 发 展 模 式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盘 活 闲
置土地等方式，对原有农业产业扩大
规 模 、提 档 升 级 ，形 成 以 茶 、菌 、果 为
主导的产业，发展茶叶、袋料香菇、花
卉苗木、供港蔬菜等产业，带动 150 多
户农户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实现了村
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的愿望，村民的
经济收入大步提高。

茶 坊 村 在 巩 固 抓 好 原 有 茶 叶、工
农业园区等固定增收产业基础上，不
断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充分用好现有
旅游资源，深入开发生态休闲旅游项
目，充分利用阳城驿景区优美的山水
环境和茶海公园景区带动力量，鼓励
支 持 群 众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民 宿 经 济 ，
打造以生态观光、特色农家乐为重点
的生态休闲度假区，让乡村颜值转化
为经济产值。同时，不断完善环境综
合 整 治 分 片 包 干 、网 格 化 管 理 、督 查
考 核 等 长 效 机 制 ，大 力 实 施 村 庄“ 四
化”工程，扎实开展改房改厕，全面整
治 乱 搭 乱 建 、乱 排 乱 放 ，引 导 群 众 树
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实现人人参
与共建、人人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茶 坊 村 在 扮 靓 乡 村“ 颜 值 ”的 同
时 ，还 注 重 提 升 内 在 气 质 ，充 分 利 用
农 家 书 屋 、文 化 活 动 室 、道 德 讲 堂 和
文化活动广场，发挥广大党员干部、新乡贤等群体的示范引领
作用，通过庭院会积极宣讲政策法规和科学常识、弘扬时代主
旋律，不断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常态化开展“十星级文
明户”“好公婆”“好儿媳”“五美家庭”“卫生示范户”等评选表
彰活动，引导群众践行移风易俗，坚决遏制大操大办、天价彩
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实现治安管理、政策宣传、乡风文明
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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