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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蜜薯飘香。10 月 24 日，
走进商南县青山镇草荐村蜜薯基地，一
垄垄绿油油的蜜薯藤蔓迎风生长，一簇
簇 皮 色 鲜 艳 、薯 形 优 美 的 蜜 薯 破 土 而
出，个个体态饱满、肉色红润。趁着晴
好天气，村民们忙着割蔓、刨挖、分拣，
装筐，大家时而弯腰挖薯，时而起身交
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田间地头
呈现出一派好“丰”景。

草荐村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土壤层
深厚、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利于糖
分的积累，非常适合蜜薯种植。在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草荐村村“两委”干部纷

纷动脑筋、想办法、谋出路，积极探索村
集体经济增收路径。今年 5 月开始，他
们尝试流转 50 亩土地作为试验田种植

“烟薯 25 号”，围绕选品种、学技术、做
宣传、谋销路，从播种到收获再到销售
全程参与，逐步摸索出一条富有特色的

“甜蜜”致富路。
“我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50 亩蜜薯

今天丰收啦！亩产 5000 斤左右。早上
挖的蜜薯，下午将通过订单的形式发往西
安、河南等地，减少了储存环节，大大降低
了成本。新鲜的蜜薯藤蔓也被周边养殖
场预定，作为养殖饲料，进一步提高了农

作物的利用率。”草荐村村干部郑关键一
边分拣着蜜薯一边开心地说。

为进一步促进蜜薯销售，近日，青山
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方协调，联系
客商上门采购。与此同时，深入蜜薯基
地，通过抖音、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宣传青
山镇蜜薯，为青山蜜薯代言。蜜薯产业已
带动周边 11 户 26 名困难群众和周边县
镇 50 余名群众实现稳就业促增收，也为
草荐村集体经济增加创收 10万余元。

据了解，蜜薯基地只是青山镇康养食
品采购园发展的产业之一。2021 年以
来，青山镇谋划打造了青山镇“三园四

区”，即：康养食品采购园、亲子互动游乐
园、生态休闲后花园以及康养旅游示范
区、工业发展转型区、农业产业提升区、商
贸物流中心区。全镇初步形成了千万袋
食用菌、千亩中药材、千亩茶叶、千亩猕猴
桃、20 万头生猪“五大富民产业基地”，带
动 700余户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5000元以
上，康养食品采购园初现雏形。

“我们真诚欢迎大家走进青山、投资
青山、赢在青山。青山镇的各类产业绿
色、安全、放心，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
当地农牧产业发展。”青山镇党委书记殷
书宁信心满满地说。

青 山 镇 蜜 薯 迎 来 丰 收 季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舒 娜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玉玲）“秋风
瑟瑟田野旷，麦种颗颗入地黄。”眼下，
正是冬小麦播种的最佳时期，连日来，
山阳县延坪镇党委、政府多措并举，扎
实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坚决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

走进延坪镇西泉村、马家店村，只
见田间地头，农户们正忙着去除地膜，
平整土地，为冬小麦的播种做着最后的
准备，复播冬小麦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中。

为确保冬小麦播种工作高质量完成，
延坪镇党委、政府提前谋划、精心部署。
一方面，积极协调农资供应商，及时调运
优质的麦种、化肥和滴灌带等物资，确保
物资充足、供应及时。同时，积极组织村

“两委”深入田间，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指导——从土壤墒情分析到播种深
度控制，从合理密植到病虫害防治，让村
民掌握科学的播种方法，为冬小麦播种打
下坚实的基础。

“冬小麦播种可是大事，关系着明年的

收成。我们一定要按照技术要求，把小麦种
好，争取明年有个大丰收。”马家店村村民刘
有成一边忙碌着一边说。

据了解，今年延坪镇发放小麦种“商
麦 1619”共计 0.72万公斤，冬麦计划播种
面积达 4000 余亩，截至 10 月 23 日，已播
冬麦 500 亩，预计播种工作将在 10 月 31
日完成 90%，11 月 10 日前将全部完成播
种任务。

近年来，延坪镇坚持秉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原则，把冬小麦种植作为重

要的农业生产任务，积极宣传冬小麦种植
的政策和好处，鼓励村民扩大种植面积。
同时，还邀请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从选种、播种到
田间管理，全程为村民保驾护航。

“下一步，我们会积极组织县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点对点进行跟踪服
务指导，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做好后期小麦
冬灌、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明年粮
食增产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延坪镇镇长邢
建锋说。

延坪镇：秋耕正当时 小麦播种忙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小华 詹小
庆）“最近自来水很干净，水量大而且稳
定，天冷我们也不担心停水了。”10 月
25 日，面对回访的工作人员，山阳县十
里铺街道郭家村村民们满意地说。

此前，山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到
郭家村走访时了解到，该村供水设备老
化、维护困难，饮用水常常出现水源不
足、水质不稳定、季节性缺水等问题，影
响群众的生产生活。

得知情况后，山阳县纪委监委立即
与十里铺街道党委、政府沟通，要求立行
立改，对郭家村供水设备进行提升改造，
力求从根本上解决群众饮用水问题。

“收到县纪委监委领导反馈问题
后，我们迅速行动，摸清该村饮水管道
等相关情况后，及时与县水利局沟通对
接，实施了山阳县十里铺街道郭家村供
水改造工程，新建 100 立方米蓄水池 1
座，安装水泵 2 台，埋设输水管道 920
米，更换配水管道 10687 米，现在郭家
村群众饮用水问题已有效解决。”十里
铺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磊介绍。

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将
农村饮用水困难问题治理列入为民办实
事清单，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农村
饮用水“通管不通水”“时通时不通”等问
题开展专项治理，通过靶向监督清源疏
堵，让群众用上满意水、放心水。

“7·19”“7·29”水灾后，山阳县先后
恢复农村饮用供水 395 处，累计抢修受
灾管道 163.4 公里，发放饮水管材 9.46
万米，恢复水厂 3 座、蓄水池 80 个、截渗
坝 50 个、集水井 16 眼，发放水泵 36 台，
电缆 1200米。

此外，山阳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供
水工程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跟进监督，
构建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巡察监督“三

管”齐下，“室组地”三方贯通协同监督模式，以实地查看、走
访群众、查阅档案等方式经常开展明察暗访，对发现的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工作敷衍塞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严肃追责问责。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监督就必须跟上。我们要
用好为民办事这个切入点，把监督‘探头’多向一线延伸，多
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行业部门靠前解决问题，让
国家的各项好政策泽润群众心田。”山阳县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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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 通讯员 张 宏）“除了粉
丝，我们还要看什么？”

“如何优化推荐页数据？”
“怎样来个完美的自我介绍？”
……
10月 26日，在商州网络联盟电子商务与网络直播培训

会上，来自数智未来学院的资深老师，为商州网络联盟10个
分会200余名会员分享了电商与网络直播运营新理念。

据了解，此次电子商务与网络直播培训，是商州网络联
盟成立近两年来，精心策划的一次高规格技能培训，旨在推
动商州电子商务与网络直播快速发展，提升会员实操能力，
助力乡村振兴。

培训会特邀宝鸡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直播助农爱心
大使、凤酒文化传播大使王贝琳，1+1 商学院创始发起人、
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创业者、浙江大学总裁班特聘讲师尹华，
国家广电总局首批全媒体运营师网络视听主播、国家摄影
师、西安美食、旅游宣传推广大使杜合兵，资深抖音高级营
销策划师杜洋四位老师，分别以《直播理论基础+直播实操
体验》《同城流量变现的逻辑》《如何玩转兴趣电商》为主题
开展了培训。

“这几位老师讲课太生动了，让我们在培训中深受启
发，通过一天的培训，增长了很多电商运营的知识。”来自三
岔河分会的王锋激动地说，“以后商州网络联盟组织培训，
我一定会积极参加。”

老师传“真经”，会员收“干货”。在新媒体培训教
室，记者发现会员们或全神贯注作学习笔记，或屏气凝
神地听老师讲解，或用手机拍摄课件要点，整个现场鸦
雀无声。在每一次问答互动环节中，寂静的教室不时响
起热烈的掌声。

商州网络联盟城关分会会员南利说：“感谢商州网络联
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通过今天的培训，我
掌握了直播专业知识，对以后电商发展有了基本的思路和
方向，更增添了我的创业信心。”

商州网络联盟负责人表示，这次培训是为了让广大会
员了解和掌握电子商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
的实战水平和应变能力。今后，商州网络联盟将结合会员
需求，开展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网络技能培训，让更多
的人学网、爱网、懂网、用网，共享网络红利。

商州电商培训点燃“云端”创业新引擎

本报讯 （通讯员 邓 贝）近日，柞水县人民医院体
检中心异常热闹，村（社区）干部们陆续来到医院，等待着体
检。“县上非常关心我们村干部的健康状况，能够参加这样
系统的体检感到很暖心，通过体检让我们做到有病早治疗、
无病早预防，真是太贴心了。”正在排队的下梁镇老庵寺村
党支部书记李小涛激动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全县村（社区）干部健康水平，
及时掌握村（社区）干部的健康状况，强化对村（社区）干
部的关心关爱机制，10 月 17 日，柞水县分批对 82 个村（社
区）的 609 名村（社区）干部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柞水县通过组织村（社区）干部体检，让大家感受到了
党组织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和关爱。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
将组织的关爱化作努力工作的动力，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持续奋斗。

柞水为村（社区）干部免费健康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行 刘静）今年
以来，商南县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瞄准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打
造特色农业强县目标，持续完善以绿色发展
为引领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产品
生态价值实现。

为加快推进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商南县
立足各镇（街道）资源禀赋，及时启动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工作，成立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聚焦规模扩大、品质提升及全链
条升级三大核心目标，制定印发《产业发展
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并通过强化资金支
持、推广运用新品种新技术、建设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等措施，加快全县绿色农业产业发
展。在各项举措的推动下，该县先后培育建
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2 个、市级农业产

业园区25个，并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园，产业园标准化栽培比重达 70%以上，品
牌化率达 80%，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85%以
上，有效促进农业产品生态价值实现。

同时，商南县积极推进生态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生态产品质量效益。聚焦农产品主
产县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茶、食用菌、水
杂果、中药材、冷泉鱼、供港菜等“1+N”农业
特色产业，鼓励支持生产主体抓特色、创品
牌，引导企业走优质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增
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紧扣“生态茶城”建设
目标，持续做优茶品质、做强茶品牌、做好茶
配套，积极举办开茶节，参加西部茶博会、陕
茶文化推广周等活动，唱响“秦岭泉茗”区域
公 共 品 牌 ，“ 秦 岭 泉 茗 ”牌 双 山 仙 茗 荣 获
2024国际排联沙滩排球 U19世界锦标赛唯

一指定用茶。截至目前，全县建成生态茶园
28 万亩，发展食用菌 1.1 亿袋、冷泉鱼 390
万尾，10 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
录，生态产品市场影响力更大。

此外，为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
道，县上积极发展直播带货、云种植等电商
模式，搭建品牌展示与市场对接平台，举办
秦岭山珍走进香港品鉴推介会等活动，把更
多农特产品推向沪粤港澳市场，全县 5000
亩高山蔬菜产品陆续装进沪粤港澳“菜篮
子”，深受当地市民喜爱和好评；10 月 22
日，两辆载着 60 吨猕猴桃的货车从商南县
佳忆德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冷链物流基地
出发，通过深圳港远渡重洋销往沙特阿拉
伯，据统计，累计出口猕猴桃至该国家近
600吨，出口总额达 1200多万元。

在持续推进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商南县还充分利用其全境处于秦岭腹地，
森林覆盖率 67.3%，负氧离子含量 4 万—10
万个/cm3和全年平均气温18℃，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等突出的生态优势，下大力气发展乡
村旅游、康养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实现
生态产品溢价。目前，已成功创建4个国家天
气气候景观观赏地、2个省级气候特色小镇，
气候优势正逐渐转化为经济效益。其中，富
水镇油坊岭村大力发展茶产业，建成生态茶
园2.6万亩，修建生态茶室3个，休闲自助茶楼
7座，打造休闲景观小品16处，打造网红直播
基地2个、农家乐1家，带动乡村旅游5.8万人
次，昔日的小山沟蝶变为乡村旅游打卡地，构
建起乡村文化、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新业态，
实现农村“绿富美”共赢。

商南发挥生态优势打造绿色发展先行区

近日，商洛市丹凤县峦庄镇迎来天麻收获季。图
为峦庄镇中南村村民爬上高山在林下采挖天麻，雇9
人采挖两天，共收获1500多公斤，均在采收当天被天
麻收购商收购，增收 5 万多元。据了解，在政府引导
下，丹凤县良种产业园已建成蟒岭天麻药源基地13个
1200亩。全县以天麻为主导的全产业链总产值达8.9
亿元，天麻栽培面积由4000多亩发展至2万多亩，年均
产鲜天麻5万吨，130多家村集体经济、农民专业合作
社，2万多农户从中受益，户均增收5万多元。

（本报通讯员 王盈琳 摄）

峦庄镇天麻采挖正当时峦庄镇天麻采挖正当时

（上接1版）
商南县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确定为

党组织“一把手”工程，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纳入乡村文化振兴总体规划和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体系，充分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带
头作用，与帮扶村（社区）结对子，开展“党的
声音进万家”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帮扶村宣
传宣讲利民惠民政策、移风易俗知识、先进
典型事迹。

组建队伍 织密文明实践“网络”

近日，在商南县过风楼镇白玉沟村老年
服务中心理发室，理发师正娴熟地挥舞着手
中的剪刀，为一位老人理发。

老年服务中心理发室的开设，让老年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实惠的服务。

过风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干部韦培
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集职工之家、健身
房、老年照料中心等于一体，功能完备、设施
齐全，可为青少年、老人等不同群体提供周到

的关怀和帮助，也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志
愿者广泛参与，群众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是商南县过风楼镇推进移风易俗、倡
导文明新风带来的新变化。

近年来，商南县组建20支特色志愿服务
队和235支县直部门、镇村志愿者服务队伍，
规范开展志愿者登记注册、招募培训、项目
运作、项目评估、志愿服务时长记录、星级评
定、激励褒奖等，形成“党员示范带动、群众
积极参与”的浓厚文明实践氛围。同时，县
上把慈善协会、老科协、老干部志愿工作团
以及书协、美协、摄影家协会、诗词楹联协
会、诵读协会等社会力量动员起来，让社会
团体和社会组织成立志愿服务队伍，成为 8
小时之外、双休日、节假日开展志愿服务的
重要力量。

县上先后制定《规范志愿服务及开展网
上注册登记工作的通知》和《商南县志愿服
务嘉许礼遇制度》《志愿服务活动制度》等，
完善奖励激励机制，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奖励激励办法，坚持精神奖励为主、物质
奖励为辅的原则，推动形成“人人争当志愿
者”“有时间就做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创新品牌 筑牢文明实践“高地”

秋季开学第一天，商南县人民检察院干
警走进县城关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为师生们送上特别的“开学礼”。

“法治进校园”是商南县关心关爱未成
年人的具体做法，也是深化“讲评兑帮践乐”
实践载体特色亮点之一。

今年以来，商南县持续深化“讲评兑帮
践乐”实践载体。依托县镇村和移民小区四
级实践阵地，突出“讲”，每周全县开展一次

“商南大讲堂”，镇村、部门开展业务小讲堂、
道德讲堂、移风易俗宣讲等，累计开展各类
宣讲活动 216 期，参与干部群众 9.6 万人
次。突出“评”，常态化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累计推出“中国好人”“陕西好人”“商洛好
人”、省市县道德模范近 400人。开展“好公

婆好儿媳”“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议选树
活动，累计选树各类典型 400 多人。突出

“兑”，将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纳入
“道德银行”积分管理，为正面行为加分，定
期兑换商品。突出“帮”，开展义诊、义剪等
近 500 场次，宣讲《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解
决群众难点问题。突出“践”，开展文明旅
游、文明交通、文明餐桌等实践活动，受教育
群众 7.8 万人。突出“乐”，以自编自演山
歌、三句半、顺口溜为主，常态化巡回镇村

“三下乡”“送戏下乡”191场次。
商南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商南县积

极学习兄弟县区的先进经验，整合县域各类
资源，策划了连接金丝峡“文明旅游”实践基
地、过风楼“乡风文明”培育基地、“文明城
市”展示基地、茶文化科普基地、前坡岭红色
革命教育基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等
点位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线路，热忱欢迎
大家带上家人和好友，相约大秦岭封面，感
受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