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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 “必答题”
“党建 +”拓宽乡村振兴路

20 多项“国字号”殊荣“傍

身”、4 次获评全省脱贫攻坚综

合评价优秀县区、全市目标责任

考核“四连冠”，这是陇县近年来

取得的响当当的好成绩。站在新

的起点，所有人都在深思 ：荣誉

属于过去，未来如何落笔？

在陇县县委书记叶盛强的带

动下，一个以“担当作为、争创一

流”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

全县展开。通过讨论，全县上下达

成共识：迈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更要坚定不移地以党建为引领，

不断拓宽“党建+”模式，激活乡

村发展“红色引擎”。

“延春，村上需要个信息员，

你看能回来不？”回想起 5 年前

张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立虎近

乎恳求的话语，村民费延春感慨

万千。费延春和丈夫两人在县城

开了家饭店，盈利可观。然而，

就是张书记的一句话，费延春就

放下自家的生意回到村里。“一

家富了不算富，全村富裕才光

荣！”费延春说。由于费延春工

作踏实认真， 2021 年村“两委”

换届时，她被推选为张家山村第

一位女支书。

费延春回村任职是该村实施

“党建+ 人才”的缩影。近年来，张

家山村先后“回引”3名优秀人才，

储备 5 名“85 后”党员干部，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党建+ 产业”，为群众致富

增添动力。近年来，陇县聚焦羊

乳、香菇、苹果、蜂蜜、核桃“五宝”

重点产业，深化“党支部+ 合作

社+ 基地+ 农户”模式，在奶山

羊、香菇等产业链上建立党支部

15 个，实施村村联建、村社联建、

村企联建“三联共建”行动，培育

集体经济收入 100 万元以上“示

范村”6 个，50 万元以上“经济

强村”18 个。同时，组建“香菇保

姆”“山羊卫士”“苹果管家”3 支

产业人才服务队，面向全县 104

个村推行 24 小时线上政策咨询、

技术指导，确保产业发展持续向

好，群众收入稳步增加，真正让黄

土地生金流银。

深冬时节，陇县温水镇的“乡

贤议事厅”再次举办。老人去世

厚葬还是简办？孩子是学习还

是打工？村里人围坐在火炉旁，

就大家关心的身边事共谋、共

管、共建，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据

了解，陇县紧紧围绕“党建+ 治

理”工作重点，完善以镇村党组

织为核心、村委会负责、党员协

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搭建“乡贤议事厅”“庭院板凳

会”民主协商载体，邀请乡贤人

才、党员群众代表、乡村法律顾

问共同商议村内重大事项，有效

形成了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

事民决的基层治理氛围。

做好“抢答题”
“搬”出幸福生活来

走进陇县东风镇下凉泉村

搬迁户靳小霞的家中，屋里窗明

几净，白色的瓷砖一尘不染，沙

发电视冰箱一应俱全。“以前住

在塬上的土坯房，一到下雨天两

脚都是泥，到冬天除了钻在被窝

里，哪里都不暖和，现在我们也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靳小霞

边倒茶边说。

靳小霞的话语道出了诸多搬

迁群众的心声。“十三五”期间，

陇县建成了 33 个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累计搬迁贫困人口

2210 户 9456 人并顺利脱贫，解

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的

难题。

搬得出还得稳得住。陇县制

定了《关于加快易地搬迁点社

会融合的指导意见》。对脱贫攻

坚期间建成的 33 个集中安置点

统筹规划、提升功能，硬化道路

38.3 公里，配套建设管网 87.8

公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

服务等设施持续完善，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群众活动广场、学

校、村卫生室实现全覆盖。镇区

集中安置点还成立社区服务中

心，6 个楼房化集中安置点推行

物业化管理，23 个庭院式安置

点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护，

安置点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同

时，加大搬迁群众产业就业帮扶

力度，集中搬迁点周边建成产业

基地 32 个、社区工厂 12 个，带

动 2275 户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安居乐业，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归属感、幸福感。

为了持续推进易地搬迁后续

帮扶工作，陇县建立平台化办理

事项、网格化规范管理、多元化矛

盾调解、社会化物业保障的自治

体系，镇村（社区）干部、党员代

表共同做好搬迁群众管理服务。

家住普裕社区的搬迁户霍四代的

儿子刘永刚因车祸造成高位截

瘫，申请办理残疾证。社区在社区

第一书记刘元伟的帮助下，为刘

永刚开通了证书办理的“绿色通

道”。当残疾证送到霍四代的手中

时，这位老人红了眼眶。

为充实服务群众的帮扶力

量，陇县按照单独选派和就近覆

盖相结合的方式，为 33 个移民搬

迁集中安置点选派帮扶工作队，

61 名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全面

进驻，“全天候”开展服务管理工

作。“帮扶工作队来到搬迁社区

后，除了做好巩固脱贫成果相关

工作外，他们还充分发挥自身文

化程度高、信息化平台操作熟练

等优势，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群

体帮办养老保险、高龄补贴年审，

申报各类政策补助，群众反响比

较好。”普裕社区党支部书记徐存

学说。

 做优“加分题”
“拓”岗就业促增收

“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福

建、广东好多地方都去过，虽说

能挣点钱，但屋里老人娃娃都照

顾不上，肯定没有在家门口上班

好。”近日，在位于陇县苏陕工

业园的陕西恩达科技有限公司，

刚刚走下操作台的女工胡亚红

高兴地说。

陕西恩达科技有限公司陇县

车用线束生产线项目是由江苏恩

达通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的。2020 年项目投产前，就从

当地组织近百人赴江苏总部进行

技能培训。开工后，这些熟练工边

工作边带徒，不断增加就业规模。

截至目前，项目共带动就业 461

人，其中脱贫户 130 人。项目二

期建成后，累计可带动周边群众

就业 800 余人，让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赚钱、顾家两不误。

稳岗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

来，陇县县委、县政府持续加强对

稳岗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

了县、镇、村稳岗就业工作推进机

制，搭建了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

网络，在全国有劳务协作关系的

重点企业建成劳务输入基地 100

多个，形成了多方用力、合力推进

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全县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补

贴、村镇工厂补贴、稳岗补贴等

3800 多万元。

疫 情 期 间，陇 县 成 立 稳 就

业工作专班，组织农民工“一对

一”“点对点”外出就业 59 批 868

人次，政府包车，专人护送，直达

用工企业，保证了就业人员的健

康和安全，受到企业热烈欢迎和

省市充分肯定。举办创业创新技

能比武暨民营企业（苏陕）招聘推

介周等招聘活动，为外出务工人

员提供“跟进式+ 订单式”就业服

务，带动全县累计转移劳动力就

业 8.2 万人，其中脱贫人口和监

测对象就业 3.75 万人。

今年以来，陇县坚持“外抓输

出、内抓挖潜，确保‘两户’、应就

全就”的工作思路，通过“园区化

承载、产业化嵌入、组织化输出、

自主化创业、精准化培训、平台化

推进、动态化监测、公益岗兜底”

等途径，社区工厂优先安置、产业

基地务工嵌入、公益岗位兜底安

置，调整优化就业帮扶政策，不

断拓宽就业渠道，全力推进脱贫

人口全县稳岗就业提质量、上台

阶，实现了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

力的家庭至少一人就业务工，13

个就业帮扶基地吸纳城乡富余劳

动力 1386 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1147 人，其中脱贫人口 922 人，

占 80.38%。

前不久，陇县入选 2022 年国

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是我市唯一

入选的县区。面对新的答卷，陇县

人民正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满怀信心，上下齐心，共同擘

画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这是一方被“偏爱”的土地 ：
这里有被誉为“中国的阿尔卑斯山”的

4A 级立体山地草原景区——关山草原，在
西北内陆地区独一无二 ；

这里号称关中“水龙头”，境内大小河
流 49 条，森林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是西

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这里就是陇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

角全面吹响后，陇县秉承独特的山水资源，
奋力打造生态乳都、全域旅游、生态工业、
园区经济“四大百亿产业”，在乡村振兴的
大考中书写新的答卷。

——陇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郑晔  庞文渊

书写在山水间的新答卷

陇县河北镇移民新村

烤烟成为陇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

帮扶干部上门为搬迁社区群众开展服务

陇县固关镇志愿者重阳节慰问独居孤寡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