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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干  一起干
第一书记风采录

乡村振兴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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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进入扶风县乡村，心

情倍感舒畅，苹果树硕果累

累，柿子树一片火红，各种花

儿竞相绽放，一派繁盛景象。

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实践

在扶风县蓬勃开展。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

上，扶风县紧扣“12355”工

作思路，锚定打造乡村振兴

先行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守牢粮

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两条底线，狠抓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形成 34 名

县级领导以上率下、32 个

县级部门齐抓共管、8 个镇

街 统 筹 真 抓 实 干、116 个

村的“四支队伍”一线带头、

3735 名帮扶联系人及 2219

名网格员结对帮扶的“五级

联动”工作体系。

如今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乡村“容颜”明艳秀丽、农民生

活有滋有味……如诗如画的

乡村积蓄新动能、绽放新活

力、燃起新希望。

做好产业化文章
品牌亮起来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

石。扶风县牢牢抓住产业发展

“牛鼻子”，不断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粮食、种业、果

业、畜牧、蔬菜五大特色产业，

打造产业品牌，开展“消薄培

强”行动，在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上求突破，使农村群众增加了

收入。

金秋十月，位于扶风县

天度镇杨继岭村的乔山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甜柿子种植基

地，柿子挂满枝头，仿若天边

的彩霞，十分娇艳，合作社农

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合作

社负责人任婉婧介绍 ：“现

在我们集中连片建设高标准

甜柿子产业园及苗木基地共

计 600 多亩，带动周边群众种

植 4000 多亩，提供就业岗位

60 多个，带动农户增收 13 万

元，平均每户农户年收入增加

4000 元。”

这是扶风县探索特色农

业的一个缩影。

在扶风这片土地上，产

业特色品牌熠熠生辉 ：作为

国家、省级苹果基地县，扶

风县 11.4 万亩苹果基地夯

实经济果基础，省级果业高

质高效示范园海越苹果园、

木林森苹果园及 12 家市级

果业“四新”示范园展示了实

力 ；这里是陕西省猕猴桃生

产基地县，种植了 2.4 万亩

猕猴桃，丰富了市场果品种

类 ；这里是大樱桃省级采摘

示范基地、设施蔬菜十佳农

业示范园区……

扶风县大力发展联农

带农经济和集体经济，促进

“145”产业升级，集体经济年

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村达到 15

个。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

绍：“今年实施了 63 个产业

化项目，形成北部有苹果、甜

柿子，南部有蔬菜、猕猴桃、生

猪，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的产业格局。”

瓜果飘香、蔬菜流翠，扶

风县成功打造“午井井田”区域

公用品牌，成为“陕西供港蔬菜

扶风基地”，创建为国家级食用

菌标准化示范区，累计认证“两

品一标”产品 13个，应对市场、

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依托零工市场、工业园

区联合招聘等活动，累计为

群众提供岗位 8000 余个，达

成就业意向 3700 余人 ；以

脱贫监测户、边缘户为重点，

强化就业兜底保障，整合了

全县农村基础设施“1+10”

公益性岗位 1915 个 ；积极

打造扶风迅达配送员、扶风

家政、扶风美食等六大劳务

品牌，吸纳近万名农村劳动

力充分就业，群众就业渠道

更广、收入更高。

描绘乡村新画卷 
环境更宜居

阳光洒满院落，花香飘

溢乡间，树影婆娑，孩童嬉

闹……走进法门镇南佐村，

只见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

后物品摆放井然有序。村民

赵都怀说 ：“环境变好了，人

的心情就跟着好，总想把日

子过好。”

在天度镇西权村，只见

“美丽西权”文化墙、党建墙十

分醒目，鲜红的党旗石雕、仿

古凉亭等设施已建造完成，村

落四处绿意盎然、花团锦簇，

体现了乡村的拙朴大方、明艳

亮丽。

旱厕改造、污水治理、道

路硬化……一系列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使乡

村“容颜”发生巨变。扶风县

坚持规划先行，擘画美丽乡

村“全局图”，编制 22 个行政

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和 10 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规划，聚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宜

居示范村、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宅基地改革等各类试点，

把好乡村建设方向。

县上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以来，全县实施乡村

建设项目 123 个，共计投资

3.69 亿元。积极创建国家‘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提升道路

畅通水平。开展以村庄街道、

路渠绿化为主的‘三化一片

林’森林乡村建设，加快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实施

‘快递进村’全覆盖，实现农

村水、电、气、路、讯等公共服

务提档升级，夯实乡村建设

基石。”

扶风县大力推进“百村

净化、十村示范”工程，深化

“1+10”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

理，落实“村庄清洁公约”“卫

生评比”“美丽庭院评选”制度

等，提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的积极性。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说：

“‘美丽乡村’建设不光美了乡

村环境,也美了千家万户,让

农民过上了与城里人一样的

舒适生活。”截至目前，全县共

建成县级以上农村人居环境

示范村 20 个，创建省、市“美

丽乡村·美丽家园”10 个。

打造和美新农村 
新风润人心  

近日，法门镇美阳村的网

格员杨天旭发现，村里有一条

靠近农田的道路常渗水，路面

湿漉漉的，仔细查看原是车辆

轧坏自来水管道所致。杨天旭

急忙给县水务集团打电话请

求维修，施工队马上派人修好

了管道。这是美阳村网格化服

务的一个缩影。

塑造和美乡村，基层善

治是关键。今年以来，扶风

县在基层治理方面，加快推

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

县平安建设网格员扎实开展

“八五”普法、“九率一度”提

升工作，化解信访积案、防范

重大风险隐患。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日益增

强。该县推行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4+4”模式，构建“党建

+”品牌，开展“四美红旗村”

创建，推动标准化党组织建

设，深化“支部吹哨，人才报

到”机制。先后投入资金 540

万元，改造提升村级党群服

务中心 18 个，建成 26 个规

模较大、带动示范效应明显

的“人才议事厅”。在召公镇

聚粮村参加议事活动的老党

员刘双会说 ：“村上为我们

打造的这个议事厅，让大家

有了说事、议事的地方。把问

题摆到台面上，一起想办法

解决，真是太好了！”  

树立文明新风要“润物细

无声”。在天度镇鲁马村的农

家书屋，科学技术、文化生活、

少儿知识等各类书籍整齐有

序地摆放在书架上。农家书屋

开在村史馆里，群众在这里不

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能学

村史，从而把古朴的村风、淳

朴的民风、良好的家风一代代

传承下去。

今年以来，扶风县坚持用

道德模范向善、志愿服务行

善、村规民约和家风家训育

善，大力弘扬清风正气。截至

目前，该县广泛开展文艺惠民

演出活动 40 余场次，开展公

益电影放映进社区、进养老机

构活动 53 场次，极大地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同志

介绍 ：“今年扶风县推进移

风易俗，建成 130 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所）；农家书屋、

广播室等村级文化设施实现

全覆盖 ；开展乡风文明主题

活动 360 余场次，参与志愿

者达 5000 余人次，使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底色更亮、成

色更足。”

美丽如画的乡村已破茧

化蝶，广袤田野正升腾起新的

希望，扶风的乡村振兴将有更

多新变化令人期待！

天度镇杨继岭村村民采摘柿子

增收致富的领路人
——记扶风县天度镇韩家窑村第一书记王俊翔

“这批鸡苗再喂养一周就

可以投到山林散养。要保证品

质再出栏，最好赶上春节前档

口销售出去……”近日，扶风

县天度镇韩家窑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俊翔到村上养鸡场与

工作人员交流。

韩家窑村位于扶风县城

以北 20 公里，地处乔山南麓。

王俊翔响应市上干部驻村推

动乡村振兴号召，放下机关工

作，到韩家窑村搞服务，如何

养鸡、养羊、种庄稼成了他现

在每天钻研的问题。

“养鸡场是韩家窑村依托

丰富的山林资源发展的林下

生态养殖基地之一。经过近几

年发展，养鸡场每年出栏土鸡

1万多只，赚的钱成为村集体

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王俊翔

向记者介绍，由于养鸡难度小、

技术好掌握，村上这几年持续

盈利，起初村上收益 20万元，

现在即将突破50万元。王俊翔

给记者算了笔账：养殖业每年

能为脱贫户带来收益超

10万元，提供长期性岗

位 6个，养鸡场 1个工

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临时性

用工每年超过200人次。

放眼望去，3000 多只鸡

羽翼光亮，正在山林里欢快地

溜达。养鸡持续盈利，离不开

驻村工作队的辛勤付出。为解

决销售问题，王俊翔带领工作

队策划组建了韩家窑村爱心

助农直播间，邀请本土网红轮

番上阵直播带货，使乡村土特

产被更多人看到，直播间年销

售额超 20 万元。

看着养鸡场里外安装的

各式各样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记者不禁好奇。“养鸡场在山

林里，距离村委会较远。为解

决管理上的漏洞，今年我们

投资 10 万元打造智慧养殖项

目，利用物联网传感技术，铺

设千兆光纤专线，安装摄像

头、传感器等设备，这样，养鸡

场内外的视频画面、温度、湿

度等数据就能实时显示在手

机App 里，便于我们管理，同

时也能为科学养殖提供重要

支撑。”王俊翔掏出手机，点开

智慧养殖App 向记者介绍。

“帮群众持续增收是我来

这里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的主

要目的。今年我们瞄准村集体

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到西

安、商洛等地考察。考察后，我

们为村上谋划了生态散养黑

猪项目和酸枣种植项目，并计

划淘汰部分经济效益较低的

农牧产业，这样就能让村集体

经济保持活力。”王俊翔说。

宝鸡

党建引领  派强用好驻村干部
本报讯 驻村干部是乡村

振兴的中坚力量。今年以来，

我市坚持党建引领，构建驻村

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

推动力量在一线聚集、责任在

一线落实、成效在一线彰显。

坚持选硬人，派强“生力

军”。通过强统筹、优结构、严

审核，我市选派了 1928 名驻

村干部。这些干部大学以上

学历的占 56.97%，有镇村工

作经历和涉农专业知识的占

61.6%，综合素养高。聚焦练

硬功，上好“三堂课”：老带新

上好“第一课”，严格执行轮换

交接制度，坚持新老驻村干部

联开一次群众会议、联办一件

民生实事等，引导新驻村干

部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全覆盖学精“业务课”，坚持市

县分级分层

集中培训；

促实干开设

“现场课”，实施擂台比武工

程，以赛促学、以赛促干。组织

定点帮扶单位把党建引领、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

为硬任务，探索“整镇推进、整

县提升”模式，完善驻村干部、

村干部协同推进、合力落实机

制。此外，对驻村干部抓实年

度考核和期满考核，用好“指

挥棒”，使其能担起责任、干出

成绩。

截至 10 月，全市驻村干

部争取派出单位直接投入帮

扶资金 2574 万元，帮助派

驻村引进资金 1.98 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 810 个，转移

就业 8297 人，采购、帮销价

值 3105 万元农特产品，解

决基层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660 个。

深耕沃野写新篇
——扶风县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综述

村民在宝鸡胜利食用菌生产基地整理菌棒 干净整洁的杏林镇浪店村

王俊翔 （右） 与村上养鸡场工作人员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