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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风采录
努力干   一起干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弓旭东采写）

  市乡村振兴局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对象申报政策“明白纸”——

监测申报网上办  帮扶政策全能看
本报讯 “乡村振兴局的

服务太暖心了，我连村委会

都不用去，扫一扫帮扶干部

手中的‘二维码’，防返贫申

报一次搞定，帮扶政策全能

看到。”日前，金台区硖石镇

董家村脱贫户席勤换通过手

机进行了防返贫申报。

席勤换口中的“二维码”

是市乡村振兴局组织我市各

县区对监测对象申请条件、

申请方法、申请须知以及监

测对象享受的各类政策等内

容细化完善后的一次“触网”

实践。今年以来，市乡村振

兴局聚焦便民利民服务，扎

实推进“三个年”活动走深走

实，组织全市 12 个县区及高

新区以县区为单位，利用线

上“一码通”，建立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申报政策和帮扶政

策两个“明白纸”，打通服务

监测对象“最后一米线”。

据介绍，市乡村振兴系

统通过全面推行“一码通”，

将“陕西农户一码通”植入

监测对象申报政策“明白

纸”，农户可随时随地使用

手机微信扫描“陕西农户一

码通”二维码进行防返贫申

报，只需要填写所在村、姓

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

家庭困难情况等信息，确认

提交后便可完成防返贫自

主申报。

“我们对农户通过‘一

码通’申报反馈的问题，实

行在 24 小时内组织开展入

户核实并通过手机端反馈

核查结果。”市乡村振兴局

相关负责同志说。线上“一

码通”的推广使用，让农户

自主申报变得更加方便快

捷，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提高了

群众满意度。

“趁着还年轻，给自己留些美好回忆”
——记陈仓区赤沙镇宁里巴村第一书记何鹏超

西山地区一座山连着一

座山，道路崎岖蜿蜒。陈仓区

赤沙镇宁里巴村是这片山区

的一个大村，10 个组、620

户 2330 人，但外出务工人员

占到了四分之三，村子常住人

口不到 500 人。

市公路局晁峪检测站干

部何鹏超是这个村的第一书

记。在村上提起他，没有人不

说好。“村里大小事，他都跑在

前，有啥事给他说，比自家娃

还尽心！”“不容易，村上年轻

人都不愿意待，鹏超来没一句

怨言！”……

39 岁的何鹏超是一名退

伍军人，2006 年被安排到晁

峪检测站工作。2021年 6月，

得知单位接到驻村任务，他第

一时间报名。“驻村比较辛苦，

我在单位还属于年轻同志，而

且是共产党员，就要身先士

卒，所以报了名。”何鹏超说。

来到村上，防返贫监测、

安全生产、村集体发展……何

鹏超活一样也不落地干，而且

件件干到村民心里。村上以花

椒种植为主业，几乎家家都有

几亩花椒地，但种植花椒的水

平参差不齐。何鹏超来后想出

了请“土专家”指导的办法，每

隔几周他就邀请村上种植大

户、农机校专家等，在花椒地

里手把手教大家作务。

2021 年 10 月的一场大

雨，让村里出现汛情。当时正

值国庆假期，且何鹏超第二个

孩子刚刚出生两天，可他得知

消息后主动往村上赶。当时通

村路被大水漫过，车辆已经很

难前行，何鹏超步行一个多小

时，蹚着泥水赶回村里，立即

参与到抢险工作中，转移留守

老人、转移村民财产，摔倒了

爬起来，手磕破了不在乎，一

直忙碌到晚上，终于将所有村

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山大沟深，组与组的

距离就是山与山的距离，虽然

远，但何鹏超只要有空就翻山

越岭入户走访，没几个月，谁

家啥情况，他心里都有“一本

账”。二组老人王岁信老伴腿

脚不便走不了路，何鹏超自己

掏钱买了一辆轮椅送到家中；

70 多岁的梁天虎老人家比较

特殊，儿子患病常年化疗，家

里地里全撂下，一家人围着儿

子转，何鹏超得知后每周都带

着生活用品去其家中，收拾屋

子、干农活……梁天虎和老伴

感慨道：“鹏超尽心尽力帮咱，

比亲娃还亲！”

这样的事，在近两年的驻

村日子里，何鹏超记不清做了

多少件，用他的话说：“部队

让我学会了吃苦和奉献，既然

脱贫攻坚没赶上，那就趁着还

年轻，在乡村振兴一线贡献一

份力量，这也算给自己留些美

好回忆。”　

农业三产“融”起来  
优势产业前景广阔

4 月 9日，正值周末，春日

的阳光温煦柔和。位于陈仓区

慕仪镇的绿丰源蔬果专业合

作社，一座座蔬菜大棚整齐排

列，一眼望不到头。大棚内，“普

罗旺斯”、乳瓜、羊角蜜等果蔬

长势喜人，前来休闲观光、采

摘、品尝美食的游客如潮。

陈仓区绿丰源蔬果专业合

作社成立于2009年，现有入社

农户216户。合作社以蔬果生

产、加工、销售为主，集绿色生

产、新优品种引进试验、标准化

生产技术推广展示、农民培训及

农旅观光采摘五大功能于一体。

“合作社利用园区自身优

势，向二三产业延伸，去年仅

餐饮和种植两项，营业额就达

5000多万元。”合作社副总经理

杨帆说，同时，带动周边无业、

脱贫劳动力等325人就业。

无独有偶，周原镇距离城

区近，发展设施农业、大田蔬菜

有资源、有优势。位于该镇第

一村，占地600余亩、一期投资

2000 万元的智能蔬菜温室项

目正在加紧施工。

“以优势禀赋打造特色产

业，以高质高效换取高附加

值，该项目主要以生产高端蔬

菜水果为主，今年 10 月果蔬

就能上市。”第一村党支部书

记韩小兵说。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是陈

仓人在抓区域经济促乡村振

兴中的必由之路。“我们按照

‘稳粮、兴菜、优果、强畜、扩药、

提效’的产业发展思路，打造了

西部山区以柴胡、花椒、苹果、

蜂蜜为主，川塬以设施农业、大

田蔬菜、珍稀食用菌、规模化种

植养殖等为重点的‘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产业品牌。”该区乡

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思路即出路，陈仓区壮大

优势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该区

围绕渭北川道、渭北塬区优质粮

生产基地，稳定小麦种植面积，

扩种夏玉米。在探索东堡村、高

家堎村等整村托管服务的基础

上，对周原镇、慕仪镇实行整镇

托管。同时，稳步推进西部山区

优质苹果基地建设，在渭北塬区

的贾村镇等扩种鲜杂果，依托现

代农业园区和新型经营主体，新

发展葡萄、水蜜桃、樱桃等特色

鲜杂果1万余亩。

“区上建成大中型水泥骨

架蔬菜大棚 1.5 万亩，推广无

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延

长了蔬菜产品供应链，成为市

区近郊供应基地。”该区乡村振

兴局相关负责人说。此外，依托

利民屠宰、森宝养殖、新野农牧

等企业，形成从生猪养殖到屠

宰、从肉制品到副产品加工产

业链，特别是总投资20亿元的

牧原生态养殖全产业链项目，

年出栏生猪 30 万头，产值 12

亿元，增加税收 3000 万元以

上，吸纳劳动力800多人。

据悉，目前全区年销售收

入 50 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 28 户，其中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 12 户，实现销售收

入 19.2 亿元，净利润 1.7 亿

元，上缴税金 1.3 亿元，企业

从业人员 2600 余人。

生态旅游“热”起来
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生态游、近郊游是近年来

比较流行的旅游方式。近年来，

陈仓区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

源禀赋精准发力，让沉睡的资

源“活起来”、让休闲农业“热起

来”、让乡村旅游“火起来”。

西部山区虽山大沟深，但

生态植被好，自然风光美，区

上在乡村旅游中创思路、聚人

气，依托大水川、九龙山旅游

景点带动效应，发展乡村游、

休闲度假、农家乐，相继涌现

出农川生态休闲农场、大水川

明乐园、翟家坡民宿农耕文化

村等20多个乡村旅游目的地。

“区上依托大水川、九龙

山、灵宝峡等景区，以旅游专线

为主线，挖掘西山酒歌等文化

资源，加快南由古城特色小镇

建设，着力打造香泉、坪头等

文化旅游名镇，并辐射带动沿

线村庄，全力打造集吃、住、行、

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产业集

群。”该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说。如今有 1.3 万多名当地群

众依托景区就业，其中 800 多

名脱贫人口直接在企业务工。

位于大水川景区旁的香

泉镇南峪村有 285 户村民，以

往村民靠外出务工、上山挖

药、种植作物为生。景区建成

后，一部分村民在景区上班，

挣起了月工资，还有一部分村

民开办农家乐、民宿以及销售

土特产，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今年 42 岁的村民王映

南，以往在南方打工，景区建

成后，他带着媳妇和娃回到村

里，办起了民宿。“2018 年两个

月挣了在外打工一年的钱，疫

情这几年我年收入也能有 3

万多元。”王映南说，今年他把

三层楼的民宿全部装修一新，

准备大干一番。

西部山区的生态旅游已

成气候，陈仓区其他地区的近

郊游也不遑多让。

“区上利用渭北农业园区

优势，孵化培育新育、华臻、鱼丽

园、世纪田园等7户休闲农业园

区。太子沟民俗无动力乐园、原

上小厨、吴家大院、齐西搅团宴

等特色餐饮，形成渭北园区休闲

农业观光带。”该区乡村振兴局

相关负责人说。同时，双碌碡城

郊休闲游、太公庙农业观光游已

成为三产融合的新特色。

据了解，去年以来，陈仓

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 120 多万人次，营业收入

1100 多万元。

创业就业“活”起来
生活富足未来可期

主控温度 1563.6℃、助

燃风到位、冷却风正常……在

育才玻璃制瓶有限公司三部

电子检测室内，面积达 106 平

方米的天然气双通道马蹄焰

玻璃窑炉内烈火熊熊，下游生

产线上，玻璃瓶正组成庞大的

“军团”。

“这是西北最大的瓶罐

生产基地，每天制瓶量约 185

个。”该公司总经理张晓华告

诉记者，公司用工 650 多人，

除了从外地聘请的 50 名技术

人员，其余均是周边群众。

家住宝鸡高新区天王镇

的刘伟就是其中一员，他从事

制瓶机操作，已经干了三年

多。“以前在外务工，家里日子

很难，通过区上举办的招聘会

应聘到企业，一个月能挣 6000

多元。”刘伟笑着说。     

让普通百姓端稳饭碗、鼓

足钱袋，是乡村振兴最根本的

动力和目的。近年来，陈仓区

持续落实促进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十五条政策措施，举办就

业创业技能培训 52 期，同时

开展各类招聘活动 17 场次，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 

陈仓区慕仪镇孙家村英

子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集

食用菌研发、栽培、加工、销售

及农林废弃物循环利用于一

体的专业合作社，建有 40 多

座标准化生产大棚，种植灵

芝、羊肚菌、黄背木耳等 10 余

种珍稀食用菌，生产灵芝盆

景、灵芝孢子粉等产品延伸产

业链，周边几个村有 50 多人

在这里务工。

今年 52 岁的孙家村村民

彭亚萍从合作社刚成立就来

务工，从学徒开始到现在负责

菌棒接种技术指导。

“我一个月工资近 3000

元，每天正常上下班，回家给

上学的孙子做饭也不耽搁。”

彭亚萍说，多亏了理事长李栓

英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让大

家生活富足，未来可期。

壮大创业就业，陈仓区步

子迈得很大。“我们今年使用

中央财政衔接 500 万元用于

支持启动实施的‘雨露计划’，

脱贫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

41131 人。”该区乡村振兴局相

关负责人说，区上先后创建村

镇工厂 12 个、就业帮扶基地

18 个，辐射带动 68 个村 3560

人就业，其中脱贫人口353人，

带动务工增收 1412.5 万元。

群众的口袋“鼓”了，产业

的路子“宽”了，陈仓人在希望

的田野上阔步前行，一幅产业

兴、村民富、乡村美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进行时

在希望的田野上阔步前行
——陈仓区抓区域经济促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何鹏超（左）走访村民

春天孕育着希望，承载
着梦想。在这个季节里，陈仓
大地处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

陈仓区慕仪镇绿丰源蔬
果专业合作社打造的农旅融
合新模式，吸引游客前来采
摘、休闲的同时，也带火了近
郊游 ；香泉镇王家庄村利用
长孙皇后故里、北魏石窟等
文旅资源，全力打造乡村旅
游新亮点 ；赤沙镇万亩花椒
园里，“土专家”现场示范指导
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 

因产而兴、依产致富，
陈仓区可谓镇镇有致富产

业、户户有增收门路。今年
以来，陈仓区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
围绕“陈仓崛起”总目标，依
托总投资 2.8 亿元的 139 个
乡村建设项目，全力以赴守
底线、抓发展、促振兴，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
兴扎实推进。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陈仓人正
在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陈仓区绿丰源蔬果专业合作社全景

育才玻璃制瓶有限公司员工在检测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