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陕西延安市安塞区南

沟村的苹果示范园里，枝杈上吐出一颗颗嫩芽。

“瞧！刚修完枝，果树都在攒着劲呢。新技

术、新品种，再加上得天独厚的环境，苹果是咱

这儿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村支书张润生快

人快语。

好土地咋长出好苹果？

“一靠政策，二靠技术，三靠改革。”张润生

掰着手指一一道来：

政策是支撑。这些年各种产业帮扶就没断

过。打机井、上滴灌，搭建防雹网，引进智能筛

选生产线……农民盼啥，政府就帮啥。

技术是关键。过去由于品种老化，树越长

越高，果越结越小。农技专家专门攻关，推广矮

化种植，一系列新技术解开难题，让苹果品质上

了新台阶。

改革是动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一场“三变”改革，激发苹果产业发

展活力。村里成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打造

南沟生态农业示范园，村民人人成了股东。目

前全村建成 1060 亩高标准矮化密植苹果示

范园。

苹果红了，村民日子甜了。走进南沟村，平

整的水泥路，整齐的房屋，现代化果园设施齐

备，木屋酒店、观景台引来八方游客。驻村干部

张光红感慨：“产业兴了，村里人气旺了，十几个

大学生都纷纷返乡了。”

红苹果映照出南沟村的未来。在村里研学

基地实习的大学生马蓉蓉说：“我毕业后打算回

村里工作，我们赶上好时代，乡村振兴一定大有

可为！”

做强产业，健全机制，稳

定脱贫有底气

南沟村是个缩影。近日，记者跟随“弘扬延

安精神，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采访组

在陕西采访，看到三秦大地越来越多的脱贫村

面貌新起来，产业旺起来，人气聚起来，阔步迈

向乡村振兴。

一大早，铜川市庙湾镇蔡河村脱贫户方先

清来到香菇大棚，给菌棒“翻身”。“再过个把月，

新一茬香菇就出来了。”方先清开心地说，他承

包了 13 个大棚，去年纯收入 8 万多元。

稳定脱贫，关键要靠产业。刚开始听说种

香菇，方先清担心风险大，没敢迈出这一步。

镇村干部一次次上门，解释政策：“你如果想种

香 菇 ，可 以 向 村 里 的 集 体 经 济 合 作 社 租 借 菌

棒。公司全程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出菇后，再

还租金。”

新模式打消了方先清的顾虑，村里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进来。如今，庙湾镇年产菌棒 1000
万棒、年产香菇酱 300 万瓶，累计带动 2000 余户

群众，人均年增收 1.2 万元。

发展脱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

渭南市潼关县金桥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正

在除草的城关街道庆丰村村民宋三鱼说：“我每

天能挣百来块，加上土地流转租金，一年收入 3
万多元。”据悉，园区每年支出劳务费 400 多万

元，为周边 200 多个村民提供稳定务工岗位。

“我们推进农业示范园区建设，通过土地流

转、吸纳务工、技术培训、示范带动等多种方式，

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展。”渭南市委农办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飞介绍，全市现代农业产

业园 40 个，总产值突破百亿元，随着利益联结

机制日益完善，园区带动农民增收效益明显。

“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新型经营主体更

好地联农带农，发挥新型主体和农户各自所长，

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表

示，新型主体应该“抓两端带中间”，负责前端的

农资供应、技术服务和后端的加工、销售，指导

农户做好中间生产管理，最大限度降低产业风

险，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陕西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孙亚政

介绍，近年来，陕西立足脱贫地区资源优势，促

进山地苹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做强做大做优，

持续完善“龙头企业 +合作社 +集体经济 +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让 206.5 万农户融入现代

农业产业链。

稳定就业，精准施策，

内生动力更强劲

一面培育提升产业，一面着力稳定就业，陕

西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商洛市山阳县十里铺街道高一易地移民搬

迁安置点，脱贫户管西云在社区制衣工厂找到

了新工作，“月收入 2800 元，家门口上班，还不

耽误照顾老人、孩子，这样的好日子，过去哪想

得到。”

十里铺街道干部柳飞介绍，当地根据搬迁

群众的实际情况针对性提供就业岗位，不少社

区工厂实行弹性上班制度，按照基础工资加计

件收入的方式灵活计薪，社区还建了妇女儿童

之家，由志愿者帮忙照看放学后的孩子，解决就

业群众的后顾之忧。

“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开展以来，县里建设产

业园区、社区工厂、就业帮扶车间 268 个，同时

通过劳务输出、创业带动、公益岗位安置等多种

方式，实现了有劳动能力易地搬迁家庭至少一

人稳定就业。”山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春

华说。

“有了工作心里不愁，全家不担心返贫了。”

渭南市富平县曹村镇便民服务中心，成莎莎正

接待群众咨询、帮助群众办理医保业务。

去年，成莎莎从渭南师范学院毕业。为方

便照顾家里，她希望找一份离家近且较为稳定

的工作。刚好，当地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

进行动，为有需求的脱贫家庭毕业生提供就业

帮扶。不久之后，成莎莎便在曹村镇便民服务

中心上了班。

“对于未就业的‘雨露计划’毕业生，我们结

对制定一人一策帮扶计划，优先推荐岗位，优先

落实政策，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促进尽快就业。”

富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田锋说。

“一人实现就业，全家稳定脱贫。”孙亚政

介绍，为给脱贫户打造更多的就业饭碗，陕西

省开展了“春暖农民工”“雨露计划 +”等就业

帮扶专项活动，实现劳动力实名现状数据库、

培训数据库和需求数据库“三库联动”，精准对

接技能培训与就业需求，去年脱贫劳动力和监

测对象务工规模 219.4 万人，大大激发脱贫户

内生动力。

延链、强链、补链，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兴产业、促就业，脱贫基础不断稳固。去年

陕西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4277 元，较上年

增长 14.2%，20.93 万监测对象都落实了精准帮

扶措施，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脱贫县、脱贫村

铆足干劲，用脱贫攻坚的“金钥匙”，打开乡村振

兴的“致富门”。

瞄准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

标，陕西省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居环

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不

断提升。

绿色镇坪、山水如画，一个个村庄散落在崇

山峻岭中，平坦的彩虹公路将一个个美丽乡村

串珠成链。

安康市镇坪县上竹镇湘坪村村民周利红开

了家农庄，去年纯利润近 30 万元。“我们这里生

态好环境美，经过这几年的建设，乡村生活越来

越便利，游客越来越多。”

近年来，镇坪县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一个个脱贫村

通了产业路，喝上自来水，连上互联网，建起了

旅游厕所及停车场。富有特色的村庄宜居宜业

又宜游，成为乡村游的目的地。

环境好起来，产业旺起来，山沟里的“土特

产”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长”成富民大

产业。

时下，正是香椿上市季节。安康市紫阳县

高桥镇裴坝村，漫山遍野的香椿树吐出红油油

的嫩芽。脱贫户夏俭成挎着竹篮、背着背篓穿

梭林间，忙着采摘头一茬椿芽。“手上握着订单，

种香椿收益稳稳的。”夏俭成告诉记者，采摘下

来的椿芽，由紫阳县山野食品有限公司保底统

一收购。

随着香椿产量逐年递增，龙头企业建起冷

链物流库，上马香椿酱生产线，年产香椿酱 400
万瓶。为了让好东西卖上好价钱，公司线下服

务 36 家餐饮企业，线上搭建销售平台，产加销

贯通，带动全县种植香椿 1.3 万余亩，促进 1 万

余人增收。

小木耳成了大产业，猕猴桃成了致富桃，红

苹果成了振兴果……聚焦延链、强链、补链，陕

西把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

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

到位，全面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孙亚政说。

陕西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人口去年人均纯收入增长 14.2%

“金钥匙”打开乡村振兴“致富门”
本报记者 李晓晴

“我喜欢我的庄稼，苞谷麦子土豆，我热爱

我的土地。”这句话出自前段时间出版的一本

《田鼠大婶的日记》，书的作者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打春、立夏、秋分、冬至，每天记上几百

字，一天一天串起来，就成了农家生活的原生态

实录。用农家的话，记录农家的事，语言虽然没

那么精致，但读起来格外顺溜。乡亲们读来觉

得那就是自己的生活，城里人读来也被唤起浓

浓的乡愁。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推进

乡 村 振 兴 是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 重 要 内 容 。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

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同样也要富足。

应当看到的是，现在一些乡村里，农民们吃喝

不愁，住房、上学、就医有保障，但文化生活却

相对匮乏。闲暇时光的娱乐活动不是看电视、

玩手机，就是打麻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

上，不仅口袋要比过去更鼓，脑袋也要更加充

实，必须通过乡村文化振兴来提振乡亲们的精

气神。

让乡亲们的精神生活更富足，需要更多的

乡村文化载体。就像这本《田鼠大婶的日记》，

记录乡亲们熟悉的日子，讲述乡亲们身边的故

事。朴实的讲述让乡亲们读起来顺口，听起来

顺耳，春风化雨般丰富了乡亲们的文化生活，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起 到 了 增“ 智 ”长“ 志 ”的 作

用。一段时间以来，河北阜平的马兰花儿童声

合唱团、贵州台江县的“村 BA”篮球赛，之所以

备受关注，恐怕都与源自乡村、更容易让乡亲

们产生文化认同有关。我国地域辽阔，南北不

同、东西各异，广袤乡村孕育着充满特色风情

的文化资源，今后要不断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让更多的文化“土特产”活跃繁

荣乡村文化市场，让乡村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促进乡村文化

振兴过程中，乡亲们既是受益者，同样也应成

为积极的参与者。培育乡土文化能人和各类

文化活动骨干，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对于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

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

村 文 明 新 气 象 ，意 义 重 大 。 一 方 面 要 建 立 健

全 乡 村 人 才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优 化 乡 村 人 才 发

展 环 境 。 加 强 基 层 文 化 队 伍 培 训 ，培 养 一 支

懂 文 艺 、爱 农 民 的 乡 村 文 化 人 才 队 伍 。 另 一

方面，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文化文艺活动、开办

学习培训班、组织采风等方式，开阔乡村文化

人 才 视 野 ，提 升 其 文 化 服 务 能 力 和 参 与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积 极 性 ，充 分 发 挥 他 们 在 乡 村 文

化振兴中的作用，让乡村文化人才大展才华、

大显身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愿广袤田

野中能成长出更多的乡土文化人才，以乡亲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出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

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多源头活水，注入

更多新动能。

不断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供给
张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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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有 效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保

障。近年来，重庆市

探 索 推 行“ 积 分 制 ”

“ 清 单 制 ”“ 院 落 制 ”

等乡村治理形式，把

农民组织起来，有效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越来

越强。

春 耕 时 节 ，璧 山

区福禄镇斑竹村村民

黄学元到镇上赶集，

他走进镇中心积分超

市，掏出积分卡，张口

就问：“我用积分换点

种子，行不？”

“你积分卡里有40
分，可以兑 1斤稻种。”

黄学元乐呵呵地

接过稻种，“我要再努

力点，多赚点积分！”

黄学元的积分来

自人居环境评选，他

不仅注重保持自家环

境卫生，还时常当志

愿者宣传垃圾分类。

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

很骄傲。

小积分带来大变

化。斑竹村党委书记

罗亚倩说：“‘积分制’

推行以来，村里形成了

‘积分可贵，积分光荣’

的良好氛围，大家比学

赶超、共同进步。”

“ 我 们 的‘ 积 分

制’与村集体经济有

机联结，村民和村干

部发展产业的动力更足了。”福禄镇党委书记何齐

柏介绍，村级组织每年拿出集体经济上年纯收入结

余的 30%，作为积分奖池资金，按积分多少分配给

村民。

在重庆，“积分制”创新遍地开花：铜梁区用积分

“攒”出乡村文明新风尚；石柱县把积分延伸到发展

产业、助力公益等各领域，璧山区正兴镇在“积分制”

基础上奖优罚劣……目前重庆市已有 6883 个村推

行“积分制”，占行政村总数的 78.5%。

渝北区统景镇远景村柑橘基地里，果树成行。

“今年，第一批柑橘将要挂果，预计能增加 60 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村支书游小峰介绍。

曾经，村干部忙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对发展

经济投入精力不够。

2018 年 ，渝 北 区 推 行“ 清 单 制 ”，明 确 工 作 责

任。其中，自治清单梳理确定村级组织发展集体经

济、调解纠纷、整治人居环境等 23 项自治事项，强调

要明确主责，带动群众共同发展。

明主业，减负担，干部更能聚精会神谋发展。远

景村“两委”组织召开院坝会，商议如何发展产业。

村民们充分讨论后，决定种植柑橘，套种油菜、大

豆。“‘清单制’实施后，村干部牵绊少了，有更多精力

琢磨产业。”游小峰说，接下来要谋划如何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

“清单制”在重庆各地生根发芽，村级组织减负

近三成。农村基层组织“松绑减压”，聚力谋发展。

去年，渝北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村均经营性收

入 185.6 万元。

“走，就从东边袁镰银家开始吧。”一早，郑伯杨

拿着册子，拎起喇叭，约上院子里负责评议的几个

村民，挨家挨户给环境卫生打分。

郑伯杨是江津区李市镇黄桷村王家岩院子的

“院长”。黄桷村被分成 28 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推

选 出 了 一 位 热 心 的“ 老 郑 ”，负 责 卫 生 监 督 、政 策

宣 传 、矛 盾 调 解 、社 情 民 意 反 馈 等 工 作 。“‘ 院 落

制’把乡村治理半径缩小到村民熟悉的院落中来，

服务前移，也能更好凝聚群众力量。”李市镇党委

书记王忠彬说。

王 家 岩 院 子 是 个 缩 影 。 重 庆 市 鼓 励 探 索“院

落 制 ”，以 自 然 村 落 为 基 点 ，每 30 户 左 右 设 立“ 大

院 ”，推 选 乡 村“ 五 老 ”、新 乡 贤 等 任“ 院 长 ”，细 化

治理单元，破解村大面广治理难题，有效促进乡村

发展、乡风文明。目前，重庆已有 32%的行政村实

施了“院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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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本报电 （记者顾仲阳）农业农村部日前在福建

龙岩上杭县举办 2023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春

季）推介活动，现场发布皖源潜山休闲之旅、福建上

杭生态云上游等 56 条春季精品线路，以及幸福里花

海、乾元早春茶舍等 190 个精品景点。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推介，聚焦“春观花 感受和

美乡村魅力”，结合歌舞戏曲表演、民俗体验展示等

多种形式，推出了一批观春花美景、享民俗风情、忆

乡情乡愁、赏和美乡村的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

路 ，为 广 大 城 乡 居 民 提 供 踏 青 赏 花 、邂 逅 芳 华 的

指南。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大力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工程，持续开展以“春观花”“夏纳凉”“秋采摘”“冬

农趣”为主题的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推介活动。

截至目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累计推介精

品景点线路 1000 条，为农村创新创业开辟了新天

地，为农民就业增收打开了新空间，为推动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2023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

（春季）推介活动举行

本版责编：王 浩

电子邮箱：rmrbxnc@126.com

镜头

■乡村新事乡村新事R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大

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图为桥口村农民

在桃园进行田间管理。

刘勤利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