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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平利城关镇：

党建引领
经营主体成助民增收新引擎

全媒体记者 王革委 通讯员 柏驰

“山地种茶成本高、产

量低，归根结底还是品种老

化、销路打不开。现在政府

大力支持茶饮产业发展，我

相信种茶一定能让乡亲们

挣到钱！”9月2日，在陕西

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三

里垭村，平利县女娲贡茶茶

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萍告

诉记者，该公司依靠政策支

持，加强茶园提升改造和品

牌建设，实现了因茶兴业、

因茶致富。

三里垭村曾是贡茶之

乡，所产的茶又香又甜。但

在 2011 年以前，由于管护

不力、灌溉难等问题，不少

茶农选择外出务工，茶园出

现大面积撂荒。为了让茶

产业增效、茶农增收，2011

年，杨萍流转500亩土地规

模化种茶。此后，平利县及

城关镇领导实地调研茶园

发展、落实产业奖补和助企

纾困资金；农技专家培训茶

农管护技术、指导改造提升

老旧茶园；注册“琵琶岛”茶

叶商标、开直营店加强宣传

推介……2021年，公司销售

茶叶7吨，产值110万元，带

动周边村民采茶增收60余

万元。

当日下午，在平利县城

关镇金华村的茶园里，金华

村党支部书记、平利县金茗

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金刚

在茶园揉搓土壤了解湿度、

查看枝条长势、检查叶片有

无病斑。

“发展茶叶产业，村民

能通过土地流转、出售茶叶

等方式，在家门口挣到钱！”

金刚说道。自 2011 年开

始，金刚先后流转400亩土

地成立合作社，以“山地建

茶园、山顶办猪场”模式发

展生态种养殖业，引进新品

种、使用有机肥，所产的纯

天然茶叶深受市场青睐。

2021 年，公司茶叶销售额

30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采

茶增收超过100万元。

金刚说，相对于春茶，

很多地区的夏秋茶口味比

较苦涩，再加上天气热，农

民不愿上山采摘等原因，导

致夏秋茶种植成本高、售价

低、销售难。而他却找到了

夏秋茶的新销路——用夏

秋茶制作红茶，每斤售价可

达400元。“通过这次夏秋

茶加工销售的新探索，我发

现红茶市场需求很大。明

年，我会做好夏秋茶的采摘

加工，把‘绿叶子’变成‘红

票子’！”金刚说道。

该镇茶饮产业快速发

展的背后，离不开镇党委、

政府的全力支持。近年来，

城关镇坚持党建引领，通过

建立科级领导包抓市场主

体稳增长工作机制，组织农

技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定期

召开座谈会助企纾困，为企

业发展经营提供坚实保障。

“城关镇把经营主体作

为产业发展的‘牛鼻子’，持

续在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干

部帮扶、开展技术指导上下

功夫，让经营主体成为助农

增收的新引擎，以镇域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党的二十大

献礼！”城关镇党委书记高

魏说。

陕西黄龙三岔镇：

“回头看”“回头帮”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王华 吕哲 全媒体记者 张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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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南:

“五查六核三督”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

员 郭少峰 刘军民）近日，陕西省商洛市洛

南县景村镇为进一步夯实巩固拓展脱贫成

效，集中对省市县

督查检查反馈问题

全面整改，坚持到

村“五查”、入户“六

核”、面上开展“三

督”，扎实推进问题

整改落实。扫描二

维码看全文。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为确保贫困群众脱贫不返

贫，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三

岔镇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健全防贫监测预警机制，实

行脱贫户走访日常化，通过

“回头看”“回头帮”工作，让

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确保对

每一户脱贫户“扶上马再送

一程”。

三岔镇在“真”字上下

功夫，加强对“脱贫不稳定

的贫困人口”和“建档立卡

之外的边缘人口”的全覆盖

摸底监测、动态预警管理，重

点监测人均纯收入、安全饮

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安

全住房等“一达标两不愁三

保障”核心指标，杜绝返贫。

对有致贫、返贫风险的人口，

通过采取低保与救助、三重

医疗保障、教育优先与控辍

保学等政策，夯实政策“保障

网”，及时因户施策、补齐短

板，切实有效防止返贫和新

增致贫。目前三岔镇防贫监

测对象5户10人，累计消除

风险户1户1人。

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果

的核心，三岔镇发挥特色产

业优势，大力支持村集体经

济发展，将脱贫户镶嵌到产

业链上，落实村集体经济分

红，带动脱贫户参与务工，

实现“三类重点户”有劳动

力家庭1人以上创业就业，

增加脱贫户收入。

为防范汛期对房屋的

不利影响，三岔镇通过“四

支队伍”摸排、部门鉴定、

群众动手，采取维修加固、

原址重建等方式，消除住

房隐患，维修加固房屋126

户，原址重建12户，现全部

已搬进新居，实现了危房

动态清零，让所有农户住

上“安心房”。

陕西山阳高坝店镇：

养殖蜜蜂 群众增收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

者 周廷 通讯员 张宏）秋

高气爽，叠翠流金。陕西省

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双

寨村也迎来了“秋蜜”收官

时刻，村民们轻轻打开蜂

箱提出蜂巢，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双寨村通过多年积累

的经验，已经成为蜜蜂养殖

产业专业村。今年以来，山

阳县委、县政府不断强化产

业帮扶力度，持续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因地制宜规划产

业，力促农村弱劳动力增收

致富。该村注册成立了双

寨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村集体养蜂300箱，为脱贫

户、监测户代养178箱；聘

请 3名技术员进行日常管

理，带动脱贫户、监测户40

余户发展。

在双寨村，家家养蜜

蜂、户户学技术蔚然成风，

成就了一批“蜂秀才”。据

双寨村 3组村民熊家智介

绍，正常情况下，每箱蜂可

产蜜6.5公斤以上，每公斤

按100元计算，一箱蜂年收

入 650元。农户销售不了

的蜂蜜，村集体经济兜底收

购。目前村集体经济达

21.7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

突破1.1万元。“双寨村通过

村集体示范带动、能人大户

代理养殖等帮扶途径，把全

村农户镶嵌在蜜蜂产业链

上，实现了家家有产业、户

户能增收的目的。”高坝店

镇党委书记董善平说道。

目前正值苹果采摘

时节，在陕西省渭南市蒲

城县高阳镇安家村，一辆

辆满载苹果的大货车从

村口有序驶过，志愿者在

疫情防控卡点对进入人

员逐一进行体温测量、查

验健康码等。

8月17日，安家村疫

情来袭，高阳镇按照市、

县要求迅速打响疫情防

控阻击战。镇上持续做

好外来人员摸排工作，各

村健康服务点的党员及

群众志愿者们严格遵守

值班值守纪律，认真测温

验码登记消杀；镇上为封

控区 128 户 340 名群众

采购了1500余斤价值万

元的爱心蔬菜，千方百计

解决群众生活生产难题；

利用无人机等先进手段

对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全覆盖式空中

巡查，采取微信和“村村

通”广播等宣传科学防疫

知识；高阳爱心人士姜启

运、单文龙等纷纷捐款捐

物支持防控工作。经过

艰苦努力，9月 2日安家

村降为低风险区，守住了

健康“绿”码。

高阳镇地势高、光照

足、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苹果味甜、色艳、爽

口。据高阳镇镇长李亮介绍，为了让全镇

1.8万亩苹果为群众带来好收益，镇上今年

组织各村成立了技术服务队，聘请县果业局

农艺师为果农进行技术指导，为服务队配备

了电锯、果剪等装备，在全镇苹果园实施高

接换头更新品种1500余亩，平均每亩为群

众节省开支约600元。8月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镇上又及时成立由镇村干部和党员

组成的志愿者温馨服务队，为居家隔离群

众卸果袋、摘果子、装果箱，协调代办和果

商对接交易等。

“安家村有2300亩苹果园，村上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组织志愿者服务队为民服

务，做到了两不误。”安家村党总支书记姚力

田说道。

“疫情来了，村上封了，当时担心苹果没

法摘、卖不了，多亏镇上和村上的党员干部

到果园帮忙采摘销售，现在我家的苹果已经

卖完了。”安家村3组村民王英感激地说。

群众提出蜂巢采收蜂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