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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神木市：

奋力推进乡村振兴奋力推进乡村振兴
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激活农村发展活力

农业科技报记者 张慧 通讯员 白焕霞 马瑞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

“大棚经济”托起农民致富梦
党静 贺锦坤 农业科技报记者 张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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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陕西省神

木市乡村振兴局聚焦“守

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强

化责任担当，采取务实举

措，突出抓好产业扶持、稳

岗就业、乡村建设、社会帮

扶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

绘就村美、民富、产业兴的

新“图景”。

改善人居环境
打造品质宜居美好家园

去年来，神木市乡村振

兴局突出抓好乡村建设，持

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三大

革命”，开展“百日攻坚”行

动，建立“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9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

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了从

“村村干净”向“家家干净”

的转变。整村推进改厕工

作 ，全 年 完 成 厕 改 任 务

1624座，拆旧厕3418座，整

改问题厕所3314座。建成

生活污水处理厂（站）34座，

有效解决污水乱排放。配

合相关部门，推进编制“多

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丰富镇村特色功能，提

质改造农村公路106公里，

所有行政村光纤和通讯网

络实现全覆盖，让农民幸福

感与归属感不断提升。

产业引领振兴
现代农业点亮乡村经济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

键。2022年，神木市把乡

村振兴的基点放在上项目、

兴产业上，大力开展“百企

兴百村”“百家单位帮百

村”行动，全市212家企业、

142个市级单位结对帮扶

全市326个行政村。落实

帮扶资金3296万元，实施

帮扶项目195个，全面提升

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积

极推进“村企共建”示范试

点工作，在村组打造企业

“后勤基地”，助农增收成

效明显。

神木市还制定了《神木

市2022年产业帮扶实施细

则》，对全市脱贫户、监测户

发展种养殖，落实每户不超

3000元的产业发展补贴政

策。同时，全面摸排脱贫户

和监测户产业发展资金需

求，新增发放小额信贷66

户268.5万元，发放互助资

金借款1169.7万元。此外，

神木市还开展光伏扶贫电

站运维管护和收益分配工

作，全市24个村级光伏电

站收益848万元，设置光伏

公益岗位116个，分配资金

291.4万元。

2023 年，神木市乡村

振兴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使

命、新要求，继续把防止规

模性返贫作为底线任务，

把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作为首位工作，着力在巩

固、拓展、衔接上下功夫、

见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近年来，陕西省延安市

黄陵县店头镇因地制宜发

展大棚蔬菜、瓜果等产业，

借助“大棚经济”，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渠道。

近日，记者走进店头镇

河腰村设施农业示范区的

果蔬大棚，一股温热的气息

扑面而来，棚里的西红柿、

辣椒一眼望不到头，散发香

甜气息的圣女果让人垂涎

欲滴。

2021 年，黄陵县投资

600余万元为河腰村修建

了高标准新大棚8座，河腰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营4

座，种植香瓜、圣女果、西红

柿等。河腰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学宏看到这些大棚就

倍感亲切：“我身后这个樱

桃大棚将在今年清明前后

上市，预计一个棚收入10

万元。”

在农业产业发展中，

为盘活、用好资源禀赋，河

腰村在镇党委的带领下，

积极探索推行“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创

造就近就业条件，把致富

路铺到群众家门口。依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一

批爱农业、知农业、懂农业

的本土人才和乡贤、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致富带头

人等人士召集起来，带领

村民与村集体抱团发展。

店头镇党委紧紧依靠乡村

振兴政策“东风”，在河腰

村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

鼓励村民紧跟市场需求，

“错峰”种植，充分植入采

摘、观光、体验等新兴业

态，着力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不断为发展“强筋壮

骨”，实现村集体与村民群

众同富裕、共振兴。

店头镇副镇长张军锋

说：“截至 2022 年底，全

镇农业总产值 1.5 亿元，

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 1.75 万元，年均增长率

在6%左右。”

本 报 渭 南 讯（潘 美 玲

张莉娜 农业科技报记者

陈小文)近日，陕西省渭南

市白水县的大棚西红柿陆

续进入收获期。记者走进

白水县西固镇四河村的设

施大棚，只见颗颗娇艳欲滴

的西红柿挂满枝头，令人垂

涎欲滴。村民们有的忙着

采摘，有的打包装箱，处处

都是忙碌的景象。

据陕西旭峥现代农业

基地经理武金锁介绍，他们

自 2014 年开始种植西红

柿，一年种植两茬。由于采

用标准化种植方式，种出来

的果子大小适中、品质优

良，备受市场青睐，目前已

为周边村民提供了20多个

就业岗位。

2019 年，陕西旭峥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在政府的

带动下，推广“订单农业”模

式，公司提供种子、肥料等

全过程养护管理并且同价

收购，解决农户种植缺技

术、销售难等问题，有力助

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与公司签订订单合

同，有保底价，收购、服务都

是一体化，不愁卖不出去，

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说到订单农业，四河村

村民武孝春乐开了花。去

年武孝春种植的大棚种植

西红柿由于管理到位收入

达到了八万多元，收入有了

保障，武孝春的生活也更有

奔头了。

据了解，在“订单农业”

的带动下，白水县种植西红

柿的人越来越多，西固镇、

尧禾镇、北塬镇等多个乡村

的闲置土地、资产被盘活，

农户也体会到“手中有订

单，种植心不慌”的好处。

订单种植的西红柿不仅生

态有机，而且“颜值”在线，

西红柿销售商主动上门进

行洽谈合作。目前共带动

200多户农户种植增收，为

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大棚西红柿迎丰收 订单种植有保障

陕西8个单位16名个人
获农业农村部表彰
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表彰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农政改发

〔2022〕2 号），陕西省8个单位和16名同

志受到表彰。其中，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政策法规与改革处等8个单位被授予“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陕西省委农办于静、省农业农

村厅李群等16名同志被授予“全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陕西省是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单位，2020年提

前一年完成改革任务，“两股分离”、资

产移交和档案管理等多项工作得到中

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高度肯定，多次在

全国会议交流经验。经过改革，陕西省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436个，为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奠定制度基础，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能。

（据《陕西日报》）

“十四五”期间
陕西将新建淤地坝

（拦沙工程）2683座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水利厅获悉：

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

了《陕西省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建

设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其中，“十四五”期间，陕西省将

新建淤地坝（拦沙工程）2683座，中型以

上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1990座，建设任

务艰巨。

据了解，《实施细则》共8章40条，

包括总则、前期工作、计划和资金管理、

建设管理、工程验收、运行管理、监督检

查和附则等。下一步，陕西省水利厅将

联合省级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抓好落实，

建设高标准淤地坝，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据《陕西日报》）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

推动林特产业
优质高产高效发展

本 报 商 洛 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周廷 通讯员 代绪刚 段俊平）2022年

以来，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集中力量发

展核桃、板栗和中药材等林特产业，实

施提质增效行动，

实现林特产业优

质、高产、高效发

展，推动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有效转

化，为全县林特产

业高质量发展蓄积

了强劲动能。

村民给刚采摘的西红柿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