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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聚焦“五大振兴”着力建设和美乡村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白水县新农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采摘苹果。

“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近年

来，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聚焦“五大振

兴”，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2022年，全县生产总值首次突破百

亿大关，完成101.26亿元，增长5%，全市

排名第5；成功创建全国第七批主要农作

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荣获首批陕西省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示范县。

白水县地处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

过渡地带，全县辖7镇1办123个行政村

16个社区，国土面积986平方公里，总人

口30万人。仓颉造字、杜康造酒、雷祥造

碗、蔡伦造纸“四圣”文明源远流长，素有

文祖仓颉故里、中国苹果之乡美誉。

2021年，白水县入选全省数字乡村试点

县、全国苹果全产业链建设典型县，获评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持续推进产业提质增效

推广粮食套种新模式，集

成推广良种良法藏粮于技，引

导群众调优耕种模式，提高复

种指数，提升亩均效益。2022

年，白水县建设高标农田5万

亩，粮食种植面积38.68万亩，

增长0.29%，产量12.1万吨，增

幅9.4%，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

实现“双提升”。做强苹果首位

产业，抢抓全国苹果全产业链

典型县建设机遇，围绕“苗木、种植、加工、

仓储、物流、营销、创新、价值”八个链条，

持续加强果园基础配套、新品种新技术推

广、果品营销宣传、品牌建设等工作，苗木

补贴1668万元，推广新品种1.2万亩，改

造老果园5万亩，新增挂果面积2万亩，苹

果价格较去年每斤高1-2元，苹果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110亿元。

智能化赋能果业发展

白水县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果业发

展，推动苹果未来园建设，目前一期初步

建成。在果品采摘销售旺季，积极克服疫

情影响，建立“客商—车辆—果农”等闭环

服务机制，先后接待客商千余人、车辆

4500余辆，保证果品顺畅销售。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

策，2022年投资1100万元实施22个村

集体经济提升项目，持续开展“清零削薄

强基”行动，全县“空壳村”全部清零，

2022年61个村集体经济收益0-5万元，

5万-10万元25个村，10万-50万元30

个村，50万元以上8个村。薄弱村减少8

个，降幅11%，50万元村增加2个，增幅

33%。全县累计建成国家级和省市级生

猪产能调控基地17个，其中，国家级11

个、省级4个、市级2个。2022年全县生

猪存栏31.06万头，同比增长3.49%，生猪

出栏41.24万头，同比增长17.49%。

持续凝聚各方帮扶合力

白水县坚持和完善苏陕协作、中省定

点帮扶、高校团体、“千企兴千村”等社会

力量参与机制。持续深化“白扬协作”，

2022年开展人才互访交流44人，转移就

业781人。利用苏陕协作资金2650万

元，实施协作项目 7个，农特产品销售

2826万元。深化定点帮扶，在基础设施

提升、产业帮扶、消费帮扶、美丽乡村等方

面不断深化融合交流，实施了一批立长

远、见长效的帮扶项目。中国航材集团投

资550万元，实施项目16个。陕西投资

集团帮引并举，白水苹果西安官方旗舰店

揭牌运营，秦川宿集民宿助力乡村振兴项

目即将启动建设。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深入开展校地合

作，依托县职业中专合作建立实训基地，

开展多领域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白水县始终扭住重点区域、特定群体

和关键环节，保持定力，实干苦干，推动各

项工作谋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紧抓全国苹果全产业链典型县建设

机遇，以苹果未来园为高点，以核心区建

设为支撑，在基地建设、产储加工、果品

营销、品牌推广等方面加大力度，推进苹

果全产业链延链、补链、壮链、优链，协同

推进花椒、设施农业、中药材种植等特色

产业，让群众多业并举、持续增收。以雁

中制衣为依托，发挥涉农企业、合作社、

集体经济、苏陕协作、定点帮扶等帮扶力

量，坚持集中招聘、岗位安置、就业培训、

就业转移等措施一体推进，促进群众充

分就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

建设由点及面、整体提升。持续开展星级

党组织创建活动，加大村级后备干部储备

和培育，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用好村歌村

史、民约九条、圆桌议事等经验做法，加大

“一约四会”约束力度，开展多层次、广范

围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全面构建“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

村庄环境分级分类管理，以垃圾处理、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为

重点，立足长远，创新方法，持续深化农村

环境整治，建立健全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

制，着力建设美丽宜居和美乡村。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合阳县：守牢底线固成果 抓好发展促振兴

合阳西休村扶贫产业园红薯丰收。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紧扣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目标，以“三个年”活动

为统领，以“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为工作

主线，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建

设，有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县脱贫基础

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乡村振兴工作全

面起势。

合阳县古称“有莘国”，总面积1437

平方公里，辖11个镇和1个街道办事处，

215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51万人，全

县耕地面积106.3万亩，是国家生态示范

县、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被誉为中国诗经之乡、

中国厨祖之乡、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中国

红提葡萄之乡。

守牢底线
着力巩固脱贫成果

合阳县坚决守牢“两不愁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底线，促进各项政策全面落地落

实，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

兴。优化防返贫监测网格体系，将网格化

治理与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高度联动，落实防返贫监测网格员

1974人。坚持集中排查与常态化监测相

结合，建立“周监测、月排查”机制，加强部

门数据比对，做到应纳尽纳、应消尽消。

全县共纳入监测户379户1205人，消除

返贫风险212户677人。

落实扶持政策守底线，稳抓项目建

设，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4849万元，实施

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项目228个。抓

产业发展，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89个，省

市级龙头企业16家，培育家庭农场 1258

家，带动7492户脱贫户发展产业。支持

苹果新品种高接换头、红提葡萄等设施改

造1万亩。21个村级光伏电站，实现收益

1262万元。抓稳岗就业，社区工厂、帮扶

基地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746人，搬迁户

中有劳动力且至少一人就业家庭490户，

实现就业1181人。全县脱贫劳动力务工

就业达到 54069 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01.3%。

强化指导
下力抓好乡村建设

合阳县突出为民而建，强化规划引

领，健全实施机制，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规划先行，突

出全域统筹、城乡融合，完成了示范镇风

貌规划和建设规划、美丽宜居示范村“三

图一集”设计方案。按照城郊融合、集聚

提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等类型，明确村

庄分类，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215个，实现规划管控全覆盖。

落实乡村建设行动15项重点任务，

实施建设项目178个。新改建通村道路

236公里，建成“三季有花、四时常绿”美丽

环线310公里，实现农村道路户户通。建

成电商网点130个，跻身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改造升级农村电网

766千米，5G网络、数字电视、动

力电、天然气实现城乡全覆盖。

建成垃圾压缩中转站6个，全县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90%；97

个村建成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

污水有效治理率达45.8%；完成

农村改厕8.5万户，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96%。最大限度地保持合

阳农村两檐流水、影壁脊兽、坐落

有秩的关中民居风貌，留住乡愁

和记忆。

综合施策
全力提升乡村治理

合阳县创新治理方式，优化治理路

径，在全县全面推行“一核四会五个一”乡

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创

新实施党建引领“五项行动”。其中，在农

村党建方面开展“乡里乡亲·共同富裕”行

动，在两新党建方面开展“红色引擎·强企

赋能”行动，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方面

开展“新心相印·融合共赢”行动，在党员教

育管理方面开展“五色花开·活力绽放”行

动，先后创建星级党组织63个，打造高标

准党群服务中心38个、乡村治理样板村

30个，被确定为全省品牌“红色驿站”，荣

获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奖。

推行“五个一”并举，以措施实支撑治

理实。为民服务“一张网格”。建成智慧

合阳集成管理指挥中心，组建城乡社会治

理网，设立网格员2335名，累计受理解决

网格员上报事项达18.32万件。文明实践

“一块阵地”。建成党员教育大学堂、技术

培训大课堂、道德法制大讲堂、文化活动

大礼堂、村民议事大会堂“五堂合一”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156个。在全县全面推

广“10+X积分治理”模式，户建卡、月公

示、季兑换，累计受益群众2.1万人次。数

字乡村“一个系统”。实施“互联网+基层

治理”行动，建立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

时可用、全程可控的“互联网+”管理平

台，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

下一步，合阳县将紧盯重点环节、持

续加压用力，抓项目进度、抓资金支出、抓

资产管理和明年项目谋划，扎实推动衔接

资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合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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