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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肖力伟

盛夏时节，走进圣地陕西延安，印
象中的“黄土高坡”已不见，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葱茏。这里的人民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践行“两山”理念，
为了“心中那片绿”，把这片热土打造成

“青山隐隐水迢迢，不似江南胜江南”。

特色小镇发展“水上高尔夫”

“绿水青山绕龙城，一竿‘钓’活一
池水”。黄龙渔业休闲小镇集现代休闲
垂钓、前沿渔业养殖、渔猎文化研学、中
草药康养、田园式乡景为一体的复合型
特色小镇，人流如梭，热闹非凡。

“自从发展渔业小镇后，村民的收入
都增加了不少。每次举办钓鱼大赛，村
里都会来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摆摊、经营
民宿获得不少收入。”石堡镇梁家河村党
支部书记刘克强在谈到村民收入情况时
说。刘克强表示，小镇探索建立多元市
场利益机制，组建村集体全资持股浩淼
农文旅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赛事运
营业务创收 900 万元，实现村集体分红
59.4 万元，村民人均分红 455.6 元。渔业
小镇的各种尝试，将农户“镶嵌”到产业
链上，实现村民变股民、下地变上班、老
乡变“老板”的好日子。

近年来，随着钓鱼运动蓬勃发展，
钓鱼由传统娱乐活动已发展成为现代
竞技运动产业，广大垂钓爱好者称钓鱼
为“水上高尔夫”。黄龙县优越的地理
环境赋予了其发展渔业小镇的区位优
势，黄龙县委、县政府积极利用区内天
蓝、山绿、水清的生态资源，发展休闲垂
钓产业，打造渔业休闲小镇，钓“活”一
池水。据石堡镇副镇长漆永辉介绍，随
着渔业休闲小镇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

游客被吸引，来这里休闲垂钓。黄龙县
借此举办专业的垂钓赛事，累计举办多
场 200-800 人的大中型赛事，随着“来黄
龙、打比赛、钓头彩”赛事效应持续升
温，黄龙县赛事经济发展迅速。

数据表明，垂钓赛事的举办将直接
拉动村民收入增长。据悉，每次赛事雇
佣保洁、辅助裁判、交通疏导员等临时
用工人员百余人，平均每人每天 300
元。因举办赛事而临时入驻的摊位平
均收入也在千元以上，黄龙特色农产品
蜂蜜、核桃也借此销量大增。赛事经济
直接刺激当地消费市场，置地产、做餐
饮成为新的投资方向、就业平台。

田园综合体成“网红打卡地”

走进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葫芦河
水穿村而过，滋润着河两岸肥沃的稻
田。这里的水稻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
特的口感，成为村庄的一大富民产业。

近年来，川庄村将水稻产业作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抓手，通过成立合作社，
开发稻田养鸭、养鱼等方式更新水稻种
植技术，陆续完善水稻灌溉系统，扩大
水稻种植规模，累计恢复稻田 568 亩，
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80%，发展成名副其
实的水稻专业村。同时，积极探索实践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形成利益联结机制，组织群众抱团
发展，实现水稻种植“六统一”（即统一
稻谷品种、统一托盘育秧、统一机械插
秧、统一施肥用药、统一田间管理、统
一品牌营销），借助“直罗贡米”地理认
证品牌，注册“鄜州西川”商标，新建大
米加工厂 1 个，在建农机合作社、农产
品展示（直营）店 1 个，配置耙田机、插
秧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 10 余台。去
年合作社为群众统销大米 100 余吨，总

价 值 70 余 万 元 ，亩 均 水 田 收 入 2700
余元。

今年，川庄村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
切入点，实现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累计投资 30 余万元新建标准化集中育
秧基地，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20 座大
棚每次可育秧 1000 亩，同时引进一套大
棚育秧机械设备，可供全镇 700 余户水
稻种植户购买秧苗。旨在通过合作社
的建立，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在
大幅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增加集体
收入。本期秧苗出售后预计可以为集
体增加收入 4.5万元。

“追风赶月不停留，平芜尽处是春
山。”以川庄村为核心的千亩有机水稻
产业园区，形成了沿葫芦河景观带。伴
随着逐步建立起的“吃农家饭菜、住农
家院落、购乡土特产、游生态乡村、赏田
园风光、采绿色蔬果、体农事乐趣”的乡
村旅游体系，未来的川庄生态农业田园
综合体项目将迅速成为乡村旅游的“网
红打卡地”，从而带动本地经济飞速
发展。

“三色”融合成就多彩纸房村

纸房村位于甘泉县西南部，六府路
东沟川沿线，北距县城 16 公里。近年
来，纸房村以党建为引领，按照“支部
强、民心翼，产业兴、环境美”的发展思
路，“三色”融合，全力打造多彩纸房，
2021年被评为“省级标准化示范村”。

以红色为本色，赓续红色血脉。村
里依托象鼻子湾“雪地讲话”旧址红色
资源，升级建设甘泉府村川历史文化展
览馆，打造“实景课堂”“体验课堂”“光
影课堂”“典型课堂”，传承红色基因，永
葆初心。扎实开展“固本强基、队伍提
升、党建赋能”三大行动，充分发挥党支

部“领头雁”作用，提升改造便民服务中
心、“爱心超市”、“樊九平式”调解室、村
级卫生室、幸福院等，为全村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以绿色为底色，夯实产业基础。纸
房村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引导群众
流转川地 1036 亩，建成光伏扶贫基地，
每年户均增收 3000 元；率先在全县探索

“光伏板下经济”，建成年产 55 万棒的食
用菌基地，实现土地二次创收，村集体
经济年增收 15 万元；平整山地 1200 多
亩，与陕西果业集团合作发展山地苹
果，以土地入股分红模式，建立“带贫益
贫”机制，促进脱贫户增收致富；以“雪
地讲话”旧址为依托，建设集餐饮、培
训、民宿等一体的红色文化民俗村，与
陕西纵横管理资讯有限公司合作运营
管理，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境，以红
色文化结合数字党建推动乡村振兴，形
成红色文化引导客流，黄土魅力留住游
客，绿色产业推动客流，整合带动地方
特色农产品。每年可接待培训 1 万人
次，提供就业岗位 30 余个，年可盈利 100
万元，真正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村集体增
收、群众致富的绿色优势产业。

以蓝色为成色，做好为民服务。纸
房村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宗旨，以“清三
堆”“治五乱”为重点，坚持网格化管理、
门前“四包两禁止”长效机制常态化，真
抓实干，打好人居环境“持久战”；严格执
行《防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实
施方案》，对全村人口进行网格化管理，
实行周统计、月汇总制度，动态监测防止
规模性返贫，凝心聚力，传好有效衔接

“接力棒”。依托“学思堂”、新时代精神
文明实践站等载体，充分发挥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
作用，建立健全信用体系，为就业、上学、
参军、贷款等提供参考依据。

践行“两山”理念，改善生态环境，陕西延安——

在黄土高坡上播撒“心中那片绿”

□□ 李磊

信用村建设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邮储银行秦皇岛市分行
通过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扩大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覆盖面，运用科技手段、为优
势产业集群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纾解农户“贷款难”、银
行“难贷款”问题。

河北省卢龙县养殖户李荣泽经营着
一家养殖场，今年肉牛市场形势较好，眼
看着同村养殖户都在大量购买小牛，他也
想趁机买点牛崽。“这钱都压着呢，哪儿还
有钱买小牛呢？”这可让李荣泽犯了难。

邮储银行秦皇岛卢龙县支行客户经
理邸海静了解到养殖户的迫切需求后，前
往李荣泽的养殖场实地走访，根据李荣泽
的情况和资金需求，当场为其办理“农贷
通”业务，李荣泽足不出户就获得了养殖
贷款20万元。

“真没想到贷款像存款一样简单，都
没出家门，利用手机银行线上支用 5 分钟
就能到账。”李荣泽感叹道。其实，这背后
是邮储银行科技金融的加持。邮储银行
秦皇岛市分行将新技术运用到涉农信贷工
作，创新推出全流程线上办理的“极速贷”

“农贷通”业务，农户足不出户使用手机银
行进行贷款申请，线上审批放款，全程20分
钟，极大提高了信贷业务处理效率。

邮储银行秦皇岛市分行：

“信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云）近日，记者从民政部2022年第三季度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得知，民政部联合农业农
村部等16部门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
合服务功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政
府政策支持、村级组织积极作为、社会多方
参与的服务机制，村级综合服务设施覆盖
率达到80%以上，农村地区村级综合服务保
障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需求进一步满
足，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最大的
短板在农村。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
能，是国家对村级服务首次系统性、完整
性提出要求，对村当下需要哪些服务做出
了回答，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丰富多样化生活服务供给，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和
必然要求。

《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综合
服务重点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强化县级
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兜底责任，确保综

合服务供给下沉到村，推进卫生健康服务，
医疗保障服务，就业和社会保险服务，社会
服务，文化、体育和教育服务，生产服务，生
活服务，人居环境服务，警务和法律服务，
应急和社会心理服务等10方面重点公共服
务事项；二是村级组织要调动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积极性，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办
好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包括依法协
助办理政务服务、广泛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和慈善活动、积极引导农民自我服务等。

《意见》对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
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基础性。加强村综
合性、兜底性服务能力建设，既着力补齐短
板、提升农民福祉，又立足“保基本”定位，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力负担的可持
续性；二是规范性。逐一梳理村级综合服
务特别是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
和供给方式，有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三是
可操作性。坚持“基本+”的编制原则，按
照均等化思路提出适用于全国多数地区
的一般性要求和指导性目录，明确县级人
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村级组织各自职
责，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推进服务向村下沉。

民政部等16部门：

到2025年村级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超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