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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走进汉阴县城
关镇中堰村，清风徐徐，树叶
簌簌作响。在该村笃敬农业
生态园，一排排智能化大棚
宽敞整齐，各种果蔬长势喜
人；一层层整齐的农田盘绕
山 丘 ，各 种 作 物 郁 郁 葱
葱……在以前，这里还是荒
草丛生的闲散土地。

近年来，中堰村以党建
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抓手，
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入股＋租赁’”产业经
营 化 模 式 ，盘 活 村 集 体“ 沉
睡”资 产、营 造 良 好 营 商 环
境，积极拓市场、联商户、带
农户，为高质量壮大村集体
经济开辟新路径。

发 展 壮 大 村 级 集 体 经
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2021 年，中堰村
流转闲散土地 500 余亩，以

“有机、绿色、富硒”为发展
理念，以“农旅融合”为发展
定位，打造了笃敬农业生态
园 ，发 展 富 硒 黄 桃、有 机 蔬
菜、蜂糖李等产业。

今 年 41 岁 的 刘 少 涛 有
着丰富的种植技术和经验，
2022 年，他与村合作社共同
建设 40 座智能化大棚，主要
种植各种果蔬。眼下，大棚
基 地 七 彩 圣 女 果 迎 来 采 摘
季，不同颜色的圣女果饱满
圆润，缀满枝头，吸引了大批
的游客前来采摘。

“现在基地每年的收入
达 40 余万元，除了给村集体
的土地租金，还有分红。”刘
少涛说，中堰村还发展了荷
花观光园 50 亩、休闲垂钓园
20 亩 、油 葵 150 余 亩 ，逐 步
建成了“高质量+高水平+高
标准”的休闲观光现代农业
产业园。

除了发展产业，中堰村
还积极探寻致富增收的新渠
道、新途径。村两委通过市
场调研，紧抓廉租房一房难
求，初、高中学生父母陪读、
刚就业年轻人租房需求高的
契机，于 2022 年 8 月由村经
济合作社出资对中堰村二组
常年闲置的房屋进行盘活，

精装修房屋 32 套，目前入住
率达 100%。来自浙江的周
江财 2023 年来到汉阴工作，
住宿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
在新竹人才公寓住过一段时
间后，今年又长期租了两套
房。“房租比较实惠，交通、
卫生这些条件也不错，最主
要 的 是 公 寓 负 责 人 也 很 热
情，有时候半夜忘了带钥匙，
也 会 帮 我 们 开 门 。”周 江
财说。

近年来，中堰村抢抓“国
企带镇村”发展模式机遇，村
经济合作社与县城建公司组
建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整合
资源、资本，不断提升产业园
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和
带动能力，引导支持农户以
资金、土地、房屋等资产入股
经营主体，以按股分红的方
式获得收益，在国企的带领
下，村集体发展的产业及辖
区内企业为村民提供了 200
余个就业岗位。

截至目前，中堰村已完
成村集体经济积累 300 余万
元，通过吸纳村民务工、土地
流 转 收 入 和 集 体 分 红 等 方
式 ，实 现 村 民 共 富 。 2023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29600
元，村集体收入突破 180 万
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驱动力。

在 村 集 体 经 济 不 断 壮
大，产业发展稳步向前的同
时，村集体制定了产业收益

“三三制”集体分红方案，依
靠 收 益 资 金 的 30% 对 村 医
疗、养老保险进行了补助，并
且对村 90 岁以上老人一年
发放长寿金一万元，村民幸
福度、满意度不断提升，群众
增 收 致 富 的 内 生 动 力 越 来
越足。

“因为要照顾家庭，我就在家
附近烤烟基地打工，已经在这里工
作半个多月了，挣钱的同时还可以
学习种植技术，感觉还不错。”6 月
29 日，正在务工的彬州市北极镇
白保村村民马秀娥满脸笑容地说。

白保村山大沟深，是北极镇较
早栽植烤烟的行政村，群众掌握着
烤烟栽植技术，栽植烤烟的积极性
高，发展烤烟的条件得天独厚。

2021 年，孙永平回乡担任白
保村党支部书记后，了解到烤烟种
植周期短、见效快，再加上近年来
有烤烟保险“兜底”以及补贴，是
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随后，在
镇党委、镇政府和烟草部门的大力
扶持下，他对撂荒的山坡地进行流
转和整治复耕；政府对闲置学校设
施盘活利用，在彬州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的支持下，投资近 60 万元
建设新能源烤房烘烤工厂，助力白
保村发展烤烟产业，向荒山要效
益，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从 流 转 土 地 到 集 中 整 地 、从
起垄到覆膜、从购苗到移栽、从管
理到采收、从烘烤到交售等各个
环节，北极镇和烟草部门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全程进行技术指导、
跟踪服务，实现从“传统种植”向

“标准化种植”向“订单合同种植”
的转变，给群众发展烤烟产业吃
下了“定心丸”。

在孙永平的努力下，种烟“种
出 ”了 好 收 成 ，村 集 体 种 植 烤 烟
300 多亩，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实
现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群众“双增
收 ”，生 态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双
丰收。

近年来，白保村把烤烟产业作
为强村富民的重要产业，完成了土
地流转和服务保障，村经济联合社
负责管理、经营和技术指导，村民
利用土地入股、基地务工、入股分
红和收益分红等多种形式增加收
入，从而实现“造血式”产业增收，
让群众吃上“产业饭”。

“ 烤 烟 种 植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从起垄覆膜、移栽、管护、采收
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村上
的烤烟种植基地每天需要雇 30 多
人，每人每天可以挣 100 多元，一
个烤烟季可增收 1 万多元，让群众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务农、顾家

‘三不误’。”孙永平说。

如 今 ，白 保 村 烤 烟 越 种 越 红
火，面积年年攀升，已成为继苹果
产业后又一支柱产业。每到种植
季节，白保村把农户嵌入到烟叶产

业 链 各 环 节 ，推 进 规 模 化 、标 准
化、机械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
形成烤烟从种植到烘烤全产业链
一体化发展。

仲夏时节，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万花山镇佛
道坪村，碧蓝如洗的天空、绿树掩映下的乡村小
道曲折蜿蜒，鳞次栉比具有浓浓地域色彩风格
的窑洞干净整洁，村在景中建、人在绿中走。

“窑洞里凉快，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6
月 27 日，两位来自南方的自驾游老人说，想在
这里多待些日子避过高温天气。

“夏天，外地自驾游的人比较多。”佛道坪村
党支部书记马保龙说，很多外地游客想体验窑
洞的冬暖夏凉。

2016 年，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租赁村民 119 孔闲置窑
洞，每年每孔租赁费 5000 元。按照“一户一品”
模式开发特色生态民宿“乡村旅馆”24 院，租赁
户人均每年增收 3007 元。

“我把 6 孔闲置窑洞租出去，一年可以额外
增加收入 3 万元。”村民陈延峰高兴地说。

“2021 年，城投正式成为佛道坪村的帮扶单
位。”驻村第一书记王彦淇说，首任驻村第一书
记闫盾，协调 14 万元更换和新增广场路灯以及
村委会屋顶防水项目，对道路、供水、供气、排
污、改厕和房窑院落等人居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3 座，通过几年努力，如
今的佛道坪村实现了喝自来水、走平坦路、住安
全房、用天然气、污水零排放、无线网络全覆盖，
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条件。

2022 年，延安城投集团投入帮扶资金 50 万
元，建成 7 座拱棚，租赁给村民进行种植，村集
体年增加收入 8400 元。

“以前，这块地租给村民种玉米，村集体一
年才能收入 1700 元的承包费，如今，翻了几倍
不说，承包大棚的村民收入也同样翻倍。”马保
龙说。

“去年种了一茬蔬菜，今年种的西小瓜也已
上市，而且价钱还可以。”村民高志碌说，村上人
均 0.4 亩耕地，媳妇在民宿打工，我也打零工，
一年下来没多少收入。现在可不一样了，一年
能收入四五万元。

如今，佛道坪村依托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
和生态资源，将传统农耕文化和陕北乡土文化
充分融合，打造素质拓展训练基地、生态园灵芝
采摘、民俗文化体验等游客参与项目，成为乡村
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样板。先后被省文化和旅
游厅授予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被文化和旅游
部授予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被省委组
织部授予陕西省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村
等称号。

“今年协调单位为大棚采摘园硬化道路 450
米，水渠改造 450 米；在广场前建红白理事会房
间 8 间，餐饮设备一套。”王彦淇说，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要有担当，有作为。

延安城投集团工会主席魏红表示，公司将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承担起国有
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职责，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以助力群众致富奔小康为目的，认真谋
划，稳步推进。

集体经济“多点开花”
黄智发 贺珍珍 王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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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吃上“产业饭”
本报记者 黄河 文/图

大棚基地七彩圣女果。

白保村党支部书记孙永平（右二）与烟农向彬州市烟草专卖局技术员
高永宏（左一）请教烤烟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