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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组织功能 因情施策——破解“工作合力凝聚难”问题

“东头有五学 70米！付天杰。”
2023年 5月 13日下午，云岩镇曲洲
村对新改造的果园进行重新分地
界，65岁的付天杰用红色记号笔在
最西头的水泥隔离桩写下这样一行
标记。

付天杰与付五学的果园由过去
的地界变成“株界”，因两个水泥隔
离桩间能栽7株苹果树，付天杰与付
五学相跟着走到东头，在东起第五
根水泥隔离桩上再次用记号笔写
下：“向西有五学四棵果树。”

对平整的土地，云岩镇依据农
村二轮延包合同，在确保农户原有确
权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传统按亩
分田“庄稼人”思维，依据群众统一认
可的矮化密植果园栽植标准，栽植优
系苹果树，数株分配，一户一田，果园
之间由过去的“地界”变为“株界”，解
决了绺绺田、块块地生产经营难及产
生的各类矛盾纠纷。

“按亩分田是‘庄稼人’的思维，
果农是以‘株’论英雄的。”杜云说，
针对土地“分、建、管”矛盾纠纷多、

群众利益诉求保障难等问题，通过
“以株代亩”，依法科学分田到户，合
作经营增加收入。

为了不让果农在产业发展的
“老路”上打转转，云岩镇在持续推
进苹果品种改良的同时，提出规模
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机械化操作、
社会化管理的产业发展理念。

“在建园中，采取由村合作社统
一采购水泥杆、定形杆及矮化苗木，并
组织群众统一栽植，协调专项资金配
套建设灌溉设施，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机械化操作、规模化发展。”云岩镇阁
楼社区主任、镇乡村振兴工作负责人
张妮介绍说，“通过标准建园、品种改
良，盛果期每株果树年产值200元，亩
均产值2万元、增收1万元以上。”

“过去我们的土地以地棱为界，
大部分都是绺绺田、块块地，大型耕
地机、多功能施肥机下不了地。现在
大型机械进了果园，水管也通到了地
中央，绺绺田、块块地整理成了几十
亩、几百亩的高标准果园，务果比以
前省劲多了，效益也增加了。”3月20

日，与果园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云岩镇
北赤村村民郝建发笑容满面地说。

同时，针对农村劳力不足、管理
技术不优、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云
岩镇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推
行“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对果园
实行机械统作、物资统购、技术统管、
劳力统招、果品统销，仅建园材料这
一项为果农每亩节约1244元。

从黄土高原“走出”的小苹果，
挑起了乡村振兴的“金扁担”。如
今，云岩镇开启了新一轮苹果产业

革命“浪潮”，永宁、曲洲、辛户等村
已连片平整老果园 5000余亩，成为
宜川县最大的矮化密植种植区。

“小田变大田，表面上是简单的
重整与合并，实际效果形成‘1+1>2’
的叠加效应。”杜云表示，我们将继
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用好“以株代亩”预防化解农村土地
纠纷工作法，全力破解农村土地纠
纷难题，为奋力谱写追赶超越高质
量发展、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的宜川新篇章贡献力量。

用活“枫桥经验”赋能乡村振兴
——宜川县云岩镇推行“以株代亩”预防化解农村土地纠纷工作法

通讯员 李文振

3月18日，省委政法委、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表扬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的通报”，对82个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创新工作法的先进
典型进行表扬并授牌，宜川县云岩镇“以株代亩”预防化解农村土地纠纷工作法获此殊荣。

3月20日，黄河壶口瀑布西岸，山峁上春意渐浓，在宜川县云岩镇北赤村千亩新品种改良示范园，一条条钢绞丝将一棵棵苹果树、一排排挺立的水泥杆连接起来，
萌芽的苹果树沐浴着春光焕发勃勃生机。

每天早上到改良示范园里溜达一圈，是49岁的下北赤村组小组长崔永永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咱村就这一块好园子，面积是701亩，主要得益于镇党委、政府在
苹果产业改造升级中探索的‘以株代亩’分田法，今年的苹果树苗成活率高、长势也很好。”

崔永永所说的“以株代亩”分田法，是云岩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情施策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以株代亩”工作法，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田间地头，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云岩镇是宜川产业强镇，更是
苹果大镇，10.7万亩苹果园占全县
果园面积的三分之一，镇域农民
95%的收入来自苹果产业。

“历经30多年的种植生产，树体
老化、品种退化、劳动力弱化及管理
后继无人、机械化、智能化管理程度
低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了全镇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绊脚
石’，改造势在必行。”云岩镇党委书
记杜云说。

2022年，宜川县启动万亩果业
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云岩镇先行先
试，在太吉村、史村、堡定村建起3个
高标准矮化密植示范园，其中史村
的示范园被定为航天苹果种植基
地，苹果跟随宇航员上了太空。

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在推
进苹果新优品种改良过程中，云岩
镇遇到了“群众思想难统一、力量难
聚集、纠纷难调处”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镇党委在充分

发挥组织功能和尊重群众意愿的基
础上，强引领、搭平台、建机制，因情
施策，着力破解“工作合力凝聚难”
的问题。

在工作实践中，云岩镇按照“川
塬结合、强弱搭配、抱团发展、共同
富裕”的思路，以省级标准化示范村
辛户村党支部为牵引，成立“6+N”村
联合党组织，发挥联动指挥、会商研
判、协调推动作用，共同谋思路、求
创新、破难题。

“由联合党组织牵头，建立了水
泥杆厂、果筐厂、地布厂、农业社会
化服务托管公司、劳务公司等经营
实体，联农带农、合作经营，推动群
众共同富裕、乡村全面振兴。”云岩
镇副镇长、辛户村党支部书记张延
刚介绍说。

在果园改造中，北赤村组小组
长崔永永发现好多地方的矮化密植
果园里，除了水泥隔离桩，安装防雹
网时还要专门栽水泥桩，既费钱又

占地。承包过工程的他琢磨起这件
事，设计了一个可以安装在水泥隔
离桩顶端的不锈钢三脚架，以此承
载防雹网。崔永永这一“专利”，很
快就得到群众的认可。

“在果园改造、殡葬改革中，我
们通过组织各村推选出德高望重、
善于做群众工作、敢于创新担责的
能人、贤人、致富带头人为群众代
表，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上门入户
讲政策、算账对比消疑虑、调处纠纷

解心结，实现思想一致、利益一致的
民心‘趋同’。”杜云说。

此外，该镇还建立镇“一把手”
调度指挥、班子成员包片、科级干部
包村、基层干部包地块的责任体系，
分别成立包片干部为组长的工作专
班，组建矛盾纠纷调处突击队，把阵
地建在田间地头，吃住在一线、攻坚
在一线，确保“问题不过夜、矛盾不
出田”，形成了上下一心、干群联动、
合力攻坚的生动局面。

1月 19日，在云岩镇北赤村新
品种改良示范园里，一台大型农机
隆隆作响，正在不停作业，不到半个
小时，4亩多果园就翻耕完成。

“同样是种苹果，差别也太大
了。这就是农业现代化的优势，省时
省力效果好。”果农李建忠感慨地说。

今年 58岁的李建忠，种了半辈
子苹果树，之前家里5.7亩果园已经
23年了，苹果的质量、产量都跟不
上，卖不上好价钱。去年政府不仅
帮助他家平整土地重新建园，栽植
了矮化密植树苗，进行科学管理，还

给予每亩地享受 1万元的贴息贷款
政策，他发展果园信心更足了。

过去，北赤村连片的606亩老果
园，由57户村民经营，其中土地面积
最小的一户只有 4分地，有的农户 4
处苹果园“相见不相连”。

2023年，云岩镇指导北赤村对
老旧果园进行升级改造，因破除了
地界、平整和迁移了果园里的 34座
坟墓，606亩老旧果园经改造升级，
变成了701亩，渗溢95亩。

“改造后的现代化果园全部种植
矮化密植树苗，尽管行距拓展到 4.5

米，但每亩地可栽种110株苹果树。”
云岩镇副镇长王延宁说，“按密植果
园每亩110株果树计算，95亩可增加
果树10450株，丰产期按每株果树收
益200元计算，每年可增收209万元，
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丰收。”

土地连片整治，推动产业振兴，
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

面对长期存在的绺绺田、块块
地等突出问题，云岩镇坚持把深化
农村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关键一
招，抢抓全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机遇，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先行先
试、大胆实践，探索推行“以株代亩”
分田法，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
础上，打破“村界”“地界”“坟界”“路
界”，整合资源，小田并大田，从源头
上根治各类土地纠纷。

2022年初，延安圣祥农业开发
公司看上了云岩镇堡定村1000亩老
旧果园，打造农旅一体化观光采摘
园。土地流转费用圣祥公司愿意每
亩一年多掏 160元，但园内 65座坟
成为合作阻碍。

为了不让一堆坟头“吓”走难得

的产业发展机遇，云岩镇党委大力推
进殡葬改革，发挥矛盾纠纷调处突击
队作用，引导群众破旧俗树新风，村上
统一规划建设公墓，实施迁坟腾地。

王缠平是堡定村党支部书记，
也是殡葬改革的直接参与者之一。
在他看来，要想推进殡葬改革，就得
先解开群众心里的“硬疙瘩”，转变
村民观念。

“政府首先要跟村民算好经济
账和生态账。”王缠平说，一座坟头
占一分地，一分地里能栽植 11棵矮
化苹果树，按一棵树年净利 200元

算，一座坟占用的土地能给村民造
成 2000 元的损失，全镇 5600 座坟
墓，一年损失达千万元以上。“通过
算大账、算细账、算长远账，实行殡
葬改革的好处和作用一目了然。”

“目前，全镇累计消除地界 908
条，化解纠纷 226起，平整碎片化果
园3750亩，渗溢260亩；迁坟117座、
腾地 12亩，化解纠纷 28起；对地块
间 204条生产路统一整合，规划新
建高标准生产路 5条，杜绝村间、路
间、园间生产路引起的纠纷。”王延
宁说。

专家指导果农测量专家指导果农测量““株距株距””

● 果农给果园施肥
● 村民果园由“地界”变为“株界”

● 果农用大型机械在示范园耕作

立足资源禀赋 因地制宜——破解“土地纠纷化解难”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 因势利导——破解“群众利益维护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