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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寇，听说你屋里
装了一种新炉子，用的
是新燃料，那是啥呀？
好用吗？”早冬的暖阳拨
开云雾，映出一缕灿烂
的晨光，黄陵县店头镇
鲁寺村小广场上，晨练
的大爷大妈正聚在一起
聊天。

“那叫生物质热风
炊事取暖炉，用的是生
物质颗粒燃料，据说是
用秸秆、稻壳、木屑等生
物质废弃物压缩成的，
相当于变废为宝。而且
这生物质颗粒燃料使用
起来不脏手，排放出去
无污染，平均下来一天
成本不到 10块钱，经济
又实惠。”提到他的新炉
子，寇拴录便乐呵呵地
给大家科普起来。

近年来，店头镇以
“因地制宜、科学实用、
适度统一”为原则扎实
推进农村冬季清洁取暖
改造项目，分类指导各
村采取“宜气则气、宜电
则电、宜生物质则生物
质”的方式合理选择取
暖改造模式，并积极引
导“强村”先行、“班子成
员”先改，树立示范带动
作用，不断提高群众对
清洁取暖的认知度，促
进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全
面推进。

“农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项目一头系着群
众温暖过冬，另一头连着蓝天白云，这不仅是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重大的
民心工程。”店头镇党委书记刘晓斌说。

为充分尊重民意、倾听民生所需，店头镇
广开言路征求群众对清洁取暖改造项目的意
见建议，并积极答复“怎么改”“补贴多少”“自
己花费多少”等与群众利益相关问题，切实提
高群众取暖改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按
照“安全、环保、节能、经济”的原则，在满足基
本取暖需求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选择投资
少、能耗小、效果好、运行成本低、群众满意度
高的采暖设备，确保将清洁取暖改造项目改到
群众的心坎上，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以前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就得捣炭烧煤取
暖，弄得院里屋里烟雾缭绕，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七丰村村民贺峰指着被熏黑的屋墙说，“镇上帮我
们用‘气代煤’清洁取暖改造后，又便捷又环保，效
果出乎意料的好。”

“这款多功能电热桌真好用，桌上有电磁炉的
功能，桌下有暖炉的功能，昨天我们一家四口还用
它煮火锅，吃得心里暖、烤得身上暖。”同样在七丰
村村民郑小霞的家中，对于“电代煤”清洁取暖改
造的新设备效果也是连连夸赞。

在探索形成“用得上、用得起、用得久”的清洁
取暖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店头镇与农业农村局、乡
村振兴局等相关部门积极探讨沟通，与建设单位
签订质量保障协议书，明确责任主体，制定完善质
量考核办法，目的就是要让群众用得舒心、用得放
心。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1700余户清洁取暖改
造建设任务。

“明确工作责任，细化进度目标，坚持建管结
合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做到高效安全、行稳致
远，是我们镇党委和政府一直努力的目标。”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王龙介绍说。随着农村冬季清洁
取暖改造项目相继落地，民生红利渐次释放，一幅
刻画着蓝天白云的美丽乡村画卷也在店头镇徐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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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包两带”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黄陵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小记

通讯员 寇银萍 元亚娜

从“环境美”到“生态美”，从“生
态美”到“人文美”。乡村振兴之路，
是一条生态文明之路、美丽宜居之
路，不仅要注重“硬件”，更要“内外兼
修”。

黄陵县率先正式建立并推行“两
包两带”（党员县级领导包联片区、部
门单位包联村，强村带弱村、大户带
小户）机制，把党员干部组织起来、把
各类人才凝聚起来、把广大群众动员
起来，通过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
联享等方式，带动村庄在产业发展、
基础建设、生态宜居、深化改革、移风
易俗等方面整体提升，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打造
乡村振兴的“黄陵样板”。

“此次培训恰逢其时、内容丰富，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通过学
习切实帮助我们基层干部开拓了眼
界，启发了思路，明晰了工作推进目标
和方向，提振了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
信心和底气。”店头镇建庄村第一书记
李阳聆听过培训后饶有兴致地说。

李阳说的培训，是黄陵县加强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之一。近
日，县上邀请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
总院乡村振兴顾问研究员、浙江省乡
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高级经济
师任强军为县委中心组成员、县委中
心组学习秘书、相关县直部门单位负
责人、全县6个镇（办）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包村科级领导、镇村干部进行授
课。

培训会上，任强军以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为主题，围绕乡村
振兴实践与思考、规划设计等内容，结

合以安吉县为代表的浙江省乡村建设
发展中的具体案例，详细介绍了在乡
村振兴中顶层设计、美丽乡村建设、产
业引导、资金争取、土地利用、发动群
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和成功经验，阐
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给农村带来的
深刻变化。

“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全省
重点镇、能源化工重要板块之一，今后
我们将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立足自然
资源禀赋，系统推进集体资源资产整
理、土地盘活、特色产业发展，加快形
成农业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进度，加
大镇区规划、乡村规划建设力度，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功能，促进群
众就业，提高城镇承载力，以高品质城
乡发展吸引人口聚集，为城镇发展和
乡村振兴建设带来更多支撑，增添更
多动能。”店头镇党委书记刘晓斌培训
后信心满满地说。

● 县果业中心鱼麟泓在田庄镇侯庄社区进行秋冬季果园管理培训

● 县农业农村局机关干部同群众一起清理村庄环境卫生

“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作用与优
势，探索‘五美庭院’创建模式，做好

‘家’字文章，组建特色巾帼志愿者服
务队，通过旗袍秀产业、秧歌舞风貌，
巾帼唱发展，以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
兴，力争使秦家塬村高质量发展走在
全县乃至全市全省前列。”县妇联主
席、桥山街道办秦家塬村乡村振兴“特
派专员”刘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周例会上掷地有声地说。

刘珊只是黄陵县 105个乡村振兴
“特派专员”其中之一。据了解，黄陵
县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强弱搭
配”原则，将全县 105个村划分为 24
个片区，每个片区 3~5个村。由党员
县级领导包联片区党组织，全面负责
该片区乡村振兴工作。安排 105 个
县直部门单位包联 105个村，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人担任乡村振兴“特派专
员”，具体负责该村乡村振兴工作。
由片区内优势明显、资源优越、基础
较好的示范强村带动发展相对滞后
的中等村和弱村，最终实现抱团发
展、共同振兴。同时，鼓励引导村“两
委”成员、党员和产业、技术、营销、经
商、劳务“五类大户”带动一般农户、

脱贫户和“三类户”，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

自县上召开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动
员会之后，各包片党员县级领导、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乡村振兴“特派
专员”纷纷进驻包联片区、村组，宣传
贯彻大会精神，积极开展调研走访，
投入到“两包两带”工作中。县农业
农村局深入隆坊镇鲁村开展乡村振
兴文化调研；县果业中心在 4个果业
镇（办）举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延
安果业“鸿雁”人才培育计划秋冬季
果园管理培训；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桥
山街道办龙首村发放环保垃圾箱；县
经发局联合县中医医院深入隆坊街
村开展“健康送百姓 义诊暖人心”送
医下乡活动；县交运局维修加固石家
桥、石家湾桥、建庄桥；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织全体干部深入阿党镇奎张
村开展生态乡村冬季环境整治活动；
县矿山救护队为店头镇新村村委会
协调冬季取暖用煤 10吨；民营经济服
务中心为隆坊镇官庄村粉刷巷道墙
面 800米，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人居环
境……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五大行
动”正逐步开展。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在桥山街
道办刘家川村，黄陵县乡村振兴责任
规划师、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总院
院长吴传道做起了“乡村医生”，对刘
家川村村史村貌、村庄特色、道路建设
和产业发展等进行了一次“望闻问
切”，在诊断过程中，对目前存在的短
板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除了聘请吴传道院长担任黄陵
县县级乡村振兴责任规划师外，县
上还为 6个镇（办）配备了“专属”的
镇级乡村振兴规划师，这些规划师

扎根基层、量身定制，为乡村振兴绘
制蓝图。

县城乡规划服务中心干部、镇级
乡村振兴规划师郑姗说：“最近我们踏
勘了各村组相邻山脉、洛河、沮河、龙
首龙眼山泉等自然生态资源，了解了
各村的传统窑洞民居、城墙遗址等文
化遗存资源和生态养殖基地、蔬菜大
棚等产业资源等，下一步，我将结合各
村实际，树立精品意识，通过典型引
领、串点连线带面，助力乡村从‘一村
美’向‘村村美’扩展。”

“专属”规划师下乡帮“诊断”

●● 黄陵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动员大会现场黄陵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动员大会现场

“特派专员”服务在一线

培训班上“划重点”

● 乡村振兴中华文化标识村专题调研组实地调研刘家川村官庄
组蔬果大棚发展情况

● 七丰村村民用清洁能源取暖

● 生物质颗粒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