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
静）借着春节前的销售热潮，宝塔区临
镇镇苹果线上电商平台订单量急剧增
加。近半月以来，该镇电商平台的订单
量达到了 2万余单，完成交易额 200多
万元，大大提高了群众收入，电商销售
也实现了2023年的“开门红”。

在该镇邮政所内，工作人员正在对
准备要发货的苹果、小米等进行打单、
称重。邮政所门口堆满了已经打包好、
将要发往全国各地的一箱箱苹果及其
他农特产品。工作人员介绍说，近 1周
以来，前来邮寄苹果的村民增加，每天
有近2000箱苹果需要寄出，有时候需两
辆邮车才能将当天的货物装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客户要的量比较
大。我今天要邮寄 300箱礼盒苹果，发
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的礼盒苹果
里，每箱装12个苹果，售价是100元，比
在果园卖价格好多了。”前来邮寄苹果的

果农刘金龙一边忙着给打包好的苹果贴
单子，一边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临镇镇充分利用电商平台
的“快车道”，助推该镇“好苹果卖上好价
钱”，让更多人吃到有机、健康、优质农特
产品的同时，也为广大群众拓宽了销售
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全国各地的
消费者通过微信、抖音和快手直播间等
网络平台一键下单，就能品尝到苹果、小
米、核桃等临镇镇的优质农特产品。

“通过电商销售，越来越多的群众
尝到了网络卖货带来的甜头。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商培训力度，让越来
越多的群众学会电商销售，真正做到让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使
电商成为临镇镇农民增收致富的平台，
让临镇镇的优质农产品插上电商‘翅
膀’飞往全国各地，助力临镇镇群众致
富增收。”该镇党委书记刘霖对新一年
农民电商培训定了新目标。

腊冬岁尾年关近 苹果网销忙不停
小康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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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他力量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干久了，真的会上瘾”
——记洛川县凤栖街道胡村第一书记冯毅

通讯员 李征 杨桦 记者 孙艳艳

大棚桃花开 美景兆丰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减轻基层负担的决
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规范村级组织承担
的工作事务、设立的工作机制、加挂的牌子、出具的证
明事项，对持续减轻基层负担、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具
有深远意义。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党
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强调“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
结带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意见》以增强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
组织体系整体效能为主线，以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
松绑减负为目标，以推动党政机构、群团组织工作思
路和作风务实转变为保障，着力深化拓展基层减负
工作成果，提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顺应了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要。按照《意见》要求，
分级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健全
监管机制，切实把规范村级组织各项任务要求落到
实处，才能以高质量村级组织工作推动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

从基层实际看，深入做好减负文章，是激发村级
组织活力的必然要求。现实中，基层工作许多时候
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时甚至是“上面千
把锤，下面一颗钉”。《意见》从明确工作事务、创新
工作方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等三个方面，着力减
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负担。《意见》还围绕精简村级
工作机制和牌子提出了从严控制、整合办公场所、
规范挂牌等改进措施，充分体现了精简、统一、效能
原则。进一步把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从形式主义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必
将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扎实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

减负担不是减责任，让村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
阵，为的是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广大农民根
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规范村级组织工作
必须注重抓好服务质量提升。《意见》的出台，为村级
组织更好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维护村民群众合
法权益、为村民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发挥
作用，提供了更加有力有效的指导。村级组织要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探索以清单等方式规范公共服务事项，强化兜底服
务、综合服务能力，真正做到减负不减质、减负更增
效，更好富裕农民、扶持农民。

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管农村工作是做好“三农”
工作的重要政治优势，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根本上
要靠党的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奋进新征程，加快
构建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各类力量在党
组织领导下形成治理合力，必能在新时代祖国大地
上描绘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的幸福画卷。

（来源：《人民日报》）

以坚实组织保证助力乡村振兴
郑云天

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洛川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冯毅却“吃”了两次

“回头草”——两次被组织下派，两次驻
扎在同一个村子。

“只要组织有需要，我就会竭尽全
力。”驻村 6年多，冯毅为洛川县凤栖街
道胡村和黄章便民服务中心草地村的
村民干实事、办好事，工作越干越来劲。

从“城市建设者”到“乡村领路人”

2016年 5月，冯毅被下派到凤栖街
道胡村担任第一书记。至此，他就与胡
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冯毅的工作地
点从凤栖街道胡村调整为黄章便民服务
中心草地村，一直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在脱贫攻坚的大潮里，他扎根乡村，积极
协助村“两委”落实产业扶贫等各项政
策，顺利帮助两个村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实现了村子的整体脱贫。

2021年 7月，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的冯毅又走上乡村振兴“战场”——继
续被单位选派担任凤栖街道胡村第一
书记，成了驻村队伍中不折不扣的“老
兵”。

“既然干了这份工作，那就一定要
好好干，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冯毅暗
下决心，要深入基层，扎根乡村，为群众
多办实事，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那个干实事的书记，又回来了

再次回到胡村，冯毅心里更多了一
份亲切感，“就好像回到了家”。

村民们看到冯毅，也都打心眼里高
兴，“冯书记是个能为村民干实事、办好

事的贴心人，我们欢迎他回到村上。”
因为之前在胡村驻过村，对村情较

为熟悉，冯毅干起工作来自然是轻车熟
路，很快就成了村干部中的“顶梁柱”。

胡村临近县城，有一定的区位优
势，但该村办公条件落后、基础设施
陈旧破损，成为村子振兴路上的“绊
脚石”。冯毅将这些作为开展驻村工
作的突破口——他通过争取项目资
金，从改造村党群活动中心入手，新
建办公用房 8 间，维修村主巷道排水
渠 600米、生产路 800米，极大地改善

了办公条件和人居环境，村子环境焕
然一新，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也更
高了。

“我们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从心底
里认可冯书记。”胡村党支部书记孙军
民提起冯毅，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2021年秋，受到汛期连阴雨的影响，村
里40余户村民的窑背、窑帮不同程度地
出现滑塌，村民住房安全隐患较大。冯
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多方奔走，
2022年年初，他通过联系帮扶单位洛川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房屋隐患等级

进行了核实认定，协助47户受灾群众修
缮房屋，让村民们在雨季来临前住上了
安全房。

提起工作，他的眼睛在“发光”

2022年，冯毅和村“两委”利用胡村
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村民人均果园面积
较多的特点，争取到县产业园区的洛川
苹果产业关联项目土地征收项目，完成
190多亩土地的征收，实现村集体收入
增加 100多万元，70%左右的村民通过
出让部分果园，拿到 20万元至 30万元
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为发展后续产业提
供了有力保障。

村子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日子
也越来越好了，冯毅也有自己的打算。
2023年，他在自己的工作本里又列出了
新一年的工作计划——

利用县苹果产业关联加工区项目
落户胡村的有利机遇，围绕“五大振
兴”，结合村情实际，以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的名义，开办物流、劳务公司等相关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胡
村成为经济强村；

积极联系用工企业，让更多的闲散
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争取资金，帮助胡村改善村容村
貌；

…………
“驻村工作干久了真的会上瘾。”冯

毅笑着说，“胡村现在越来越好了，但我
觉得村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年，
我还要好好干，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生活越来越好。”说这些话时，冯毅
的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我们这
个品种开的花要比其他品种早15至20天。看目前这
个长势，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桃花竞相开放的大
棚里，子长市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凉水湾村村民井伟高
兴地说。

眼下，凉水湾村温室大棚的油桃树已经进入了盛
花期，一树树盛开的桃花孕育着丰产增收的希望。走
进温室大棚，一股花香扑鼻而来，置身其中，犹如进入
花的海洋。一簇簇粉红艳丽的桃花长满枝头，婀娜多
姿，惹人喜爱，在阳光的沐浴下竞相开放，一派生机盎
然的景象。

据了解，目前正是桃树疏花、坐果的关键时期，井
伟和其他种植户早早来到油桃大棚，忙着给桃树疏
花、疏土。通过他们的精心种植，桃树开始陆续坐果，
种植户们期待着新一年的丰收。

井伟介绍说，按照目前的长势和开花的情况来
看，他的大棚油桃预计亩产可达 3000斤左右，每棚收
入能达到5万元。

● 冯毅（右一）在村民家中调研（资料图片）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进 文斌 记
者 孙艳艳）“每人两棵树，半小时内剪
完，由专家进行打分排名……”近日，在
洛川县土基镇南界村，一场苹果技术大
比武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土基镇各村的
48名果树修剪高手集聚田间，竞逐桂
冠。

比武现场，一声令下，参赛选手迅速
就位，激情满满，剪锯齐上、爬梯上树，使
出浑身解数，全身心投入地忙活起来，他
们认真打量自己修剪的果树，从树体通
光度、通风度、树形结构进行构思布局，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剪小枝、锯大枝，为
面前的果树进行全面大修剪。

“今天来的都是高手，咱也不能示
弱，跟大家一起切磋，也能学到不少东
西。”来自土基镇陈家庄村的选手雷志
明告诉记者。

经过半小时热火朝天的修剪后，专

家评委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分别从选手们的修剪技术、现场讲解、
专业知识三个方面进行现场评议打分，
评选各类奖项。最终来自土基镇严家
庄村的果农贺学治以精湛的专业技术
脱颖而出，摘得比赛桂冠。

“得了第一名，咱也不能自满，以后
还是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把自己的技术
练得越来越好，让钱包越来越鼓。”贺学
治高兴地说。

比赛结束后，专家评委现场根据修剪
情况，结合冬季果园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还为果农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技术比拼，进一
步提高果农的修剪技术，鼓舞和带动更多
果农投身到学技术、比技能、强素质、练本
领的热潮中去，提高果农苹果生产水平，
从而助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土基镇
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王刚鹏表示。

● 井伟在大棚里劳作

看小康走进乡村

修剪高手齐聚田间 同场竞逐切磋技艺

将苹果打包装箱销往外地将苹果打包装箱销往外地

选手修剪果树选手修剪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