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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邻居的，再不要因为一点鸡毛蒜
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再大的事情说开
都是小事，你们两家握手言和，以后还是好
邻家。”

沿河湾镇茶坊村村民马五和王三娃听
到老书记高树林的话后都不好意思地低下
了头，互相拍一拍肩膀，积存在二人心间的
矛盾随着这一拍全散了，终于相视而笑。

马五和王三娃家因为窑洞地界的问题
置气了很长时间，经常谩骂争吵。

为了彻底把两家的置气问题解决了，
高树林利用晚上时间挨个走访两家的家庭
成员，与他们拉家常、摆事实、讲道理，先后
跑了八九次后，马五和王三娃最终达成和
解协议，消除隔阂。

高树林是安塞区沿河湾镇“老书记”说
事室的一员。

通过“老书记”说事，一大批苗头性的
信访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全镇群众到区
信访量与原来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到镇反

映问题、讨说法的群众明显减少。
沿河湾镇方家河村老书记窦云亮被选

聘为“说事”的一员后，第一时间投入工作，
利用10天时间走遍了全村农户，梳理民情
民意13条，涉及生产道路维修改造、农村饮
水、弓棚和苹果产业发展、安全住房等方方
面面，对群众集中反映的坝滩地弓棚因年代
已久、土壤板结导致效益不高，种植群众都
想改造提升的意愿后，及时向村“两委”、镇
党委政府反馈建议进行改造，由镇党委、政
府争取产业扶持项目、村“两委”具体实施，
对该弓棚点进行了改造提升，建成18米跨度
的新型弓棚121座，使得方家河村民小组的
每一户村民都有一项长效产业。

沿河湾镇 39名老书记累计收集民情
民意 341条，给党委、政府提出意见 18条、
建议 13条；帮助村组化解征地拆迁、邻里
矛盾纠纷、村集体利益分配、土地流转等群
众反映突出问题57起，帮助群众代办各类
事项61项。

村里的老书记们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
经验，熟悉村里的大事小情，与群众说得上
话、谈得来心，是做农村党建工作和群众工
作的行家里手。

沿河湾镇党委牵头，村支部组织实施，
将正常离任的信念坚定、作风优良、群众威
望高、工作经验丰富的支部书记组织起来，
在村级活动阵地建立起了说事室。

沿河湾镇党委书记张泽林表示，老书记
们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在走访和接待群众
的过程中，能掌握到实情、问得来真话，为党
委、政府和村“两委”做决策、定项目、建产
业、改人居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更能将他
们“摸爬滚打”总结出的好经验、好方法倾囊
相授给新任村干部，使他们能够扑下身子、
甩开膀子，尽快融入新岗位，有效开展各项
工作，实现了新老接替的有效衔接。

沿河湾镇通过“老书记”说事，探索走
出了一条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根本、法治
为保障、德治为基础的“三治融合”乡村治

理新路子。
沿河湾镇全面推广政策“小喇叭”、村史馆、

家风馆、学习书屋、文化乐园为一体的文明实践
常态化服务项目，探索走出了文明实践自愿做、
践行成效群众说的新路径。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精准实施了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乡
村工匠”志愿服务项目，把党的声音、好政策、新
风正气、志愿为民、文化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积极开展“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五好
家庭”等评优树模活动，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让老百姓学有榜样、做有标准。

沿河湾镇人大主席张光红介绍，目前，沿
河湾镇正在开发“代表之家·沿河 e站”基层治
理信息化管理平台，设置综合信息、政策法规、
代表履职、综合治理、志愿服务、有话要说、企
业直通车、乡村振兴等 11个信息管理平台，为
群众和辖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数字化
服务，通过数字赋能，助力沿河湾镇人大代表
依法履职与基层综合治理实现规范化、信息
化、法治化。

“老书记”说家事 邻里邻居更和谐

夯实发展之基 提升“镇”能量
——安塞区沿河湾镇全面发展纪实

通讯员 郝丽萍 记者 朱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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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沿河湾镇闫家湾村新建大棚产业
示范点，只见30余座大棚沿着产业道路两
侧整齐排列，辛勤的村民们正热情地招呼
着前来采摘的游客，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棚内，郭闫中和妻子正在认真细致地
采摘草莓，不一会，鲜嫩欲滴、香甜诱人的
草莓就装满了一小篮子。

“这是顾客订好的草莓，要两篮子，一
会就来取。”郭闫中笑容里透着草莓般的
甜，是丰收的喜悦。

郭闫中今年 63岁，是闫家湾村村民，
儿女都长大成家了，他和老伴自觉身体还
硬朗，便租赁了新修建的大棚种植草莓。

闫家湾位于杏子川下游，距镇政府驻
地 2公里，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地域面积 10.7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476
亩，其中工业征地 230亩，棚栽业用地 312
亩。村上以发展棚栽业为主，现有大棚88
座，以蔬菜、小瓜为主，蔬菜合作社1个，村
级民俗博物馆 1处，驻地企业 3家，村集体
经济积累12万元，202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7756元。

2022年以来，闫家湾村党支部紧盯乡
村振兴目标，按照区委深化“三有三创”工

作制度的部署要求，围绕镇党委确立的
“党建统领带全局、转型农业固根基”的
发展要求，以干部队伍作风专项整治行
动为保障，按照“抓党建、促发展，抓产
业、促增收”的工作思路，整合各类资源，
探索推行网格员管理制度，压实推进全
村各项工作。

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2万元，面
对村集体经济薄弱问题，闫家湾村党支部
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为目标，探索创
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于
2022年在现有村集体土地上新建大棚 30
座，建立起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多途径增加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确保村
级组织“有钱办事”。

新建的30座大棚充满了“科技感”，不
仅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更安装配备了运货
轨道、自动卷帘、自动放风、自动调温等智
慧设备，解放人力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种植
效率。

郭闫中有30多年的种棚经验，看到如
此“高配”的大棚，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和老伴早早报名租了一个大棚。

去年年底，郭闫中在新大棚里种上西

红柿和小瓜，卖了5万多元。
郭闫中的妻子闫兴琴笑着说：“今年顾

客来了买不买草莓都让先品尝，还有打电
话让我们帮忙采摘的，除了采摘，还给超市
批发供货。”

问起收入如何，闫兴琴捂着嘴笑着
说：“收入我们很满意。”

郭闫中插话道：“如果有空余的大棚，
我还想再租一棚，这可比揽工强多了，时间
自由，挣得还多。”

郭闫中自家1.75亩土地流转到村集体
土地，每年能领到1000元租金。租赁村集
体大棚一年租费1万元，郭闫中笑着说：“用
1万换10万，值得。”

另一处小瓜大棚内，村民白金东看着
翠绿的小瓜散发出阵阵香气，他不由得眉
眼弯弯。

白金东表示：“这棚小瓜按照现在的发
价，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闫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周建锴介绍，新
建大棚对外出租后棚均效益增加 5000元
以上，合计 15万元，同时可带动稳定就业
人员60人以上。下一步，闫家湾村将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思路，进一步扩大棚栽业发
展，扩大村集体经济积累，真正把闫家湾村“一
村一品”及“老闫家”西瓜品牌做亮做强，不断
提升群众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数。

沿河湾镇高家峁村以前是有名的拐沟村，
因为出路不好，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一年也
没有多少收入。如今，村里通上了柏油路，发
展起了大棚蔬菜、搞起了养殖业，村民们在致
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曹生龙是高家峁村村民，以前一直在外打
工，由于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腰椎间盘突
出，只能在家休养，在政府的扶持下，他发展起
了养殖业，一年多时间，曹生龙从紧巴巴的过
日子到红红火火过光景。

尝到甜头的曹生龙高兴地说：“一年能挣
10多万元，这可比揽工强多了，我还想扩大规
模继续干，争取光景越来越好。”

2023年，沿河湾镇坚持把产业兴旺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按照“棚栽提品质、林果抓
管理、养殖扩规模、杂粮创品牌”的思路，进一
步优化农业产业发展方式。按照“既要守住菜
篮子，也要守住钱袋子”的思路，实行“农业产
业”和“群众就业”双轮驱动，全力加大产业和
就业力度，不断夯实群众稳定增收基础。

产业发展正兴旺 群众有了获得感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白家沟村，看到
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房屋整齐划一，农家院
落干净整洁，宽敞平坦的道路蜿蜒曲折，新
建的休闲广场不时传来欢声笑语……置身
其中，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焕然一新，一幅
清新美丽的画卷尽收眼底。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白家沟村依据村
治理、户实施的思路，从里到外，从厨房到
屋顶、院墙、巷道，再到公共设施、广场建
设、花带上路，努力做到让群众满意，让整
改工作收到效果，让村庄变得美丽宜居。

“我 16岁嫁到这个村时，窗子都是用

两根棍棍支撑的，吃的没有，住的没有，原
来日子可艰苦了，现在好了，五个石窑整整
齐齐，新建的两间房子粉刷一新，院里还修
建了卫生间和洗澡间，这么好的生活，我很
满足。”村民赵如英说道。

赵如英在白家沟生活了将近60年，她
见证了白家沟从一个贫困乡村到美丽乡村
的蜕变，子女们想将她带到大城市享享清
福，看看大城市的美丽与繁华，可赵如英哪
都不想去，她说现在的白家沟比大城市还
好，是她最满意的生活居所。

走进沿河湾镇侯沟门村，道路两侧每

隔一段路就能看到垃圾桶，农户的庭院打
扫得干净整洁。

“以前村内环境差，沟渠内常有垃圾，
现在大家自觉维护环境的意识增强了，村
内整体面貌变了，群众的精气神也更好
了。”正在打扫卫生的保洁员王富贵笑着
说。

“环境整改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环境，更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村民
李英说，我觉得村上变化挺大的，以前大
家只能坐在自家院子里聊天，邻居们没
有休闲去处，有了广场之后，每天下午有

很多村民都在这儿跳广场舞，聚在凉亭内聊
天。

侯沟门村通过环境大整治，完善了基础设
施，打造了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还通过评比
美丽庭院、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方式，树立一
批先进典型，引导村民向上向善，营造良好的
文明风尚，让村子越变越好。

2023年以来，沿河湾镇将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来抓，积
极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攻坚行动，打造干净
整洁、优美宜居的环境，镇村环境面貌有了明
显改善，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环境优美更宜居 村民有了幸福感

● 郭闫中在大棚里忙碌

●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

▶ 沿河湾一角

▼ 沿河湾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