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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西安区委宣传部提供

多角度谋划振兴路径，多渠道盘活乡村资

源。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辽源市西安区内

外兼修，为振兴发展强筋健骨。不断夯实产业

基础，激发振兴活力。将乡村产业和生态振兴

有机结合，让绿水青山中流金淌银。注重乡风

文明，让文明之风吹到百姓心坎上。聚焦人才

振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完善乡村治

理，为新美农村的建设保驾护航。

产业扎根，生态添彩
乡村振兴底色新

一场急雨过后，坐落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

镇的紫梦香谷农业综合产业园里的景色与往

日不同。湖水渐渐趋于平静，水汽氤氲中，颇

有“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的诗

意。

这里毗邻矿山湿地公园，通过流转400亩

土地，紫梦香谷产业园将这里开发成了集大棚

采摘、民宿、餐饮、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

园。

“在我们这里打工的村民有60多人，像在

餐厅做服务员的人员，一个月工资在3500元左

右。”总经理黄志勇告诉记者。

走进唐宋湖畔餐饮大厅，东孟村村民贺娟

正在忙着招呼客人。为客人点完菜，她告诉记

者：“自从爱人病了，以前的工作也做不了了，

现在在这里做服务员，离家近能照顾家人，赚

得也不少，还很稳定，很知足。”

乡村振兴为的就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

标。为此，辽源市西安区全力推动产业发展。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发展模

式，乡村产业发展基础逐步壮大。

传统优势方面，全区拥有市级龙头企业6

户。禹然农业作为吉林省辽源地区知名企业

和知名品牌，现已注册“苦口婆心”“禹然”2个5

类商标品牌，通过生产蒲公英代用茶，蒲公英

压片糖果、蒲公英固体饮料三大类特色产品，

目前，已与长春一汽、中国建设银行善融商贸

平台、吉林农业投资集团和吉林文旅集团等签

订合作协议。

特色产业方面，碾山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

园项目，大力发展暖棚经济，西安区已发展出

“碾山多肉”“碾山西红柿”“碾山香瓜”等初成

品牌效应的特色产品，其中，碾山多肉经过多

年发展已远销澳大利亚、最贵多肉单盆成交价

过千。

衔接资金项目方面，安排产业项目3个，重

点打造种植产业项目,以村为主体流转土地，

种植玉米，带动村集体经济、脱贫户增收。

旅游产业方面，以人居环境的改善促进乡

村旅游的发展为契机，充分挖掘生态资源、人

文环境、区域特色，积极探索建立“区域规划统

筹、景区发展带动、乡村旅游拉动、特色民宿助

推、文旅融合引领”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打

造唐宋湖畔特色景区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

400多亩，现已建成薰衣草花园、草莓采摘园等

项目单元，正在启动建设全国最大的田园秋千

文化博览园。目前，唐宋湖畔的夜景，已经是

网红打卡必到之地，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人气

爆棚。每晚的古筝、琵琶表演精彩纷呈，独具

辽源文化特色，吸引四方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实施西安区土地整治

（旱改水）工程项目，该项目位于龙头水库上下

游，共涉及6个村，规划总面积250公顷，分两期

建设，工程主要为田间土地平整、耕作层地力保

护、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电力和美化

等。今年已完成建设约150公顷，改造后的水

田，计划建立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全面提升

综合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三产融合方面，实施蒲公英种植基地项

目，充分挖掘蒲公英的药用、食用、生产橡胶等

价值，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对蒲公英橡胶草进

行加工，生产干叶，高端礼品茶，叶茶，茶珍、挂

面、固体饮料、液体饮料，饲料，蒲公英橡胶，蒲

公英水提物，蒲公英根渣等产品。该项目计划

打造6万亩蒲公英橡胶草种植基地，实行边建

设边生产的模式，共分三期工程。项目建成

后，将依靠先进的技术优势占领市场，为企业

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

为了擦亮乡村振兴的生态底色，西安区在

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不遗余力。以仙人河源头

保护规划为抓手，谋划郊野公园项目，打造文

旅新高地、休闲打卡地，为群众提供假日期间

郊游出行的新去处，在仙人河源头种植果树1

万余棵，依据原始地势地貌建设自然景观、步

行栈道；开展清河专项行动和“清四乱”工作。

集中清理整治河道两侧堆积秸秆等农作物以

及畜禽养殖污染等生活、养殖、建筑垃圾，加大

沿河厕所整治力度，实现河道两岸无直排厕

所。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确保清河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共清理

垃圾、畜禽粪便等污染物约510.4吨，出动人员

1000余人次，出动车辆100余台次。

巩固成果，行动发力
让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西安区将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各领

域专项行动，让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

巩固衔接工作，按照“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的总体要求，落实包保责任制，以区、镇、村

党组织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各部门主要

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严格落实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全面压实主体责

任、部门责任、帮扶责任、监管责任。召开区

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培训会、研讨会。认真落实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要求，明确任务分

工，召开全区乡村振兴系统培训会暨区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实现了乡村振兴系统干部

培训全覆盖的要求。

抓好千村示范创建。严格按照千村示范

的发展规划要求，深入谋划、细致研究，取得

一定成效。采取区级领导和区直部门包保责

任机制，对全区23个行政村实施全覆盖包保，

村覆盖率达到100%，确保无论是示范创建村

还是普通村，都能够切实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严格对照“九有六无”标准，查短板找

弱项。新力、碾山村重点开展村屯治理，充分

发挥包保部门、村组干部作用，以党员示范户

率先带头，利用“爱心超市”“美丽庭院”“干净

人家”等载体，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

在西安区灯塔镇沐雨村，新栽植的2000棵

金钱榆已经扎根生长，修建好的路肩、边沟让村

路两侧更加整齐。在沐雨村一组，清理出来的

公共空间成了文化小广场，一组至三组的村路

也被“修复”，村民出行更加方便。为有效落实

建筑节能，沐雨村现有常住户197户已经全部安

装清洁能源锅炉，墙体外保温项目正在逐步推

进；丰收村以打造郊野公园项目为重点，在富强

—丰收村主路两侧种植绿化树3200余棵，对沿

线农户围墙进行改造，已完成1000延长米，完成

庭院整治150户，迁移柴草垛10处。

不仅如此，通过不断夯实乡村建设行动，

西安区乡村振兴工作多点开花。

在全区绿化面积421亩，栽植路树14500

余株，栽植果树4300余株，绿化树13000余株，

在碾山村新增村屯绿化2个，丰收村改善提升

村屯绿化2个。持续推进西安区城乡（镇）饮水

安全一体化提升工程。已完成新建源井工程

65眼，安装水泵65台套，新建管理房66座，检

修阀门井140个，铺设管线近3万米；农村公路

改造任务8条19公里，涵改桥一座，危桥改造6

座；进行农村安全住房整治工作，安全隐患房

屋整治任务70户，截至6月末已完成整治30

户；开展“控辍保学”系列行动。同时下发支援

乡镇学校实施方案。进一步出台农村教育对

口帮扶工作方案，探索“互联网+教育”，开展

“三个课堂”既“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

网络课堂”，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

育质量，弥补城乡差距，推动实现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加强科学技术培训。疫情期间，引导

农业技术专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电话、微信

等手段，加强与致富带头人、种植养殖大户以

及有技术需求的农户密切联系，开展线上、非

接触式科技咨询服务和技术知识培训，提高农

村致富带头人科技能力和科学素养。实现科

技特派员服务脱贫村全覆盖。让科技特派员

在农业技术推广、动物重大疾病防控、种植养

殖技术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技术服务；开

展全康村文化长廊及照明项目，建成文化长廊

一处25米，照明路灯4处，现已全面完工。为

大房村、建国村等配建健身路径4套，音箱1

套。在全康村开展西安区文化惠农直通车暨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积极开展

助企活动，提升乡村旅游市场热度，助力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

乡风引领，文化振兴
全力推动为振兴“铸魂”

走进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干净的村路上

看不见任何垃圾，绕过村部的拐角，“家规家训

一条街”的醒目标志映入眼帘。作为辽源市首

个“好人村”，这里的村民家中都有一条家规，

也把新时代、新农村的文明之姿展现出来。

新力村的精神面貌可以作为西安区灯塔

镇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西安区重视农民群众文

化生活，着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成果。

近年来，西安区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工

作，通过深化理论学习宣讲，筑牢理想信念，采

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农村文化大院、文化广场等阵地场所，组

织基层宣讲员、劳动模范开展分众化、对象化

宣传活动20余次。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

地作用。23个村全部成立村志愿服务队和创

建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技术培训、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以服务

的方式构建新时代乡村的一花一木，一亭一

院。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超市4个，通过积分

兑换免费生活用品的方式,提升村民在参政议

政、移风易俗、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参与率。开

展了不良风气专项整治，重点治理黄赌毒、封

建迷信、非法宗教以及乱埋乱葬等突出问题，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和涉农犯罪，始终在红白喜

事、结婚彩礼这些“关键小事”上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震慑不良风气，树立新风正气。

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激发广大农民群众主人翁意识。深化创新主

题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弘扬“好家风好家教”

活动，深化“文明村屯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引

导农民群众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积极营

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开展“好人”评选

表彰活动，大力培育乡贤文化，选树一批以农

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为主体

的新乡贤代表，发挥新乡贤公信力强、影响力

大的优势，切实解决乡村事务，助推乡村社会

治理。同时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对照《全国文

明村镇测评体系》，开展创建工作、深化创建内

涵、拓展创建领域，引导乡镇、行政村积极参与

文明村镇创建，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共建共治

共享文明成果的良好格局，努力缔造区域文

明。完善文明村镇考核办法，加强动态管理，

注重日常创建活动。发挥文明村镇辐射和示

范作用，让文明村镇创建成为助推城乡统筹发

展和提升农村品质的强大动力。不断规范各

级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对的任务要求，加强对

结对双方共建活动的督促、指导和检查，推动

结对工作的有效落实，通过帮购帮销、技术指

导、交流培训等形式，帮助结对村提升脱贫致

富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通过志愿服务、公益

活动等形式，吸引大学生走进农村、深入群众，

在农村文化建设、文明创建、村庄建设、品质提

升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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