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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田庄镇输出，村里团队提供种植、管理、培训、回

购一条龙服务。

李枝刚指着旁边的空地说，这里现在在建的是苍术

趁鲜切制加工厂，经过趁鲜切制精加工的苍术，可以提

高20%的经济效益，而且联合周边村镇，自主权更大。

依循育苗扩规、打造品牌、趁鲜加工、提升价值四

个发展阶段，建庄村及周边村组苍术种植总面积达4000

余亩。此外，建庄村打造的苍术相关的文创产品香熏、

香水等也将上市。

采访时，村支书张海灵正带领团队到周边企业销售

村民的蜂蜜，希望赶在中秋节前把村里的蜂蜜都卖掉。

在建庄村，除了有苍术特色种植，村两委年轻干部们活

力十足，一心为村集体、为村民谋福利，想办法，让村

庄 到 处 洋 溢 着 青 春 气 息 ， 很 多 在 外 务 工 人 员 也 纷 纷 返

乡，常住村中的人口越来越多。

乡村治理“十有十无”村民感受新

隆坊镇迂家塬村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发展

产业，也实现了多条腿走路。在发展苹果主导产业基础

上，村里又大胆尝试梅花鹿养殖，探索“跨村联营、村

企共建”模式，通过养殖托管、圈舍租赁等方式，带动

农户增收。

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迂家塬村将一座废弃场院

改造成了小广场和村里的“十有十无”。村党支部书记

迂云锋说，小广场如今是村民晚上锻炼、聊天的地方，

每到傍晚，这里就变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迂 家 塬 已 认 定 省 级 “ 千 万 工 程 ” 示 范 村 。 如 今 ，

迂家塬村村民家里都是卫生厕所，冬天取暖是生物质清

洁能源炉。生活垃圾实现“户收集、村分类、镇运处”

的农村垃圾治理模式。雨污分离管网改造，经过污水处

理，让清水进地、浊水入厕、粪水还田。

经过全体村民共同努力，迂家塬村在乡村治理中实

践摸索出了“十有十无”的经验。“十个有”分别是：

有一支果业服务队，由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牵头，对

常住村民和回流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有一支基建施

工队，就地转化用工增加收入。有一支女子调解队，以

妇联干部为骨干，针对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地头争端

等问题开展调解。有一套“和美庭院”评选机制。有一

套“流动子女”养老关爱服务机制，村干部为主力，以

左邻右舍为辅助，关爱子女不在身边的高龄老人。有一

套教育奖励机制，由村集体出资，对每年考上高中的孩

子奖2000元、考上大学的奖3000元。有一套红白事节俭

规定。有一批“好婆婆”“好媳妇”评树典范。有一个

生活共享平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微信群，提供

拼车出行、购物代买、心理疏导等生活帮助。有一个便

民代办服务平台，借助村委会办公场所，为村民提供免

费文印、借用工具、事务代办、快递代收等服务。

“十个无”分别是村中无安全事故发生、无农房隐

患、无聚众招揽赌博现象、无集体资产失管弃管等。

村民们都说，有了“十个有”的威信力，生活感受

真的不一样。“十有十无”让迂家塬的乡村治理用在了

农民的心坎里，也成为了一股示范带动的力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黄陵县通过机制创新、要素

集聚、路径多元等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找到了农旅

深度融合、特色种养结合、经营模式多样的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新路子。为了让村民吃下定心丸，黄陵县制定了

果业、特色产业、农业机械化、集体经济、防灾减灾配

套文件和奖补办法，细化10余个行业具体政策，形成了

支撑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1+N”政策体系。制定保障

机制和监管措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长效作用，累计投

入果业、特色种植业、畜牧养殖业、三产融合发展等扶

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奖补扶持资金4000余万元。

在建庄村，就有村民告诉记者，苍术生长期长，但

县政府对特色种植有补贴，每亩一次性补贴500元。同

时，县信合有配套的优惠贷款，政府贴息50%，三年期。

如果农户缺乏启动资金，信合就会上门办理贷款手续，

很 便 捷 ， 全 县 拓 展 “ 小 额 信 贷 、 乡 村 振 兴 贷 、 安 乐 居

贷、特色商业贷、防贫救助保险、保险+期货”为主要内

容的“四贷两保”金融服务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2024年4月，全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

培训会在黄陵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多家企业近100多台

（套）农机具在现场集中展示。如今，这样的现场会选

择在黄陵召开也越来越多了，充分证明黄陵在乡村振兴

中获得的肯定和突出示范作用。

迂家塬创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过程中，“新经济”孕育出“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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