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积
极探索、 大胆实践，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涌现出一批新
模式 、新样板 ，形成了乡村振兴
的“榆林经验”。

如今，榆林群众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乡村振兴榆林画卷正在绘就。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5 万农户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

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

榆林市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逐渐

将工作对象转向所有农民、工作

任务转向推进乡村“五大振兴”、

工作举措转向促进发展，主动扛

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榆

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了新

进展、新成效。

脱贫成果得到巩固拓展，没

有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两不

愁三保障”及安全饮水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35万农户牢牢镶嵌在
产业链上，14万脱贫劳动力就业
形势保持稳定，脱贫地区和脱贫

人口收入较快增长，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达到 14.4%。
乡村建设得到有效发展，围

绕“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

活条件”这一目标，分类推进

2967个村庄乡村振兴，集中力量
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等设施

条件，持续推进农村厕所、污水、

垃圾“三大革命”，全市卫生厕所

普及率 68%，行政村污水治理率

28.8%，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
置的行政村比例达到 94.43%。

乡村治理得到协同推进，榆

林把党建引领作为提升乡村治理

能力的有效抓手，推行清单制、积

分制、数字化治理模式，1区入选
全国乡村治理体系试点区、10村
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5 镇
16 村入选省级乡村治理示范镇
村。同时，扎实开展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村规民约实

现全覆盖，高额彩礼、厚葬薄养、

人情攀比等得到有效遏制，为全

面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今年年初，绥德县薛家河镇

政府的大院里搭起了火红的庆

丰收舞台，薛家河镇万亩高粱产

业村集体经济订单收益集中发

放大会举行，高粱种植先进集

体、高粱种植大户身披绶带喜气

洋洋，领取分红。种植大户刘兴

全 2023年种植了 40亩高粱，实
现增收近 5万元，手捧分红，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是关键。

榆林始终将促进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作为重中之重，聚焦

“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精准

发力，不断缩小脱贫群众与其他

农民的收入差距，向着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大力发展“4+X”主导特色产
业，坚持链式思维、因地制宜、错

位发展，加快实施羊、马铃薯、山

地苹果、大漠蔬菜 4个百亿级和

小杂粮、中药材、红枣、肉牛、生

猪 5 个十亿级产业全产业链发
展工程，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高质

高效发展。不断健全新型经营主

体联农带农机制，因户施策选择

联农纽带，切实增强新型经营主

体生产经营服务联农带农能力。

扎实推进稳岗就业“六个一

批”，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组

织化程度，强化劳动力技能培训，

引导市内工矿企业开发岗位，深

化劳务输出，打好就业“组合拳”，

全力推动脱贫人口稳就业、促增

收，2023年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中工资性收入占比 62%。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消薄培强”壮大集体经济，推

广“一户一田”、服务创收、联村

（村企）共建、光伏产业、资金入

股、农旅融合、资产盘活、物业租

赁等 8条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充
分挖掘利用村集体资产和土地资

源，增加群众集体分红效益。

全面落实惠农富农政策，稳

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经济

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定期提高

低保金、五保金补助水平，为脱

贫人口及时足额下发各类转移

性补贴资金。2023年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长 2194 元达到
16573 元，近 3 年增速分别为
13.7%、14.2%、15.3%，逐年提高。

由点及面示范引领———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修学校修幼儿园，再修一个

幸福院。商贸街、电影院，南山又

把光伏建。村容村貌有改变，我们

来把幸福见。”绥德县郝家桥村村

民自编的顺口溜，是榆林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真实写照。

榆林坚持把示范创建作为和

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2022年
结合实际出台了乡村建设行动方

案，在省级乡村振兴“十百千”示

范创建工程的基础上，启动乡村

振兴“个十百”示范工程，由点及

面，示范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探索形成绥德县郝家桥村“产

业振兴+”、米脂县杨家沟村“文化
振兴+”、高西沟村“生态振兴+”、佳
县赤牛坬村“乡村文旅+”等一批乡
村振兴新模式、新样板。

南北县域协调发展———
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对于榆林来说，南北 12县
市区之间、脱贫县与非贫困县之

间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困扰区域

发展的首要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榆

林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南北县域

协调发展，凝聚全社会参与乡村

振兴合力。全市从财力、政策、要

素等多方面倾斜支持脱贫县发

展，2023年出台支持南部县产业
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意见，不断

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同时，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用好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

驻村帮扶等力量助推发展，帮助

脱贫地区增强了发展意识、拓宽

了发展思路，培育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

特别是驻村帮扶和村企共

建方面，榆林做了大量富有成效

的探索，创新推行差异化交通补

贴、优先提拔重用、“四优”表彰

展示等关心关爱 10 项措施，划
出驻村干部提拔比例不低于 1/3
“硬杠杠”，激发驻村干部干事创

业热情。发挥榆林规上企业众多

和能源企业优势以及乐善好施

优良传统，创新开展“村企共建”

行动，选派 204家企业结对帮扶
208个乡村振兴薄弱村，2023 年
投入资金 4744.8万元，实施帮扶
项目 280个，帮助乡村振兴薄弱
村夯实了发展基础、拓宽了发展

思路、提升了管理水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榆

林，乡村振兴硕果累累。新征程

上，榆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履

铿锵，勤劳奋进的榆林儿女正昂

首阔步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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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组合拳” 绘就新画卷
———看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榆林经验”

“老爷子，今天想吃点什么

菜？”“来个红烧带鱼，再来个雪

菜烧豆腐……”3月 14日，家住
江苏盐城亭湖区五星公寓的江

大爷来到五星街道幸福五星社

区食堂，在窗口取餐后，和其他

老人一边聊家常一边吃饭。

江大爷说，幸福五星社区食

堂饭菜味道好、品种多，一荤一

素 6元，两荤两素 10元。“我老
伴在外地带孙子，我一个人就每

天到这里来吃饭，既经济实惠，

又健康营养。”

幸福五星社区食堂相关负责

人介绍，由于就餐的群体大多为老

年人，为保证食材营养又卫生，该

食堂的菜品都减盐、减油、减糖，每

日提供早、中、晚三餐，荤素搭配，

品种多样，深受老年人喜欢。

民以食为天，老年助餐服务是

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事

关千家万户的民生“食”事。近年

来，盐城亭湖区全力打造“颐养在

亭湖”品牌，高质量推进“长者幸福

食堂”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切实解决广大老年人的用餐问题，

让老年人能够吃上“热乎饭”，暖胃

更暖心，感受家的味道。

“食堂开到了家门口，走几步

路就到，很是方便。这里饭菜分量

足，口味好，非常适合我们老年

人。”在亭湖区先锋街道江动社区

“长者幸福食堂”内，居民刘秀兰吃

着可口的饭菜，脸上洋溢着笑容。

先锋街道江动社区“长者幸

福食堂”负责人介绍，自食堂开

办以来，每天大约接待 200人。
食堂聘请了专业的厨师，每日菜

式搭配不重样，并根据大家的意

见，对菜谱进行调配和更改，让

老年人吃饱更吃好。

此外，亭湖区还积极实施个

性化助餐，为就餐老年人建立健

康档案，每日进行血压、血糖等监

测，定制营养餐，让老年人既能吃

得好，又满足健康养生需求。

“小食堂”服务“大民生”。亭

湖区连续三年将“长者幸福食

堂”建设列为为民办实事工程，

依托养老服务综合体、农村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设施，加密布局“长

者幸福食堂”，以优质化的适老

服务让老人乐享幸福生活。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并

运营‘长者幸福食堂’20家，涵盖
8 个街道和 5 个镇，可同时为
3000 余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
务。”亭湖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相关负责人说。

土豆鸡块、包菜香干、炒花

菜，青菜汤……13 日中午，亭湖
区盐东镇洋桥村“长者幸福食

堂”党员志愿者将热腾腾的饭菜

送到了村民杨乾洋老人手中，这

样的一份套餐在享受政府补贴

后，仅需支付 5元。
“我和老伴吃得少，做一个

菜太单调，菜做多了吃不完又浪

费。村里虽然有‘长者幸福食

堂’，但是年纪大了出行不太方

便。现在村里提供爱心送餐服

务，解决了我的‘烦心事’。”杨乾

洋对送餐上门的党员志愿者竖

起大拇指。

洋桥村“长者幸福食堂”自

营业之初，村里就自发建立了一

支党员志愿者队伍，每天为周边

留守、独居、高龄以及自理能力

较差的老年人提供爱心送餐服

务，让村里老年人在家就能吃上

营养健康的暖心餐。

为加快推进农村“长者幸福

食堂”建设，亭湖区开展“政府补

一点、集体贴一点、企业让一点、

社会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五

个一点”农村助餐模式，让农村

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低价、便捷的

助餐服务。

“为了促使‘长者幸福食堂’

经营者持续为村民提供优质服

务，村里按照公建民营模式，为

助餐服务运营企业免费提供场

地，并对水、电、气等费用进行补

贴。”洋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孙祝霖介绍。

每天上午在鹤翔公园散步 1
个小时，中午和几个老友到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者幸福

食堂”吃饭，吃完饭还会在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娱乐活动，这

是徐正国老人的日常生活。

亭湖区文峰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长者幸福食堂”除了

为老年人提供餐食服务外，还拓

展服务内容，为老年人提供文化

娱乐、护理康复等服务，用心用

情做好助餐“下半篇”文章，让老

人食有所依、学有所获、乐有所

享，实现最美“夕阳红”。

为高效推进“家门口”就餐

服务建设，亭湖区确定了未来五

年老年人助餐养老体系建设和

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实施

路径。同时，该区推广“一址多

点”模式实施连锁经营，鼓励以

统一品牌形象、统一服务标准，

提供包含助餐在内的专业养老

服务，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

（据中国新闻网）

江苏盐城亭湖区：“长者幸福食堂”开启养老幸福“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