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文水县西城乡

强党建重引领 聚合力赋新能

近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山西省襄

垣县下良镇上良村榜上有名。

上良村位于下良镇西北部，距

县城 20 公里，下辖 8 个自然村，全

村 386 户共 1178 人，耕地 2862 亩，

林地 4000 余亩。 近年来，上良村党

支部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积极探索“党建 + 乡村旅游”模

式，打造出集农业采摘、观光旅游、

加工服务三大产业为一体的生态

观光旅游综合体，走出一条“以农

促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之路。

文旅资源富集独特

上良村山清水秀， 人文荟萃，

地形北高南低， 浊漳河蜿蜒过境，

95%的耕地分布在七沟八梁， 造就

了独特的梯田景观风光。 清光绪十

年（1884 年），村民王福锁创办十八

村秧歌班社，成为襄垣秧歌史上第

一个职业班社。 2008 年，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23 年，鼓书、炕围画、手工编制、

威风锣鼓、唢呐吹奏等一批非遗项

目及传统手工艺项目入驻上良村

襄垣秧歌传承展馆， 预计 2024 年

上半年完成布展。 同时，该村盘活

闲置院落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浊

漳河沿岸良好生态、区位交通等优

势，按照“小而精、特而美”的思路，

打造了一批“立得住、 叫得响”的

“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2023 年被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认定为“中国

慢生活休闲体验村”， 也是山西省

卫生村、善治示范村。

产品业态丰富多样

上良村采用“田园综合体”和

“乡村营地”开发模式，通过流转和

租赁经营方式，打造千亩生态农业

产业园，并与科普、研学、观光、校

园劳动教育实践相融合，形成集农

趣活动、农耕体验、传播技术、共享

经济为一体的产业板块。 以原生、

本色、健康、生态、时尚为支撑，建

设现代民宿休闲露营地，依托河道

治理工程， 修建原生态康养步道，

打造禅意素餐厅， 提升康养效果，

大力发展集吃、住、玩为一体的乡

村旅游模式。 该村积极推动高校深

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立

科普研学实践基地，先后与下良中

心小学、长治学院、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工商学院等院校合作，开展基

地研学和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乡村带动效益明显

上良村依托国家 4A 级仙堂山

旅游景区区位优势和资源，实行景

村一体统筹推进， 建设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产业和民生保障等各类

项目，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大幅提

升。 构建现代“农文旅全产业链”，

采用“支部＋合作社＋企业＋农

户＋市场”的利益联结模式，党员

干部带头创业， 鼓励乡村能人、返

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各类人员积

极创业，实现全民参与、共同得利。

先后创办御农粮油加工厂、久久红

服装加工厂、上良御农马场、精品

蔬菜园、特色采摘园、农机合作中

心等企业，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和

返聘用工方式，解决了周边村民就

业问题，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产业项目由少到多，产业模式

由粗到精，产业发展由“一枝独秀”

到“百花齐放”，最终实现产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2023 年以

来， 上良村全年吸引游客 12 万人

次， 全村经济年收入 580 余万元，

旅游综合收入达 110 余万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 2 万元，有效促进产业

增效，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

（邓蓉 郭伟哲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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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襄垣县

“农文旅融合”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山西省兴县蔡家崖乡：

多举措助力

到村工作大学生扎根基层

为进一步壮大基层工作队伍，夯实乡村振兴

和基层治理人才基础， 山西省兴县蔡家崖乡多次

招聘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扎

根基层、服务农村，蔡家崖乡多措并举注重培养，

从生活、工作、精神等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对到村工

作大学生的关心关爱， 帮助招聘到村工作大学生

尽快适应农村工作。

落实保障待遇，让他们待得更安心。 蔡家崖乡

政府在工作环境、学习条件上持续加强保障，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县委组织部的关心支持下，乡政

府为每位到村工作大学生发放了办公用品和生活

用品，进一步传达组织关爱，积极调动到村大学生

工作热情，同时乡党委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

解招聘到村工作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工作和生活

状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协调解决在农村工作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

强化实践学习，让他们干得更顺心。 由于到

村工作大学生基层工作经验缺乏， 乡政府根据大

学生村官专业特长和自身特点， 结合具体工作需

求， 安排大学生村官履行报账员、 信息员、 网格

员、监督员等实质性岗位，提高他们服务基层的能

力，并且定期召开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大家的业

务水平，真正让大家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职尽责。

丰富业余生活，让他们过得更开心。 为了丰

富到村大学生的业余生活， 蔡家崖乡积极组织各

类文娱活动， 让到村大学生能够在工作之余放松

心情，并且每逢节假日，乡党委都组织到村工作大

学生到村里看望孤寡老人，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

包粽子，举行歌咏比赛等活动，充分展现当代大学

生的风采，进一步提高蔡家崖乡的凝聚力。

蔡家崖乡给了到村工作大学生展示自我的

机会，让他们的能力得到认可、精神得到满足，让

他们感受到基层工作的魅力与温暖。 下一步，蔡

家崖乡将继续加强对到村工作大学生的培养，积

极做好管理、教育、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到村工

作大学生业务能力素质， 让青春力量在乡村振兴

中绽放光彩。 （李蓉）

山西省河津市：

乡村e镇公共服务中心

打造电商产业发展“新引擎”

惟妙惟肖的剪纸、栩栩如生的花馍、流光溢

彩的琉璃、用废弃果木做成的精美炭雕 、质地纯

正的农家特产……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山西省

河津市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产品展示体验中

心，各类产品琳琅满目 ，创意感十足 ，这些产品

均来自河津本土企业。

“我们现在主要有河津窑 、龙门文创 、河津

果饮、连伯韭菜、河津新材料 5 款自主品牌和网

货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把河津工业和农业

特色产品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 ”产品展示体验

中心负责人薛雪梅说。

除了宽敞明亮的产品展示体验中心， 河津

市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还设有电商培训孵化

中心、共享直播间 、创客入驻区 、洽谈区 、培训

室及会议室等，总面积 1120 平方米 ，是河津市

乡村 e 镇项目的指挥部、总枢纽和孵化器。

“我们要打造一个集电商公共服务、网货产

品展示、电商人才培训孵化、电商直播等于一体

的综合性服务中心。 目前，办公场所全部完成装

修，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已经布置到位，我们正在

积极筹备创新创业技能大赛 ， 为后续河津电商

产业发展选拔优秀人才， 为河津乡村 e 镇实现

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运营市场化打下坚实

基础。 ”中心负责人师猛说。 （曹文娟 文 / 图）

资讯

2023 年，山西省文水县西城乡

聚焦党建引领，在环境卫生整治、乡

村振兴、 文化活动等方面结合工作

实际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

合，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学业务勤培训，巩固衔接精准

掌握。 西城乡对村党组织书记和各

包村干部共 70 人开展政策业务培

训，通过线上线下对 500 多名农村

党员开展集中轮训。 不定期对包村

干部、村主干、驻村工作队和到村

工作大学生进行巩固衔接政策业

务知识培训， 打造一支“想干、敢

干、会干”的巩固衔接干部队伍。

小程序强管理，数字赋能基层

治理。充分利用“胡兰先锋码上到”

小程序助推巩固衔接工作开展。 小

程序上线以来， 村民积极参与，切

实共享数字化时代的便利，以村民

的“微需求”为切口，撬动基层“大

治理”。 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环境卫

生整治等各项民生实事活动，点单

接单率达 95.74%。

抓项目获收益，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 西城乡各村立足自然禀赋，

走产业发展道路， 打造特色品牌，

全面谋划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

展，向上级申请项目资金 ，不断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西城乡党委牵

头完成文水县新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与西城村委蔬菜、葡萄种植大棚

合作项目， 种植 1000 余亩葡萄经

济林，投资蔬菜大棚、樱桃种植、商

贸物流中心、 农副产品加工车间，

延长农业产业链 ， 发展集生产加

工、 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农旅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李艳玲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