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基层治理 厚植乡风文明

在许堡乡集仁村爱心超市内，生活
用品、农具等产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
前来换购的农民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产
品。兑换实行积分制，农民可以通过社
会公德、家庭美德、遵纪守法、内生动

力、十佳模范、帮扶特困等 6 大类别 12
个项目获得积分，用积分换取产品。

乡风文明贯穿乡村振兴的各个方
面，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更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云州区多措
并举，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
在大力发展黄花这一特色产业的同时，
以设立公益“爱心超市”、培育时代文明
风尚、创建文明村镇等措施发展乡风文
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杜庄乡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与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充
分发挥文明实践所（站）和各村公示栏
的宣传阵地作用，张贴村规民约，广泛
开展爱国卫生、文明创建等活动，提升
村民素质，营造文明氛围。该乡王家堡
村创新乡村治理举措，在乡村治理中积
极探索运用“清单制+积分制”，以“积
分制”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实现以“分”
促管、以“分”促干，营造出村民“我要
干”的良好氛围。同时，积极探索推行
党员积分管理机制，用“微”积分量化党

员学习、工作和服务群众的成效，制定
《党员积分管理办法台账》《农村党员量
化积分管理考核表》，通过关注政治素
质、组织纪律、社会品德、工作能力等
16 个方面，为党员行为量化打分，促使
党 员 评 有 标 准 、学 有 榜 样 ，通 过 党 员

“微”积分释放乡村治理大能量。
“节目很精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这么好的演出，真是打心里高兴！”在
倍加造镇谢疃村“送戏下乡”演出活动结
束后，台下观众意犹未尽地分享着心中
的喜悦。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关
键，为了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促进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云州区积极开展“送
戏下乡”活动，为农村群众送去丰盛的

“文化大餐”，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持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让文化“软实力”成

为乡村振兴“硬支撑”。
乡村“蝶变”满目新，振兴路上阔步

行。如今，行走在云州大地，一幅农业
有干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奔头的乡

村全面振兴的画卷已徐徐展开，广大云
州人民正在乡村振兴共富路上砥砺前
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
生活。

在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上，一道
热气腾腾、营养美味的黄花菜胡辣汤成
为各国运动员餐桌上的美味。借助这
一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大同黄花”这
张金名片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区，云州区
农业发展不论从人均耕地面积上，还是
冷凉气候条件、水利资源上都有着比较
优势，特别是近 3 年来，全区上下牢记
总书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黄花产业
发展不放松，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

“美丽”致富路。目前，全区黄花种植面

积达 17 万亩，形成 1 个 2 万亩片区、8 个
万 亩 片 区 和 109 个 专 业 村 ，产 值 达 到
17.5亿元。

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云州
区各乡镇的脱贫户在欢庆自己节日的
同时，还拿到了黄花产业分红，个个脸
上露出幸福的喜悦。2020 年以来，吉
家庄乡 1000 余脱贫户共种植黄花 4902
亩，3 年累计分红 104.26 万元。今年，
该乡共为 988 户脱贫户 2385 人每人分
红 300元，较去年翻了一番。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深入实施黄

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提升专项行动，下
功夫逐年破解制约黄花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弊端和发展难题，推动合作社
平均亩产逐年提升，深加工产品销量逐
年扩大，黄花产业发展一年一个新台
阶，黄花带富能力明显增强。全区共引
进培育黄花龙头企业 17 家，以“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创办集体合作社
50 家，通过流转土地、采摘管理劳务和
收 益 分 红 ，带 动 全 区 农 民 人 均 增 收
5000 多元。

为了保护好、发展好黄花产业，让
这朵“致富花”开得更艳，今年初，该区
制定出台了《2023 年黄花产业发展质
量再提升行动方案》，以“增产、提质、提
价、增效”为目标，统筹全区地表水、地
下水资源，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整县推
进试点、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节
水灌溉等项目，全面推广喷灌、滴灌，极
大地改善了黄花田的灌溉条件。该区
还实施以滴灌为主的补贴政策，企业、
合作社和种植户的黄花地，连片达到 5
亩以上安装滴灌的，区政府每亩补贴
100元，为花农吃下“定心丸”。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风清气爽。
在吉家庄乡瓮城口村有机旱作农业核

心示范区，2000 多亩成熟的有机旱作
高粱籽粒饱满，田间机器轰鸣、人头攒
动，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党支
部书记陈纪新说：“今年我们实施了双
垄沟播全膜覆盖+膜下滴灌技术，高粱
亩产肯定会比以往高，今年市场也景
气，农户们又能多收入几千元啦。”近
年来，云州区积极打造全省有机旱作
农 业 示 范 区 ，高 标 准 示 范 ，高 质 量 管
理，高技术推进，有条不紊地分阶段实
施，有机旱作农业既有亮点又有成效，
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云州区立足行业标准，积极构建
符 合 区 域 特 色 的 有 机 旱 作 农 业 全 产
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在有机作物种植
和产品加工、销售、品牌等方面制定标
准，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
管理，提升品牌农业建设保障能力，以
产业育品牌、以质量铸品牌、以市场强
品牌、以文化塑品牌，全面加强品牌农
业建设，擦亮云州有机旱作农业名片。

走进杜庄乡王家堡村，连片的大
棚绵延铺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
景象。依托区位、资源优势，云州区近
年来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大棚
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政策、技
术、资金帮扶等措施，积极鼓励引导农
民发展大棚经济，走出一条农业增效、
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据
悉 ，全 区 今 年 共 建 设 设 施 蔬 菜 大 棚
3000 亩。

大棚种植“钱”景好，省里以每亩
8000 元补贴大棚建设，区委区政府以
每 亩 1000 元 补 贴 大 棚 水 电 等 基 础 设

施。通过争取项目支撑、扩大设施农业
规模，云州区增加了美都西瓜、五彩椒、
贝贝南瓜、牧心番茄等设施农业种植品
种，形成了多元富民的特色产业集群，
实现农业特色产业规模化、集聚化、高
效化发展。如今，设施农业已经成为全
区助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加速器，为云州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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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老有颐养 绘就幸福底色

逐梦田畴织锦绣逐梦田畴织锦绣 深耕沃野绘新篇深耕沃野绘新篇
——云州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云州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今年以来，云州区紧紧围绕省委赋予大同“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的重
大使命和市委“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总目标，锚定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区、乡村振兴先行区、生态文旅样板区、幸福宜居典范区、创新发展引领区”
的目标，全面聚焦农业发展赛道，抢抓机遇、铆足干劲、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干净整洁的庭院，温馨舒适的住宿
环境，美味可口的一日三餐，洗浴室、卫
生间、娱乐室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十
几位老人在这里或谈天说地或闭目养
神……走进西坪镇坊城新村“颐养之

家”，一幅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画面呈
现在眼前。

随着社会老龄化现象的日趋严重，
农村养老难题成为社会治理和防止返
贫守牢底线的一大突出问题。近年来，

云州区积极探索农村养老关爱服务的
新路径，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原则，充分体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
所医、老有所依”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
保脱贫基础更加稳固、脱贫成效更加持
续，从最薄弱环节筑牢防返贫底线，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云州区按
照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总结出
集 中 关 爱 型 、分 散 服 务 型 、日 间 照 料
型、邻里互助型、社会参与型、委托服
务型六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村
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就医难”“吃饭难”

“ 洗 澡 洗 衣 难 ”“ 取 暖 难 ”“ 开 心 难 ”和
“办事难”。

“我今年 91 岁了，搬到这儿已经住
了 18 个月了，这里吃得好、住得好，也
冻不着，啥都好！比自己待在家里强多
了。”在许堡中心村关爱服务中心，宋久
莲老人每天都乐呵呵地。为了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进一步强化搬迁后续扶持，许堡中心村
针对无生活自理能力、无人照料的“两
无”老人生活困难的实际，投资 50 余万
元完善关爱服务中心入住设施，按照本
人自愿、有偿进入、集中供养的原则，吸
纳“两无”人员入住中心。

在不断推进“颐养工程”的工作实
践中，云州区积极探索服务标准化、管
理规范化、筹资多元化的工作新机制，
使颐养工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目前，全区已建成运营 13 家“颐养之
家”，总计投入 852 万元，成立各类服务

团队 14 个 70 多人。“颐养之家”成了老
人们的养老“幸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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