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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关山草原骑马休闲

一亭一草、一树一花，恬淡之美，别有
风味。

惊涛撞击、山鸣谷应，离奇壮美，颇具
神韵。

夏季的陇县，清新与豪迈兼具，展示出
古老、沉静、温柔的风姿，让前来参加采风
活动的全国 25家地市党报媒体人眼前一
亮，对陇州风物充满好感。

6月 14日下午 2时，大家来到龙门洞
森林公园。始于春秋、建于西汉、盛于金元
的龙门洞，是六盘山南段景福山的一部分，
它以“奇、险、幽、古”著称，史载道教“七真

人”之一的丘处机在此栖居7年，创建了道
教“龙门派”，后世将其特有的自然山水和
人文历史巧妙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
然人文景观。

当天，媒体朋友们来到龙门洞景区，立
即被这里的奇特风光所吸引。只见山上林
木葱茏，峰奇景秀，溶洞密布；谷中溪水奔
涌，水流激荡。采风者见如此美景，纷纷拿
起相机，定格这美丽瞬间。柳州日报社副
总编辑李广西说：“比起一些地方的人造景
点，龙门洞真是‘天然去雕饰’的好地方，让
人不禁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确，这

里洞中有潭，潭中有洞，殿阁楼台依山傍
水，借势成景，充满情趣。

旅游是现代人的“刚需”，人们对旅游
的诉求也由早期的“身体游”转变为现在的

“身心游”。几位总编表示，龙门洞的独特
人文历史，决定了这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地
方，景区可以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进行提升
改造。景区负责人表示，融合创新发展，龙
门洞下一步要在“旅游+”上进行开拓，把
健康养生等元素融入进来，造就旅游新业
态。

绿色、生态、环保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

的主流。陇县生态良好，关山草原作为陇
县的龙头景区，是陇县保护绿水青山的“力
作”，关山到底美不美？人们都迫不及待想
探知答案。

夕阳逐渐西下，大巴车追逐着落日在草
原上驰骋。夹杂着青草的清新味道，凉凉的
空气扑面而来，仿佛沁人心脾的薄荷糖，在
这个炎炎夏日，让人心旷神怡。徐州日报社
总编辑助理谢川忍不住感慨道：“太美了，这
里随手一拍，便是一幅‘电脑桌面’。”

初到景区，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夕阳照在草场上，折射成无
数个金色颗粒，在草丛中欢呼跳跃；照在山
顶的树林里，晕染出连莫奈都描绘不出的
光彩；白云和树丛的影子投射在草地上，让
人恍若是悠闲进食的马群。时光在这里变
得慢悠悠的。

漫步、拍照、冥想……有的人索性像个
孩子般任性地躺在草地上，什么都不做。
深圳宝安日报社经营策划中心副主任廖高
国说：“第一次见到草原，能如此清晰地看
到天上的星星，太激动了！”一些人按捺不
住心中的好奇，忍不住问道：“关山草原风
景这么好，是如何做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的呢？”

该景区工作人员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保护性开发，发展全域旅游。”具有欧陆风
情的关山草原，是中国内陆中东部地区最
大的天然草原，坐拥这片好资源，陇县人明
白，只有保护性开发才是正道。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草地，几年前还
有附近村民的违章建筑。”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陇县非常重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
境，在景区开发建设中，拆除了4万平方米
私人经营户乱搭乱建的建筑，建立起3.6万
平方米的游客中心；每年都植树植草，对恶
劣的地块移植成熟的草皮，还控制草原载
畜量，划定村民放牧区域。不再放牧的村
民在景区经营起骑马场，在景区外开办了
农家乐，收入比之前翻了几番。

定西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国旗说：“陇县
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生动地实践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能看星星 能品诗意

陇县全域旅游打动人心
本报记者 滕卫东 贾志敏

精准扶贫的延安路径

时值六月，记者乘车来到延长县黑家
堡镇瓦村，一排排院落围墙整齐地建在柏
油路两侧，不远处一座座大棚相连成片。

“瓦村西瓜，不甜不要钱……”在公路
两旁的树荫下，瓦村贫困户刘振斌正在自
己摆设的小摊前吆喝着。

“西瓜一共卖了多少？”

“我的瓜已经是第二茬了，头茬的早
就卖完了！”

此前，44 岁的刘振斌因病致贫，在
2015年被识别为贫困户。“那时候的日子
过得真是难啊，我自己对以后的日子都没
啥盼头。”回想起原来的生活，刘振斌不禁
叹了口气。他的妻子属智力残疾，女儿还

患有癫痫，疾病拖垮了刘振斌一家人。
精准识别更要精准帮扶。只有扶持

建起产业，家庭收入才能有根本保障。
瓦村地处川道，交通、土地、水利条件优
越。依托优势，县政府通过采取土地流
转、配齐水电路设施、贴息贷款扶持、分
户承包经营等多种措施，建立发展起了
棚栽产业，种植反季节番茄、西小瓜等。
在政府的帮助下，2015年，刘振斌率先在
村上种植起大棚西瓜。刚开始由于不懂
技术，他也走过冤枉路，但最终还是决定
要坚持下去。“咱农民天生就会种地，但
种植大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家包扶
我的干部都那么上劲，咱再不踏实用点
劲能行吗？这种大棚栽种技术我一定要
学好！”

针对缺技术、没技术这些问题，延长
县组织贫困户在温度、湿度、光照以及病
虫害防治等管理技术上进行集中学习。
同时，还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到
棚，手把手教授大家技术。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6年，刘振斌终于尝到了种植大
棚的甜头：一棚西瓜卖了3万多元。现如
今，他已经成了村上的技术专家，平时还
帮助其他种植户学习技术。2017年，刘
振斌一家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6700元，
还被评选为全市的“脱贫之星”。

“党对咱农民的政策就是好！除了种
植大棚，我现在还是村上的护林员和保洁

员，每月能拿到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呢。”说
到这里，刘振斌幸福地笑了。

“是啊，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我们想不
脱贫都难。原来我也是贫困户，但现在的
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在刘振斌的摊
点旁边，一位老汉高兴地说。

这位老汉是 65岁的贫困户郑刘栓。
去年，包扶单位给他发放了猪崽，年底就
卖了1万多元。现在他也种上了拱棚，大
棚和蔬菜苗子都不用自己掏钱。不仅如
此，他还加入了合作社，解决了农资、技
术、销售等一堆难题。

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瓦村每户贫困
户都有各自针对性的脱贫规划。村上不
仅在产业上坚持“长短”结合，还利用土地
流转，引进光伏发电项目，为贫困户安排
公益性岗位，确保户户都有收入保障。

瓦村脱贫只是延长县脱贫工作的
一个缩影，自脱贫攻坚以来，全县上下
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吹响了脱贫攻坚
战役的战斗号角。在产业上下工夫、做
文章，根据县域不同地区贫困人口致贫
原因，认真反复把脉，开出了有针对性
的“药方”，将产业发展同精准扶贫相结
合，形成了“塬区苹果、川道棚栽、沿黄
花椒、全县养殖”的产业布局。同时，该
县还利用“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扶持贫困户建立发展长效产业，稳
步脱贫致富。

建立发展长效产业 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延长县开出“药方”扶持贫困户脱贫

通讯员 贾寰 本报记者 马政

本报讯（通讯员 刘安之）“网民您
好！就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已与县就业局联
系，具体政策为……”6月8日，志丹县政府
门户网站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回复群众关于
创业政策支持的网上留言咨询。今年以
来，该县政府门户网站已办理“县长信箱”
业务15条，“市长信箱”业务5条，网上调查
4次，在线访谈3起，回复网上留言16条。

这只是志丹县开展“互联网+政务服

务”的一个缩影。据悉，近年来，该县按照
“在线服务、业务保障、便民利企”的“互联
网+”思路，围绕“五强化一注重”，大力开
展信息化工作，着力建设整体联动、高效惠
民的网上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作用
越来越凸显。

“大家整天惦记流量套餐，在我们志丹
县城不用担心这事儿，你走在街上到哪
儿都有免费的WiFi随便连！”该县市民王

成贵说道。如今，在志丹县城，只要通过
短信、微信、用户名三种方式任意一种认
证，就能享受免费便捷的无线网络服务，
这得益于该县实施的“智慧城市”建设工
程。目前，县城主要广场、红色旅游景
点、医院、车站、图书馆、体育场、便民服
务大厅等群众聚集地实现了免费WiFi全
覆盖。

县信息办副主任曹东阳介绍说，强化

县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强化政务公开、强化
行政执法、强化视频会的会务保障、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和注重网络维护是当前志
丹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目前，县上已
经建成了横向集“一个局域网办公平台、一
个网上办事窗口和两个实体办事大厅”为
一体、纵向延伸至县、镇、村三级的高效政
务服务体系，小小的一个办事窗口，已经实
现了为百姓的大服务。

立足“小窗口”实现大服务
“互联网+”助推志丹县政务服务现代化

雨后初晴的吴起县白豹镇土佛寺村群山锦绣、满
目青翠，丝毫没有印象中陕北黄土高原的干涸与贫
瘠。这一切都得益于吴起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与
之产生的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

张凯彪作为土佛寺村宇龙西甜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就是吴起县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过
程中涌现出的“乡土能人”之一。

盛夏的午后，在土佛寺村沿洛河两岸的川道台地
上，一排排透着墨绿的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有序，进进出
出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幸福喜悦的表情。

“我们的棚栽西甜瓜一年能种两茬，一个大棚一年
就是万把块，纯收入在六七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还
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吸收更多的贫困家庭参与到发展
现代高效设施农业上来。”谈到棚栽农业的发展前景，
张凯彪满怀信心地说。

谈起发展设施农业的初衷，张凯彪表示，受自然
条件限制，过去这里吃饭靠天，现在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基本上旱涝保收，依靠科技发展农业产业，不仅
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更提升了农业产业的品牌质
量。

“科技助农，黄土成金”是张凯彪经常说的一句口
头禅。尝到科技致富甜头的张凯彪，在自己发家致
富的同时，没有忘记村民的光景。担任村支部书记
以来，他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
大家建大棚。看到村民的思想有了转变，2010 年 8
月，他成立了白豹镇宇龙西甜瓜专业合作社，带动村
子 100余户村民发展设施农业。目前，村上建起日光
温室大棚 200余座，靠种植棚栽西甜瓜，农民人均增
收突破2000元。

张凯彪说：“现在，我们也学会了赶时髦，合作社
不仅设立了线下销售的实体店，更实现了线上的网
络销售。”如今，合作社“宇龙香”品牌的香瓜、西甜瓜
不仅畅销县内外，更走进了周边县区的蔬果市场，甚
至通过互联网远销省内外。由于果品品质好，他们
的甜瓜、西瓜在春节前后每斤分别卖到 30元、20元且
供不应求。

除了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在农业科技领域，张凯彪
也是名副其实的“土专家”。菌草作为广大农村的一项
科技致富项目，在陕北地区的种植尚在推广试验阶
段。但在张凯彪的菌草种植基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0余棚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连片种植，棚内的菌草长
势正旺。

张凯彪介绍，目前，他栽植的菌草在技术、管理和
销售上已经成熟，每棚生产的种子菌草能种植60亩大
田地。现在，他家的菌草除过自家羊场的饲料储备外，
还销售到了周边县区的大型养殖场，取得的效益也相
当可观。

同时，为了更好地掌握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技术
知识，张凯彪不仅自身“钻进”相关农业科普知识的
书籍里，他还带着村民、合作社成员外出学习取经，
到山东、海南看人家的设施农业，学习管理经验，开
拓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另外，张凯彪还把吴起羊
肉推上了中央电视台，让吴起羊肉走出县城。目前，
他正在进一步钻研“农村土酱”的工艺流程，打算把

“农村土酱”推向市场，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进来，帮
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马志青 张英）面对今年严峻复
杂的气候形势，安塞区气象局提早准备，严密监视天气
变化，按照“精细监测、精准预报、精确发布、精心服务”
的要求，全力以赴发挥气象预报在防汛抗旱工作中的

“消息树”和决策支撑作用。
今年该区气象局修订完善了气象灾害预警业务规

范和应急预案，安排气象设施维修、改造，对全区 9个
乡镇区域气象站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对气象信息
系统、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了全面巡检维护，确保汛期可
靠稳定运行。

目前，安塞区气象局使用智能网格预报系统、短
时临近智能预报系统等一批新业务系统、新技术，
使该区天气预报的空间分辨率达到了 3 公里，时间
分辨率达到了每小时甚至分钟级，这些新系统和新
技术将在今年汛期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该区气象
局还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全区 9个乡镇区域自动
气象站进行了汛前大检查，开展了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同时，区气象局加强与水利、国土、农业等部门
的联动、会商和信息共享，强化预警信息的发布，畅
通发布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传得
快、收得到、用得上。

安塞区全力以赴做好汛期气象
服务工作

气象站全面升级改造
信息数据可靠稳定运行

科技助农 黄土成金
—记吴起县农业“土专家”

张凯彪
通讯员 康彦创 本报记者 刘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