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高原的早晨，静谧安宁。
冯廷武起床后，沿着村子走了一圈，家

家户户都卯足了劲，正在维修房屋、新建大
门，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冯廷武是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规
划用地科科长，从 2017年 9月份担任延川
县乾坤湾镇龙耳则村第一书记。从进村的
第一天起，他便进农家院落走访民意，在田
间地头询问农情，和群众百姓打成一片，寻
找村子发展思路，找准了制约瓶颈，充分利
用从事城区改造规划工作的特长，作规划、
跑项目、争资金，扑下身子，带领村民致富
奔小康。

发展旅游，开拓村民致富新路
子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村民吕金福就醒
了过来，拿着工具，来到自家正在建设的农

家乐工地上……
吕金福笑着对冯廷武说，“还是你想得

远，让办农家乐，给咱出了个赚钱的好主意！”
龙耳则村位于黄河岸边，闻名的沿黄

公路穿村而过。冯廷武经常见到许多自驾
游和背包客在村子中走走看看，停留住宿。

“办农家乐，吃旅游饭，赚游客钱。”冯
廷武一下子找到了灵感。

冯廷武是急性子，他立即与镇村干部
商议，向村民们畅谈他的设想。

得到大家的同意后，他便邀请设计单
位详细规划，改建民俗窑洞宾馆 98孔，创
办农家乐 5户，并配套修建了厕所、停车
场、售卖亭、小型污水处理站。

“以休闲为主，打造沿黄公路一流公路
驿站，让龙耳则成为游客进出乾坤湾景区
的南大门。”冯廷武信心十足。

吕世斌在外打拼了21年，年初从海南

回来准备看看生病的父亲就返回。详细看
了冯廷武的村里发展规划，决定留下来。
他拿出 20多万元，维修了窑洞，硬化了院
落，种起了菜园，“吃、住”一体的农家小院
已初见规模。

“原来想出门是因为家里没有多少事
做，靠天吃饭，卖点枣、菜，赚不到钱。”吕世
斌说，“现在冯书记把村民统一组织起来，
依托乾坤湾开发，走旅游发展的路子，村里
有奔头了，我就想在村里创业了。”

“三变”改革，让撂荒土地再生
金

村集体经济薄弱是很多村子面临的问
题。龙耳则村也不例外。

“想种的没有地，有地的没人种。”冯廷
武深知龙耳则村面临的困境。

冯廷武找到村主任吕延利，和他一起

商议，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全村撂荒
的土地进行了承包流转。

按照流转协议，平地每亩500元、坡地
每亩 200 元的承包费，合作社流转枣树
743.5亩，并与延川县文旅集团签订合同，
由旅游扶贫开发公司红枣管理站统一管
理，对红枣地进行深翻、施肥、嫁接改良。
待挂果后，交由农户自行管理。

目前，贫困户与合作社签订用工合同
12份，与非公有企业签订用工合同 15份，
实现了劳动用工全覆盖。村民耕作自己的
土地，不仅收着承包费，还打工挣钱，一下
子有了两份收入。

在冯廷武的引导下，合作社还推出了
“支部+旅游+合作社”脱贫模式，将另外流
转的 230亩土地平整，新栽植葡萄采摘园
90亩、杂粮体验园 100亩、杂果采摘园 50
亩以及大棚7座。

“再过几个月，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田
园生活，免费到采摘园挖土豆、摘红枣、吃葡
萄，感受不一样的黄土风情。”冯廷武说道。

整治环境，让村子美起来

走进村口，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从村民
房前穿过，两旁的民房洁净如新、错落有
致；而路边一块块农家菜园葱葱郁郁，分外
喜人。

“我现在还记得，十几年前离家时，村
里还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
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回头。”村民吕延利
不由感慨，“现在路又平又宽，村子越来越
美，跟过去完全两样。变化真是太大了！”

说到村子变化，村民们还是直夸冯廷
武。为搞好环境卫生，冯廷武重新修订村
规民约，并挨家挨户走访，不断向村民灌输
爱卫生、讲文明、除陋习理念，引导大家从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改变习惯，改善环境。

为了改善村里的出行条件，冯廷武积
极奔走，在镇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向上级争
取协调落实通村公路配套资金 200余万
元，完成马家塬、龙耳则村入户路铺砖和村
主干道硬化，栽植油松 3000多株，对道路
两旁进行了绿化美化。同时，还协调60多
万元，新建马家塬1000平方米的牛棚1座；
继续扶持养殖大户 2户，养羊 230多只；利
用延黄路旅游人流量大的优势，在公路边
建起了传统手工作品售卖亭，动员全村妇
女纳鞋垫、做布鞋、布堆花、剪剪纸等出售，
为村民提供农产品变现平台。

如今，龙耳则村环境变美了，道路畅通
了，旅游、养殖产业开展起步了。“再过几个
月，等规划全部实现，村民会更富，村子会
更美。”冯廷武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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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延川县关庄镇十甲村，3000只制胚后的旱
鸭子装箱进入冷冻室，等待着前往北京的运输车。延
川知情合作社负责人刘兵兵说：“这些鸭子都要运到
北京去，到了那里就能直接烤了上餐桌。”

十甲村地处青平川下游，川宽地平，光热资源充
足，自 2001年开始发展大棚，经过多年地发展形成了

“春茬西瓜、秋延番茄”的种植格局。但是，原有西瓜
品种不便运输一直是困扰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问
题。2017年 6月，得知北京有个“西瓜大王”后，村“两
委”会班子成员商量前往考察。

北京大鸭梨集团的执行董事孙秋来曾在十甲村
插队 4年，多年来，孙秋来和村上一直保持着联系，在
村支部委员刘兵兵的朋友圈，看到大家要来北京的消
息，高兴地急忙联系要叙叙旧。聊天的过程中，孙秋
来提到公司正准备进行产业链转移，将迁徙鸭子养殖
基地。“那能看下我们村吧？我们那儿环境好，养鸭子
品质肯定好。”正愁没有长期稳定增收项目的村委会
班子成员一致提出合作的想法。这也和孙秋来的想
法不谋而合，当即答应说可以先试养看看。

返程后，村委会立即向县上汇报相关情况，县、
镇、村组织专业人员先后三次赴京协商具体合作事
宜。一开始，村民并不接受这项新兴产业，村干部就
利用村上的老旧蔬菜大棚带头试养，经过 3批次 2000
多只鸭子的试养考评，当年9月，北京大鸭梨集团正式
和延川县签署框架协议，成立延川知情合作社，投资
近 6000万元建起孵化场、饲料厂、种鸭场、屠宰场、冷
库等配套设施，并采取“企业+合作社+支部+贫困户+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为农户提供全程免费旱鸭
养殖技术指导，鸭子达到收购标准后，合作社直接上
门现金收购，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村上发展大棚时间久，地表老化对西瓜品质产
生一定的影响，并且没有固定销售渠道，收入很不稳
定。”刘兵兵说：“现在旱鸭子养殖不仅销售渠道稳定，
还常年施行收购保护价，能充分保证养殖户的利益。”

“去年卖了 8300元，今年已经卖掉两茬了，又有
6200元的收入。”贫困户胡月升家里原本有3座温室大
棚，但由于自身肢体三级残疾，务弄大棚比较吃力。
去年11月，在村干部示范养殖带动和驻村工作队的帮
助下，胡月升将自家大棚改造，开始旱鸭养殖。

从鸭苗进村到饲料、技术、销售都有人负责，村民
只管养鸭子，不仅风险小、投资少，而且收益还高。如
今，尝到甜头的胡月升提起鸭子来，脸上满是喜悦之
情，他说：“北京人吃的就是咱延川的鸭子。”

“旱鸭子养殖周期短，每期大概 35天-42天，每年
能养殖8茬，对劳动力要求也低，正常劳动力每人可以
养殖 3棚左右，如今村民对这项产业的积极性特别
高。”第一书记贺海涛说：“目前，十甲村共有47户村民
从事旱鸭子养殖产业，大棚 86座，其中贫困户有 6户
12座。”

北京大鸭梨集团自营店每年用鸭量在300万只左
右，其合作店面每年用鸭量在 600万只左右。刘兵兵
说：“目前，产品根本赶不上用，今后我们要把旱鸭养
殖做成一项大产业，让更多的人实现稳定增收。”

“今天从这儿路过刚好赶上这次义诊，现在国家
政策好啦，经常有这种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47岁的市民刘宏伟说。

近日，延川县组织医疗专家走上街头，开展了
以“预防慢性疾病，享受健康人生”为主题的健康
教育咨询活动，为群众进行相关疾病的咨询义诊
服务。

“大家平时要适当进行户外锻炼，多补充维生素，
一定要少看手机和电脑，有症状就及时去医院检查。”
眼科医生贾瑞军向广大市民呼吁。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接受群众咨询 130余人，吸
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活动现场免费测量血压，专
家们为前来咨询的患者做了简单查体，对他们提出
的慢性病及健康相关问题给予了耐心解答，为他们
宣讲慢性病防护及健康养生知识，并给前来咨询的
群众发放了健康保健知识手册。

美丽新村我的梦
——记延川县乾坤湾镇龙耳则村第一书记冯廷武

本报记者 雷荣

延川县举行免费义诊活动
通讯员 王博

● 冯廷武查看葡萄长势情况

延川旱鸭进京记
本报记者 刘小艳

● 胡月升正在喂鸭子

“技术就是助推企业腾飞发展的‘主
引擎’，工匠就是为了攻关复杂项目而存
在的。”每每分配任务，张志都主动请缨难
度系数高、复杂程度高、质量要求高的“三
高”项目。

2015年 10月，综采一队接到黄陵矿
业首个中厚煤层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802
工作面的调试任务，难度系数、复杂程
度、质量要求比薄煤层高了数倍。作为
机电副队长的张志，身先士卒，带领检
修团队圆满完成了 802工作面的设备完
善及调试运行工作，调试前期，他向技

术人员提前学习消化薄煤层无人开采
技术，调试期间，他以矿为家，连续一个
月每天下井跟班，每天天蒙蒙亮便出
门，每天天黑透了才回到家中，一天三
顿都在井下吃饭，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
以上。在最累的时候张志默默给自己
鼓劲加油，以坚韧的耐力坚持工作。他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特长，先后提出
合理化建议 30 多条，解决现场技术难
题 18 个，提炼出采煤机销轴注油孔改
进、采煤机远程控制视频优化等创造科
技成果 5项。比预期少用 26天完成 802

中厚煤层智能化工作面调试工作，创造
出国内智能化工作面安装调试最短纪
录。设备调试完成后，802 工作面单班
最大生产能力达到 8刀，月生产能力突
破 25万吨。

一名煤矿机电队长，数十年如一日
的坚持，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干着不平
凡的事。他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的钻劲以及精湛的业务技
能诠释了新时期技术工人的高尚品质，

“工匠精神”在他的身上得以体现并继
续传承。

不负重托，行业技术实现新突破

技术能手，创新标
兵，自学成才！在黄陵
矿业一号煤矿，提起综
采一队的机电副队长张
志，从矿领导到一线矿
工，没有人不竖大拇指
的。

20年来，这位从一
名技校毕业的普通采煤
电钳工，凭着勤奋务实
的工作作风和刻苦钻研
的进取精神，成长为技
术全面的机电副队长，
从一个只会拧螺丝、剪
电线的门外汉，到拥有
“五小”成果20余项，发
明专利5项，参与完成
公司重点科研项目 5
项，为矿井带来直接经
济效益达千万元以上的
“陕煤工匠”，他攻克了
一项又一项技术难题，
排解了一处又一处安全
隐患，为一号煤矿最新
行业技术的持续跟进，
为黄陵矿业公司智能化
无人开采技术始终走在
行业前沿，作出了贡献。

1998年刚从技校毕业的张志来到一
号煤矿，出门前在煤矿工作了20年的父亲
告知他，作为一名工人想要干出名堂，必
须以知识立本，用技能立身，靠奉献立
业。张志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

了钻研业务上，他把艰苦的环境当作锻炼
成长、提高技艺的平台。每一套新的设备
他都查阅专业书籍，并向技术人员请教，
第一时间学懂弄通，工作面设备出现故障
他常常第一个找到问题根源并及时解决，

总结提炼出“张志电工金字塔卓越管理
法”“采煤机行走轮快速拆卸法”等，破解
现场技术难题40余项，综采一队近5年来
未发生一起因设备检修原因造成的生产
事故，实现了“零影响”。

匠心独运，苦心钻研专注机电技术

“有张大师在，什么技术难题都不
怕！”多年来，张志围绕实际刻苦钻研，
形成了一套独创的机电设备检修方法。
无论多复杂的技术难题，到他手里都能

“药到病除”，被工友们誉为玩转机电设
备的“土专家”，“治疗”井下设备的矿山

“华佗”。
2016 年，综采一队负责的 621 智能

化综采工作面进入调试阶段，1台支架
起初需要视频线、电源线、液压监测线

等 10 根控制线，煤机支架在跟机过程
中经常出现控制线被拉断的现象，造成
工作面自动跟机系统全线瘫痪，严重制
约现场生产。难道就天天被这重复的
问题困着？张志从心里不服气，一定要
解决这个问题。他主动联系厂家，查阅
大量资料，勤跑现场反复试验，通过改
进高压管位置、改进线路插孔位置、缩
短线路尺寸等方法，对这 10 根线路一
一进行调试，最终确定了最佳线路位

置。不仅提升了智能化设备运转率，而
且大大简化了线路走向，节省了材料消
耗。他善于钻研、勤于思考，近 5年来，
共完成采煤机前牵引减速机一轴的改
进、液压支架配液板布置优化、采煤机
接收天线改进等创新成果 20 余项，取
得“支架操作阀门锁”“机械自动喷雾装
置”“超前支架导向划靴装置”等 5项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为矿井带来直接经济
效益达千万元以上。

创新思维，“工匠精神”点燃创效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