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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昔日贫困户 养猪奔小康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魏莹

延安实践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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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兴安岭腹地小城的绿色转型之路
新华社记者 刘伟 陈聪 孙晓宇

印象小康

“客商把胡萝卜收走，萝卜缨留在地
里造成很大的浪费，我把萝卜缨拾回去
喂牲畜。”近日，74岁的高凤光一边在地
里忙活一边说道。

据了解，吴起县长城村中小型养殖
户高凤光家里共存栏11头牛、50只羊和
40多头猪，多年来用带玉米的玉米秸和
精饲料作为主要饲草。近年来，长城镇
确立胡萝卜为主导产业，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提高产出效益，倡导农户们把萝卜
缨变“废”为“宝”，作为牲畜的新饲料。

通讯员 张娜 摄

盛夏三伏，瓜果飘香。在延长县雷
赤镇尚罗村桃园里，红彤彤的珍珠枣油
桃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果农们穿梭
于果园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

“这种油桃好管理，抗旱能力强，不
用花费太大功夫。每亩能产1000公斤左
右，每公斤能卖8到10元，效益非常好。”
尚罗村果农崔新科介绍，他在 2020年种
植了 5亩珍珠枣油桃，今年是挂果的第 2
年，销售前景非常好。

据悉，珍珠枣油桃属于中晚熟离核甜
油桃品种，由优质枣树与桃树发生芽变，经
无性繁殖发育而成。其果形圆而似枣，果

皮很薄，红心白肉，成熟后果肉细腻，有一
种独特的清香，既有枣子的脆，也有桃子的
甜，三分枣味、七分桃味，很受消费者青睐。

乡村振兴，基础在产业。据尚罗村
包村干部唐博介绍，为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增加群众产业收入，2020年，尚罗村
引进280亩珍珠枣油桃，目前规模和收益
已初见成效。

“我们将带领村民扩大种植规模，加
强果树精细化管理，在提质增效上狠下
功夫，让珍珠枣油桃真正成为尚罗村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致富果’。”谈及今
后发展，唐博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侯翠 吴舒捷 记者 孙艳艳）
“一个病叶，一个病点，最近雨水偏多加之高温天气，
果园病虫害问题高发，防治工作不容忽视。”7月20日，
在洛川县绿佳源苹果专业合作社内，洛川县植保植检
站技术人员正在查看果树病虫害发生情况。

汛期过后，随之而来的高温天气容易导致各类病
虫害高发，洛川县植保植检站的工作人员每天深入果
园指导果农悬挂害虫性诱捕器、应用免疫诱抗、果园
种草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

该站高级农艺师杜君梅说，汛期果树病虫害高
发，一定要做好以早期落叶病为主的病虫害防治工
作，可选用代森锰锌+苯醚甲环唑，或者是克菌丹+吡
唑醚菌酯等，然后再根据果园的害虫发生情况对症选
用一些杀虫剂。同时要根据果园草的生长情况开展
果园打草的工作，然后降低果园湿度，减轻早期落叶
病和生理性蒸片的发生。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开展病虫害监测
预警，制定防治方案，及时科学指导果农开展防治工
作，将病虫危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苹果产业安全生
产。”洛川县植保植检站站长赵延龙说。

盛夏时节，黑龙江小城铁力像一个巨大的绿色沙
盘，被起伏的林海环绕。近年来，民生工程的落地、产
业项目的推进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写出了这座小兴安
岭腹地县城绿色转型的故事。

臭水沟变成秀美公园

“河边空气好了，公园人多还热闹，我每天都来锻
炼。”市民刘进京正在铁力市铁甲河带状公园散步。
夏季轻柔的晚风拂过，市民们漫步河畔，他们记忆里
曾经的臭水沟，如今早已变了样。

铁甲河的变迁，见证了当地推进城市水系综合治
理的成效。通过采取沿河截污、沿线污染源治理等措
施，城区内河面貌一新；通过投入 1.61亿元兴建铁甲
河带状公园、滨河公园、儿童公园等9座公园，“一带九
园十四景”助力铁力打造宜业宜居新家园。

在铁甲河带状公园中，景观石坐落岸旁，仿古木
桥穿河而过，自西向东设置的四个关联景园展现当地
的文化和历史。

铁力市委书记陈岩说，城市的历史遗迹、人文底
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通过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
化，铁力市以“绣花功夫”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老林区化身投资沃土

在位于黑龙江省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
顺林场分公司的万只湖羊养殖基地，今年 4月正式投
入使用，围绕湖羊养殖形成的全产业链条正在向上下
游延伸。

湖羊产业是当地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重点项
目。在铁力，农林、畜禽、康养旅游、数字经济等产业
的多个项目正在加快布局。

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村，一处处各具特色的独栋
小屋，吸引着周边地区游客前来体验“乡村民宿风”。
民宿项目运营方经理赵海燕说，公司通过向村里缴纳
租金的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
同时，也助力周边乡村民宿产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位于铁力市区的一家科技公司与一家头部电商
企业合作开展大客户服务外包业务。在一块显示屏
前，公司总经理王博演示着他们搭建的数字乡村大数
据平台，内含便民服务、数字农业等模块。王博说，这
套系统将在铁力市逐步推广应用，为当地乡村振兴提
供精细化数据支持。

土生土长的铁力人宋晓英在外打拼多年，如今返
乡创业的她已是一家文创园的总经理。她介绍，通过

“企业+村集体+农户”的运营模式，文创园打造集康养
民宿、传统民俗手工艺展示等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园
区预计于2023年完成建设。园区建好后，会吸纳更多
铁力人返乡就业。

家门口绘就致富画卷

来到位于年丰乡年丰村的铁力市山泉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稻田旁，水稻秧苗迎风展绿，长势良好。

合作社理事长徐永江说，这个合作社整合了三个
村的土地，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10050亩。村民通过土
地流转、务工等方式入股，合作社拿出纯收入的 60%
给村民年终分红，大家入股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扮靓美丽乡村，铁力市一手
推动乡村振兴项目衔接，一手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五
年来，铁力市累计投入“三农”领域资金 45.5亿元，推
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能源、菜园改造升级。铁力
市也获得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等多个荣誉称号。

在铁力市桃山镇福兴村，村中的水泥路平坦整
洁，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中午时分，一个个农家
小院充盈着生活的烟火气。

村民孙景友家中整齐地铺着瓷砖，卫生间内洗手
盆、冲水马桶一应俱全。“没改造之前，都去外面的旱
厕上厕所。”孙景友说，现在家里改了厕，接入了污水
排水管网，自家还对室内卫生间进行了整体改造提
升，现在生活舒服多了。

铁力市桃山镇党委书记高明达说，近年来，福兴
村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同时实施厕所
改造和燃气入户，惠及农户157户。

在与孙景友家一道之隔的刘育财家，他和老伴儿
郭玉芝正细心侍弄着小菜园中的蔬菜。“我们为村民
种植的蔬菜建立台账，帮助他们对接镇内两家商超，
通过‘订单+村级党组织+农户’的形式助推菜园综合
开发利用，预计每户年均增收1500元。”高明达说。

● 贺克明正在喂猪

种植珍珠枣油桃
又添富裕“黄金果”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浩楠 李硕

● 果农珍珠枣油桃丰收了

专家到地头 防治病虫害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本报讯（通讯员 高帅 记者 叶四
青）“这个地方修得太好了，有各种医疗
卫生设施，我们住在这里可方便了。”7月
22日，延川县延水关镇中塬村金秋幸福
院投用，刚刚入住的老人杨志雄开心地
说。

中塬金秋幸福院的兴建与爱心人士
息息相关。乡贤代表高宗维情系家乡，
通过多方筹集，筹到善款40万元，村党支
部书记高立首捐款 10万元，驻村第一书
记呼海东捐赠 2万元。在延川县延水关
镇党委、政府以及县民政局、卫健、慈善

协会等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幸福院终于
建成。

中塬金秋幸福院占地 2.7亩，建筑面
积 700平方米左右，共有 26间房子，设计
28张床位，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灶房、食堂、文化娱乐室、图书阅览室、医

务室、会议室、锅炉房、储物间等相关的
附属设施一应俱全。该幸福院是村集体
独立经营的非营利性质的为在村老年人
提供生活服务、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旨在
让村里的老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乐在
一起，真正过上晚年幸福生活。

多人士共筑“爱心屋”情暖夕阳乐融融

“现在母猪和猪崽加起来有180多头，
我还有十几亩果园，今年我又申请了5万元
小额贷款，想继续扩大养猪规模。”7月25
日，记者来到李渠镇双田村脱贫户贺克明
家，他喜滋滋地介绍着自己的产业情况。

2017年4月，贺克明因在外打工背部
意外受伤，没法干体力活，回到村上又没
产业，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弟弟和弟媳都
是智力残疾，还有两个孩子，需要他帮
衬。他自己也有两个读书的孩子，没有了
收入，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镇村两级
干部通过走访了解到贺克明的家庭情况，
将他和弟弟两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刚回到村上我也很迷茫，农村人养
猪是个好产业，但是我没有启动资金，也
没有技术经验，担心发展不起来。但是
镇扶贫办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联合镇畜
牧站共同帮我制定了发展生猪养殖的帮
扶措施，并帮我申请到了产业到户扶贫
资金1万元。”贺克明说。

镇村扶贫干部将申请到的资金用于
购买种猪、建设猪舍。在镇畜牧站工作人
员以及村“两委”成员的指导下，在双田村

硷畔空地建成了400平米的猪圈一处，并
购买了母猪一头，生猪一头，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贺克明掌握了育肥、繁殖、防疫
等养殖繁殖技能，当年就繁殖猪崽45头，
通过扶贫干部的帮产帮销，当年卖猪肉和
猪崽就收入5万元，极大地增强了贺克明
通过发展生猪养殖脱贫致富的信心，贺克
明家的日子也一天天有了起色。

为了把养猪产业做大做强，他每年
都申请5万元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用于扩
大养殖规模，到期全部按时偿还。在他
的引导下，弟弟、弟媳也可以帮忙干一些
简单的体力活，他还种了十几亩果园，产
业发展越来越好，收入也越来越可观，一
大家人的衣食住行也都有了保障。

如今，贺克明的养殖规模已经达到
180头，养猪产业年收入近 30万元。他
说：“我靠养猪脱贫致富，还成了村里的
养殖大户、致富能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谈及今后的发展，贺克明信心满满，
下一步，他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利用
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带动周边群众一起
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