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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QuChuanZhen县区传真

乡村要振兴，必须把富民强村放在
首要位置。近年来，川庄村依托得天独
厚的生态优势，探索挖掘绿色产业路
子，在“生态”文章上持续下功夫，让农
村变美、变绿的同时实现变富。

“今年水稻长势好，产量高，收入又
攀新高，全村人均收入预计可达 16859
元。”川庄村第一书记乔建国笑着说。

近几年，川庄村坚持走生态路，吃
生态饭，带领村民靠发展水稻特色产
业，逐步实现了从整村脱贫摘帽到迈入
幸福“稻”路的嬗变，群众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绿色发展，绝不是守着绿色过穷
日子，而是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变为现实，让绿色产业强村

富民。”周海斌表示。
近年来，川庄村结合本地资源特

点，立足村情实际，以“绿色和有机”为
品牌特色，持续加大水稻产业培育力
度，累计恢复稻田 568亩，占全村耕地
面积的 80%，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
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现代农业水稻产
业园核心区。

同时，村支部积极探索“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水稻
种植“六统一”（即统一托盘育秧、统一
机械插秧、统一施肥用药、统一田间管
理、统一试点示范、统一品牌营销），并
配套实施“稻鱼”“稻鸭”共养全覆盖，顺
利通过整村水稻有机认证，辐射带动张
家湾村、王家角村建成 1000亩有机水

稻认证基地。
“以前家家户户都种玉米，辛苦一

年一亩地收入不超过 1000元，现在种
稻子，精选的大米每斤能卖到 8元，收
入是过去的好几倍。”水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庆军说。

为完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川庄村
成立了水稻专业合作社，建成集中育秧
大棚 20座，购置耙田机、插秧机、收割
机等机械 10余台，新建大米加工厂 1
个。2022 年实现亩产稻谷 1200 斤左
右，脱粒后大米 800 余斤，亩均产值
3000元左右。

除了“颜值”外，村支部在乡村“旅
游”内容上狠下功夫，依托资源禀赋、产
业特色，举办“品米大会”“插秧比赛”

“丰收节”等各类活动；以川庄村为核心
的千亩有机水稻产业园区，形成了沿葫
芦河景观带，迅速成为了乡村旅游的网
红打卡点，并逐步建立起“吃农家饭菜、
住农家院落、购乡土特产、游生态乡村、
赏田园风光、采绿色蔬果、体农事乐趣”
的乡村旅游体系。同时，不断打造各具
特色的民宿及配套设施，借助互联网，
让川庄生态农业田园综合体项目走进
网络，成为“网红”。

现在的川庄村，成功申报纳入了全
市文化旅游名村，2021年1月获评中共延
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文明村”称号，
同时被延安市文旅局规划为旅游专线生
态观光体验区，让乡村旅游更加精彩纷
呈。

“你看，咱去年建光伏以来，共收入
2.4万元……”近日，在洛川县槐柏镇石
泉村党建室，第一书记高飞和村党支部
书记侯新学正在手机上查看党建室屋
顶上 40千瓦的光伏发电设备一年产生
的收益。

今年 31岁的高飞，是洛川县黄连
河林场的一名职工，2021年7月由单位
派驻至石泉村担任第一书记。由于所
学专业和工作经历都与林业相关，到村
后，他特别注重村里的生态建设，在了
解到光伏发电这一绿色新经济产业后，
积极联系对接，为群众争取项目，安装
光伏发电板。

“我装了 69.42千瓦，算下来，一年
大概能收入4.5万元，5到6年我的成本
就能收回来。”村民侯海浪说，以前做
饭、取暖用的柴和煤现在也不用了，全
部改为用电，感觉更清洁、环保。

“光伏项目在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同时也为我村后续发展集体经
济提供了新的路径。目前，村里共发展
光伏项目 1300千瓦，年收入稳定在 65
万元以上，这样群众在苹果产业增收的
基础上，又多了一份稳定收入。”高飞
说。

驻村期间，高飞还积极联系单位，

争取到 20万元资金，于今年 4月份，对
村子 1500米的道路进行绿化；组织卫
生人员定期清扫巷道，配套了垃圾清运
设备，加大对垃圾倾倒点的整治；积极
进行环保宣传，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
村庄整体的环境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

“青年干部就是敢闯敢干，有干
劲。高书记自从来到我村后，工作中

有担当，敢作为。在注重村集体发展、
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能着力推动村
子的生态环境建设，让我村乡村振兴
工作走上了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侯
新学说。

工作闲暇时，高飞还时不时地回黄
连河林场看一看，不为看别的，就为了
看以前自己种植的那片实验林。在林
场工作期间，高飞利用林场的林下资源

和空置土地，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争
取到相关项目，种植了 600亩黄精、丹
参、黄芹等中草药。

在工作中，高飞积极配合其他同事
跑山头，找地块，搞实验，测数据。

“高飞干工作认真踏实，吃苦敬业，
既是技术指导，又是业务骨干，他在促
进场里林下中草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
为场里林下中草药规模种植起到了很
好的推动作用。”黄连河国有生态实验
林场副场长张文斌说。

“种植中药材一方面可以增加收
入，同时也可以增加林下生物多样性。
为此，驻村以后，我便打算积极将这一
项目推广到村集体产业项目发展中，增
加农民的收入。”高飞说。

驻村一年来，高飞积极联系了 300
棵国槐树苗对村里的四荒地进行生态
治理，将36亩土地租赁给陕果，54万元
租赁费用于村集体产业发展。目前，正
在积极筹备修建涝池、沟渠滑塌治理项
目，同时还计划成立村级劳务公司，解
决驻村企业用人用工问题。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和青年党员，
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积极为群众谋幸
福，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贡献自
己的力量。”高飞说。

“这个红薯特别好，亲戚朋
友都爱吃，这次专门过来一定
要多买些。”近日，在洛川县永
乡镇羊吼村陈家洼二组陈东进
的家里，赶了 30里路的邻村村
民正组团来买红薯。

现场，红薯个个体态饱满，
颜色鲜艳，整齐地堆放着。“这
是沙地红薯，口感好，我买 100
多块钱的，天冷了回去烤着吃，
蒸着吃，熬米汤都特别好吃。”
洛川县永乡镇清泉河村村民李
晓宏说。

陈家洼属于洛河峡谷地带，
依山傍水，土壤肥沃，空气负氧
离子含量高，日照时间长，生态
条件优越，但湿气重、通风差，不
适合种植苹果，在村干部的带领
下，部分村民将果树挖除后，
2020年开始尝试种植红薯，三年
来，红薯的种植效益颇丰。

陈东进今年种植5亩红薯，
总产量达到 2万斤。通过给市
场小贩发货，还有自己赶乡会
及儿子儿媳帮忙在抖音等平台
出售，家里红薯已经所剩不多。

“现在剩余大概七八千斤
红薯，按照一斤两元算，今年红
薯总收入在两万五以上。”陈东
进说。

和陈东进一样种植红薯的
还有同村的陈岁牛，今年他家

里种植的4亩红薯喜获丰收，因
为品质高、口碑好，家里的红薯
在几天前就已经售卖一空，看
着鼓鼓的钱包，陈岁牛满脸喜
悦。

“今年红薯收入非常可观，
是我们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明年我准备再种10亩红薯。”陈
岁牛开心地说。

陈岁牛告诉记者，由于红
薯生长周期短，中期管理比较
轻松，同时也减缓了农户的农
活压力，而且沙地红薯颜色鲜
亮诱人，口感绵甜可口，所以红
薯还没有出土，就有人订购了，
根本不愁卖，村上很多人都准
备尝试种植。

产业兴则农村兴，发展产
业是带动群众致富的关键。目
前，永乡镇羊吼村陈家洼二组
已经发展红薯种植户9户，共78
亩。为确保洛河畔沙地红薯不
仅有好收成，更要有好市场，村

“两委”班子多方奔走、协调，打
造了村组农产品品牌，注册了

“洛水畔”商标。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动

员群众扩大种植面积，做好后
期红薯储存、销售等工作，让陈
家洼红薯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让更多人知道陈家洼红薯。”羊
吼村第一书记孟彦鑫说。

沙地红薯分外甜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侯翠 庞琨

本报讯 （通讯员 冯妮娜
记者 方大燕）近日，在刚刚结束
的2022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中，洛川姑娘董露娜不畏强手，奋
勇拼搏，获得75公斤亚军。

董露娜是洛川县人，出生
于 2000年 12月。2014年 11月
至 2018年 9月在陕西省延安体
育运动学校训练，2018年 10月
由延安输送到陕西省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

近日，记者在土基镇建固村
见到董露娜，她正在帮父母做
饭。看着家里的桌子上摆着董露
娜获得的各种荣誉，她的父母不
由得感慨道。

“娃能获得这些荣誉，背后
付出了不少。虽然我们很支持
她，但从心里还是很心疼她。今
年训练时间长，娃才回来两次。”
董露娜的母亲冯兰英说。

“训练时特别想爸爸妈妈，
想妈妈做的饭。”董露娜一边拍着
母亲的肩膀，一边和记者交流着。

谈起为什么选择武术散打

这条路，董露娜用五个字来回答
“感觉挺帅的”。因为感兴趣，
这一练就是 8年。训练中，董
露娜不怕累不怕疼，经常给自
己“加码”，即使身体到处是淤
青，她也没有放弃。2021年 5
月的时候，因为长期训练，董
露娜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
重。“腰突到睡觉都疼，整夜睡
不着觉，第二天还是坚持锻
炼。”董露娜说。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董
露娜取得不菲的成绩：2019年
陕西省首届自由搏击比赛
63.5~67kg亚军；2022年全国女
子武术散打锦标赛 75kg 第五
名；2022 年全国武术兵道（短
兵）锦标赛 75kg冠军；2022年
获得全国武术兵道（短兵）锦标
赛“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称
号。

“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将
不负众望，认真训练，明年打算考
大学，报考散打专业。”董露娜对
明年也有了自己的规划。

在2022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上

洛川姑娘不畏强手勇摘银牌

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入选“2022中国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年度市场竞争力品牌”

颜值高 气质佳 实力强
——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侧记

通讯员 杨雪 任阳婷 记者 方大燕

高飞：引来光伏发电 助力农民增收
通讯员 张敏 王刚 记者 孙艳艳

寒冬的清晨，朝霞淡抹，云絮在天。
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仿佛一幅浓

墨重彩的油画。灰色古朴的砖瓦房，水
泥路旁随风摇曳的云杉、稻田边栽植的
金丝柳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
生活图景。

从无人问津的烂杆村蜕变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从软弱涣散的问题村
摇变为市级文明村，从穷乡僻壤的贫
困村发展为“塞上江南”的示范村，川
庄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头换面，一
路逆袭成为了“颜值高、气质佳、实力
强”的振兴标杆。

“和以前相比，环境好太多了，现在
每家每户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村容村貌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生活更舒心
了。”川庄村村民龚善英高兴地说。

近年来，川庄村在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上重点发力，实现了从“有”到“优”、由

“优”向“强”的转变。村内大小巷道共
5300余米已全部硬化，做到了户户通水
泥路，彻底告别了曾经“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的道路通行历史；道路两旁栽植
云杉、刺柏 50株，风景树 90余株，种花

4000余平方米，稻田两旁栽植金丝柳800
余棵，种植荷花400余平方米，实现了“人
在景中游，乡村美如画”的升级发展；安装
路灯44盏，修建广场2处共1000余平方
米，修建凉亭5座，移动公厕2座，健身器
材16套，安装观光水车1座，设立临时停
车位2处，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让村
民茶余饭后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让农村美起来也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之一。在人居环境治理方面，我
们围绕全村‘三区三园一中心’的发展

规划，重点加大了村庄的美化、亮化工
作，力争为群众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秀
美环境。”川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海斌说。

“烂杆村”这帽子，川庄村戴了好多
年。“以前，这里曾是垃圾遍地、环境脏
乱、村民私搭乱建、泥土飞扬、萧条落败
的落后村。”村民们感慨地说，自乡村振
兴以来，川庄村开展环境绿化工作，村
庄公共区域乱搭建、乱堆放得到整治，
村内空坪闲地、沟渠池塘得到清理，村
民房前屋后杂物摆放得到规范，传统厕

所全面得到改造，小院落、小巷道、小桥
梁等建筑得到保护修缮，村庄面貌得到
了大幅提升。

昔日的卫生死角、闲置土地、破败
房屋摇变为如今的观景台、环稻田康养
步道、儿童游乐园、知青窑、生态广场等
等，一幅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
绿的乡村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川庄村
也正以其“塞上小江南”的独有魅力，成
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点，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川庄村坚持以“党建+治理”为核心，以

“群众满不满意”为标准，积极探索基层治
理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乡村善治之路。

过去，川庄村是出了名的“上访
村”，村民闹事、上访是“家常便饭”。乱
则思变，新任村“两委”班子为了改变村
子风貌，深挖细究寻找症结、分析原因，
积极探索村民自治新模式。

“找准症结才好定向发力，解决问题

才能赢回群众信任。”周海斌说。
川庄村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形成

了共识：要想解决发展问题，必须要化解
群众矛盾，解决邻里纠纷，挖掘内生动
力，动员群众参与，才能形成发展合力。

说干就干。村“两委”成员走村串
户，主动联系群众，积极推行“两说一
联”+乡村振兴模式，借助“民情大走访”
活动，变村民“上访”为干部“下访”，通
过群众座谈会、诉求反映会等倾听群众
心声，进一步摸清群众诉求，一步步化

解矛盾。通过逐步建立“有事好说、有
事说好”的机制化解纠纷矛盾，定期查
访民情民意，及时了解村民的所思所
想，村里纷争有效减少，有效实现矛盾
化解提前在激化之前，意见征求提前在
决策之前，法规知晓提前在实施之前。

除此之外，川庄村调动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充分发挥村里乡贤作用，严格
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组织村民自发
成立调解小分队，化解邻里小纠纷、小
隐患、小问题。

“切实发挥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
体作用，实现村民自治，从源头上破解
了近几年的治理死结，曾经散落的民心
慢慢聚拢，现在群众有事想商量、有事
能商量、有事常商量。”提起村里的变
化，驻村干部黄鑫说，新机制推动新发
展，让川庄村不仅从“泥沼”中脱身，更
是实现了由大乱到大治的华丽转身。

如今的川庄村，干群关系融洽，村
务运作有序，村民睦邻友好，一派和谐
的景象。

从贫困村到示范村，“实力”更强发展势头更猛

从问题村到文明村，“气质”更佳幸福成色更足

从烂杆村到网红村，“颜值”更靓生活更加宜居

● 董露娜（右）训练中

● 川庄水稻长势喜人（资料图片）

● 高飞（右）和侯新学在手机上查看光伏发电收益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
讯员 白利民） 12 月 20 日，

“2022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年度市场竞争力品牌”颁奖
仪式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举办，我市延安苹果、洛川苹果
入选并获得“市/县单品品牌”。

本次活动共有全国 263个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围，经过
投票筛选，最终共 70个品牌分
别上榜“省域品牌”“市/县单品
品牌”“区域形象品牌”，其中“延
安苹果”“洛川苹果”获得“市/
县单品品牌”。

延安是世界苹果优生区，目
前，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达 331.7
万亩，产量400.5万吨，占全国的
九分之一和陕西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延安持续推进苹果高质
量发展“百千万”示范工程，推广
果园种草覆盖、“豆菜轮茬”、“果
畜沼”生态循环、绿色防控技术，

坚持走绿色高品质发展之路，苹
果的生产水平和质量走在全国
前列。在由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果业品牌大
会”上，“延安苹果”品牌价值再
次提升，达到 76.48亿元。11月
12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发
射，延安苹果四上太空，已成为
航天员太空“出差”的必备水果。

洛川县自1947年引进种植
苹果以来，经过 75年的接续发
展，苹果种植面积达到53万亩，
人均 3.3亩，位居全国之首。洛
川苹果先后获得北京奥运会、中
国女排、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
会等 30多项重大冠名权，累计
荣获国家及部省名优产品奖200
多个，2019年在第十七届中国
（南昌）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洛
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达到687.27亿元，位居水果类第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