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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产业 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近日，建华镇仙仁桥村气田压裂液返排液
处理项目一期工程主体即将建成完工，工人们
正在加紧工期。

项目负责人袁吉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该
项目所有的土地、环评、林业等相关手续都已经
省市区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批复、工程进度已
经完成项目总投资的85%。

据了解，该项目是由安塞元吉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创建，总占地面积 3.2公顷，建气田
压裂返排液集中处理站一座（包括泄水池、储水
池、清水池、厂房），并配套办公楼2000平方米，
大桥一座，计划投资2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处
理规模将达到 100/小时或 80万吨/年，其中，压

裂返排液处理后，达到回注水标准后用于油田
生产注水，年产值将达到 5000多万元，上缴利
税达400多万元，解决上百个就业岗位，可以有
力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不仅如此，2022年，建华镇温室蔬菜大棚
产业基地还新建了大棚9座。

建华镇党委书记李宝成说：“蔬菜大棚建成
后，我们聘请专业技术团队结合安塞区气候特点、
地貌特征、土壤特性，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实用化
的要求，对产业基地进行整体规划，确保实现农民
富、产业兴，全面提高建华镇综合经济效益。”

近年来，建华镇坚持以项目建设助推产业
发展，以产业振兴助推全面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发展种养殖产业，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持
续增收，不断探索出一条适合建华镇特色的山
地农业发展新路子。

“下一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建华镇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围绕产业结构调
整动脑筋、挖潜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了大棚蔬
菜、气田压裂液返排液处理项目、有机固废再利
用建设项目、湖羊养殖等农业、环保特色产业，
以产业振兴助推全面乡村振兴。”李宝成说。

项目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底盘”，抓项目就
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安
塞区委出台了《关于以高质量产业项目保障高
水平产业振兴的意见》，全区乡村振兴系统坚

持以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立足
实际找差距，对症下药补短板，举全区之力大
抓产业项目、大抓招商引资，全力以赴扩大有
效投资，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安塞区高质量
发展。

安塞区经发局重点项目办主任高和平介
绍，今年，安塞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领导包联、
专班推进、部门联动机制和重大项目联席会议
制度“四项机制”作用，全过程协调、全项目跟
踪、全程序推进、全要素保障，以优质服务助推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同时，强化项目督查
考核，正向牵引、反向倒逼，营造项目建设良好
氛围，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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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点缀了安塞
的乡村？蓝天白云下，
汨汨溪水延绵村里，乡
间小路、庭前屋后干净
整洁，熠熠生辉的蔬菜
大棚孕育希望，宽敞明
亮的农家院欢声笑语。

田畴织锦绣，沃野
好风光。安塞区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时，牢固
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
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新
路子、新经验，一幅农村
美、产业强、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图景正在渐次展
开。

隆冬时节，走进坪桥镇石圪台村刘生永的
养牛场，他正忙着给牛喂饲料，牛棚里一头头毛
色发亮的黄牛正在低头进食，十分惬意。

今年 67岁的刘生永是安塞区坪桥镇石圪
台村的村民。近年来，他依托产业扶持政策，紧
紧抓住市场机遇，积极发展肉牛养殖产业，靠着
小黄牛奔上了致富路。

“前些年，我们村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开
始养殖湖羊、生猪，都挣了钱。我也萌生了养殖
的念头，2018年，在村‘两委’干部的帮助下，经
过一段时间考察，我购买了8头小黄牛，走上了
养牛路。”刘生永一边给牛喂饲料一边告诉记
者，经过5年多的辛勤付出，养殖场规模逐渐扩

大。截至目前，刘生永的牛场有 15头大牛，其
中有5只怀孕的母牛，还有4头小牛。

说起养牛的收入，刘生永高兴地掰着手指
算起了账：“一头母牛，下一个牛犊，喂到半年以
上，能卖到 1.3万元，去掉成本，大概能挣 9500
元左右吧。去年收入12万多元，今年光元旦已
经预定出去4只大牛，牛粪也被收集出售，还能
收入8000多元。”

近年来，石圪台村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大
力发展黄牛养殖、牧草种植、小杂粮种植等产
业，通过这几年的发展，石圪台村养殖业发展在
硬件设施、群众基础、饲草资源、金融政策等方
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提升。目前，石圪台村养殖

户有20户，养猪150多头、牛100头、羊2000头，
在高山地区发展畜牧业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从开始经验不足、农户不愿意养殖，到现在定期
的技术培训、农户自愿自发养殖，2022年该村
农民人均年收入12350元。

和刘生永一样忙碌的还有高桥镇鲍家湾村
村民李正兵，走进他的西瓜棚，大棚内空气湿
润、阳光充足，一片片绿叶之间，一个个圆鼓鼓
的绿色大西瓜和金黄色的小瓜露出“脑袋”。

“这茬瓜再有一个月就上市了，这几天，已
经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预定西瓜和小瓜了。”李
正兵开心地说。

李正兵过去常年在外打工，三年前，受到村

“两委”干部们的鼓励，他开始种植大棚西瓜和
小瓜。经过李正兵的这几年的学习积累，去年
他的大棚西瓜喜获丰收。

李正兵笑容满面地说：“今年的西瓜根本不
愁卖，采摘的人肯定会很多，进园采摘15元每斤，
批发也能卖8元每斤，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据了解，安塞区高桥镇全镇共新增大棚
1200座，恢复改造200余座，全镇大棚数量累计
达到 4300座，并成功打造出了“宋庄小瓜、草
莓”“张兰沟蔬菜”“高桥水果柿子”“鲍家湾大棚
西瓜、小瓜”等特色品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
了川道种植反季节水果，山地生产蔬菜的产业
发展格局。

冬日，安塞的山山峁峁间，一条条柏油马路
蜿蜒曲折，串起了安塞区一个又一个村庄。去
往村庄采摘的游客开着私家车直达果园，各村
各户的农产品正搭上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快车，
通过一条条柏油马路运输到全国各地。

路，成为助力安塞区乡村振兴的“金色飘
带”，延展着农村的发展，延伸着农民的幸福。

“我们村在安塞的最北端，距离城区 70多
公里。前些年，我们这大多数都是土路，出行很
是不便。”回想过去，坪桥镇王家湾社区界口村
村民石玉喜感慨不已。

“如今，家户的小米、黄豆，还有地椒羊肉、
土鸡，都可以直接拉到城里去卖了。”石玉喜的
老婆曹种珍高兴地说，“种谷子黄豆，养牛养羊
养土鸡，这是我们农村人的拿手活儿，能拉出去
就能换来钱，以后日子还愁啥？”

“今年，我自己在家养了 1头猪和 25只公
鸡、20只母鸡，猪和公鸡早早就有人预订了，土
鸡蛋拿到集上，城里人争着要。”曹种珍高兴地
说，“去年小米、玉米、洋芋刚熟的时候，就有商
家来村上收购，路好了，地里的庄稼不愁拉不回
去，干啥都方便。”

石玉喜、曹种珍夫妇的感慨是由衷的。安塞
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深。曾经，这里的
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对上了年纪的石
玉喜、曹种珍夫妇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安塞区全力推进乡村道路建设，全区117个
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累计建成通村柏油路
11条61.3公里，总投资7285万元，整治“油返砂”
道路 28条 284.6公里，总投资 6547万元。为了
保证乡村道路畅通无阻，安塞区严格落实道路
管护长效机制，实行“路长”制，明确区、镇、村三

级农村公路管理责任划分，为全区乡村道路保
驾护航，以路促推农业产业发展方式和农民生
活方式活起来，为乡村振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窑洞里点灯一块块明，妹妹我心里就有你
一人……”陕北民歌《一盏油灯》诉说的是过去
陕北人家煤油灯下的浪漫爱情，歌词也从侧面
反映了没通电时陕北人民的生活实际。

养殖户石玉喜一边讲过去的故事，一边带着
记者往羊场走。还没到门口，羊场里隆隆的机器
轰鸣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在给羊子们做饲料呢。”石玉喜告诉
记者，国家要“被子”，拦羊户要“票子”，退耕
还林以后，安塞区的羊都是舍饲养殖，“羊场里
通着电，羊子们的饲草饲料都是机械化处理，
一两个人就能轻松照看百余只羊的羊场，再也
不用受过去扛着拦羊铲子满山跑的罪了。”石

玉喜说。
石玉喜的羊场于 2018年春开始建设。“当

时建场的时候，镇政府干部就给我协调电力部
门上门服务，只用了 3天时间就把羊场的生产
动力电接通了。”石玉喜说，之后这几年，只要羊
场里用电方面出现问题，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
都是第一时间上门解决问题，羊从来没有因为
羊场断电而挨饿受冻。

畜牧养殖是安塞区农业三大产业之一，包
括湖羊养殖、生猪养殖、肉鸡蛋鸡养殖、鸵鸟养
殖等在内的大大小小养殖场数不胜数，家家都
缺不了电、少不了光。安塞区全面实施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行动，改造通村动力电 37项，实现
全区 117个村村村通生产动力电，户户用上安
全电，为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活引擎”。

▼ 强基础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 育项目 注入乡村振兴新动力

● 李正兵打掐蔬菜叶

● 石玉喜的羊场

● 气田压裂返排液处理项目施工现场

● 刘生永喂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