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上举办“年货节”群众红火过新年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洋 记者 孙

艳艳）“‘年货节’期间，咱们网红大院
赚到了今年的第一桶金。”2月 4日，在
洛川县旧县镇‘网红大院’举办的首届

“消费扶贫年货节”上，“烟火气”仍在
火热持续。看到“年货节”热闹的场
景，在“网红大院”打工的村民张东侠
高兴地说。

记者在“年货节”现场看到，不少
游客从四面八方赶到“网红大院”，积
极参与到“年货节”中。“网红大院”现
场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各
种年货琳琅满目，各类展架上，春联鞭
炮、糖果熟食、农特产品、小百货应有
尽有。特产展示坊内，古法榨油、超大
饸饹机器引起游客驻足围观，特色美
食油糕麻团成为这次“年货节”上的

“明星小吃”。
“今天，我特意带着孩子来逛逛，这

里吃的、喝的、玩的啥都有，挺齐全，感
觉年味非常浓，我和孩子都十分高兴。”

从外地来游玩的张先生高兴地说道。
元宵节期间，洛川县旧县镇推出的“消
费扶贫·提质增效”元宵展演活动，将

“消费扶贫年货节”的热度推向了高
潮。新老秧歌、各类歌舞表演接连不
断，篝火晚会、烟花秀等视听“大餐”年
味十足。“消费扶贫年货节”为游客提供
了“一站式”购物、娱乐、休闲服务。

“以年货带动乡村休闲旅游，是今
年党委、政府探索的一条发家致富的
新路径，此次‘消费扶贫年货节’成效
显著。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整合镇域
内优势资源，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总体
要求，打造出具有旧县特色的助农兴
农之路。”旧县镇党委书记李阿勇告诉
记者。

据了解，本次“消费扶贫年货节”从
1月14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2月19日，
为期 35天。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销售助农产品 15万余元，解
决困难群众就业63人次。● 群众购买各类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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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他力量乡村振兴

吉刚锋：家庭小农场 创出大收益
通讯员 袁欣 丁福花 记者 任琦

融入新型城镇化，写好
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郑岩

● 对产业未来的发展，吉刚锋信心满满

看小康走进乡村

干部村民围着坐 共话乡村新愿景
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

“过去砖窑峁空有绿水青山，村民
生活贫困。现在有了好政策，村民生
活越来越好，幸福感越来越强……”2
月 2日，在子长市南沟岔镇砖窑峁村，
一场座谈会正在召开，村民徐振兵带
头发言，打开了这场特殊会议的话匣
子。

这场会议是南沟岔镇砖窑峁村壮
大村集体经济座谈会。做强集体经
济怎么干？怎样留住青年人才？在

“家门口”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几
杯热茶，几张板凳，村民们围坐在一
起，围绕这些问题积极踊跃发言，共
话共同富裕。会上，一个个闪耀着集
体智慧的“金点子”层出不穷，让村民
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信心更足
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诗人笔
下的山村胜景，描绘了一幅清新自然、
风景如画、耕作正勤的美丽画卷。在如
今的砖窑峁村，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
处处呈现出一派“院落会中谈论忙，邻
里乡亲皆和睦，干部群众同方向”的新
气象。

近年来，砖窑峁村把村集体经济作
为乡村振兴的“加油站”，协调资金近
100万元，建成集小米、豆类、粉条等小
杂粮加工为主的村集体展销平台，设生
产厂房8间、展厅2间，2022年进一步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又建成了手工粉条加
工厂。

“2022年，咱们预售小杂粮 100万
元，加工销售粉条 10 万斤，利润突破
了 50 万元。”南沟岔镇砖窑峁村村集
体经济负责人徐润祥说，“今年，咱们
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适合砖
窑峁村的特色产业，除了种植小杂粮
外，寻求更多的发展方向，真正实现增
收致富。”

“嗯，这个想法我们都同意。去年
种谷子，今年不能种重茬。”

“听说现在酒厂大量收高粱，咱们
是不是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调研一下，看
有啥新的致富门路？”

…………
听了徐润祥的发言之后，村民发展

产业的信心更足了，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再次展开热烈的讨论…… ● 大家围坐在一起探讨产业发展前景

近日，走进富县交道便民服务中心
逊村村民吉刚锋的果园里，成群的散养
鸡在苹果树下穿梭觅食，尽管最近气温
骤降，但果园里仍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吉刚锋刚把玉米倒进食槽中，成群
的鸡便簇拥在食槽周围觅食。喂完了
鸡，他紧接着又忙着去查看蜂箱，一刻也
不停。虽然忙碌，但吉刚锋并不觉得辛

苦，感觉自己干起活儿来有使不完的劲。
“我们以种养结合的方式养了 1500

多只鸡、305箱蜂、500多只鹅，鸡吃虫
草，可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同时，利用
鹅食草性强的特点，每只鹅每天配备 5
至 6斤草。等到开春以后，蜜蜂就可以
给苹果授粉，增产效果明显。蜜蜂授粉
以后又能采蜜，蜜还可以作为资源又一
次售卖。”吉刚锋介绍说。

和几年前相比，吉刚锋现在的日子
真是大变样。当时，他在外务工，生活辛
苦收入也不稳定。之后，吉刚锋回乡开
起了饭馆，随后又在村里种植起了苹果
树，还养起了鸡、鹅，事业干得热火朝
天。“家庭农场”建起来后，吉刚锋就在苹
果园里搞起了生态循环养殖，利用果园
空间和林下花草养殖中蜂、鸡和鹅。几
年来，果园里各种畜禽粪便的堆积，使土
壤肥力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果树长势旺
盛，种出的苹果香甜美味。

吉刚锋利用的种养相结合循环模式
不仅可以变废为宝，保护和改善农场的
生态环境，也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
量，提高了家庭收入。吉刚锋说，他的

“家庭农场”面积有 60亩，其中苹果 41
亩；305箱蜂遍布果园各处，年产蜜收入

可达 8万元左右；芦花鸡和鹅年出栏量
达 1500余只，鸡蛋供不应求，年收入可
达10余万元。

随着产业效益越来越好，2019年，
吉刚锋成立了富县绿色原生态家庭农
场，并在自家院子中修建了一座冷库。
同时，建立了京东网点，利用电子商务平
台代销自家农产品，同时更便捷地为当
地群众提供购买服务。

“我们做循环农业，不上化肥，给鸡、
鹅喂玉米，它们吃了玉米后粪便排到地
里，不但环境好了，养殖的鸡、鹅以及种
出来的苹果品质也好，我们的收入越来
越多，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对于目前的
生活，吉刚锋很是满意。

在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中，循环农
业的发展模式让农业生产走上可持续发
展的良性轨道。吉刚锋的“家庭农场”凭
借“小而精”的灵活特性，创造出小规模

“大收益”的盈利模式，不仅延伸了产业
链，也让腰包鼓了起来。

“明年我准备把饮水工程做起来，给
苹果树科学浇水，有效增加产量。鹅准
备增加到2000只左右，同时利用鹅食草
性强的特性，把除草工序解决了。”对于
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吉刚锋信心满满。

新年催春早 果园管护忙

本报讯（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你们看，
像这树枝，它属于秋梢，属于没有老熟……”近日，在
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村的果园里，宝塔区果业局原副
局长卜晓愚正在给果农讲解果树修剪知识。

春节刚过，临镇镇趁着春季管护时机，邀请卜晓
愚到田间地头给当地果农手把手传授果树种植经验
和果树修剪技巧。在该镇各村的果园里，不时可见果
农们忙着给果树修枝整形、刮除腐烂病灶，都在为今
年苹果丰产丰收打基础。

“卜局长经常来给我们指点果树种植方面的技
巧，根据他的指导，我没事就到果园里看看小树，该拉
就拉，多余的枝该剪就剪，让今年的苹果再获丰收。”
在任家塬村的苹果幼园示范园内，果农刘佰生一边修
剪着树枝一边说道。

该镇崾岘村的果农尚生富去年种了15亩富士，苹果
收入近20万元。春节后，卜晓愚在他的果园里教授他树
枝修剪技巧。尚生富说：“开春了，我要好好和卜晓愚局
长学习果树修剪技术，让我的果树长得更好。”

在任家塬村的另一个果园里，果农张楠正忙于春
剪。他种植了8亩富士，经常参加果园管理培训，已经
熟练掌握了修剪技巧。他介绍说，修枝整形是果园管
护的重要环节，主要是修剪旺枝、强枝、多余的枝。剪
完以后，花芽充实了，可以保证花芽品质，还可以提升
优果率。枝条要剪得错落有致，确保有效通风和透
光，这样结出的果子着色更好、甜味更足。

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今后将融入新型城镇
化！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今
后一个时期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
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攻方向、主要任务
和支持政策，更好满足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实现贫
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截至2020年底，全国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建成
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近千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搬入新家园，一揽子解决搬迁群众吃、
住、行、就医、上学等问题，对脱贫攻坚作出重大贡献，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也要看到，完成搬迁建设只是第一步，后续扶持是
更重要、更艰巨的长期任务。尤其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如何让群
众“搬得出”，更“稳得住”“能致富”，成为关键问题。近年
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后续扶持政策，多措并举让群众
日子越过越好。此次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
入新型城镇化，正是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
脱贫地区和搬迁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引导搬
迁人口向城镇转移，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部
门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让更多人
共享城镇化成果。从推动安置区与所在城镇一体化
建设发展，到推进产业园区安置区产城融合发展，再
到促进农村安置区城乡融合发展，《指导意见》根据不
同地区具体实际，分类引导大型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
化，朝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
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指导意见》从加
快搬迁人口市民化进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
县域产业特色化发展、全面提升安置区生产生活便利
性、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安置社区等方面做出部署，正
是为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其中，推进有序落户城镇、促进多元化就业等规定备
受社会关注，正是因为直接关乎搬迁人口能否融入城
镇、能否安居乐业。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不断
加快实现人口市民化、就业多元化、产业特色化、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全面转变搬
迁群众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开启崭新生活。

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组织领导
上，要明确部门分工，加强协调推进，强化人员配备；
从政策支持上，要将相关项目纳入县城、市辖区建设
项目库，在用地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在服务等方面
提高水平；从资金保障上，要加大财政支持，引导信贷
投入，为吸纳搬迁人口落户多的地区注入底气。

过去，四川昭觉的悬崖村村民要攀爬落差800米
的藤梯进出村子，住在云南高黎贡山里的怒江人出门
一个来回常常要走一整天。后来，他们搬到集中安置
点，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幸福
没有止境，生活向好而行。让安置区更好融入新型城
镇化，才能真正写好易地搬迁的“后半篇文章”，让脱
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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