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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25日，正好是甘泉县
道镇集会交流的日子，花庄沟村村民花
雷骑着摩托车卖完山药后，又把买好的
东西放在摩托车上。

“自从这条乡村公路修好后，我们
村里的群众再也不用担心外出遇到下
雨天气了。该干什么干好后，骑着摩托
车就回家了。”花雷笑着说。

花庄沟村是道镇兰家川村的村民
小组，村里这条乡村油路早年就已经修
好了。但因为建设标准低、交通量迅猛
增长和超期服役，使不少路段出现了路
面龟裂、坑槽、啃边等病害。遇到雨天
的时候，路面坑坑洼洼、泥水横流，出行
都是问题。

甘泉县交通局得知情况后，派技术
员强博带队，对通向国道 5公里的油路
进行了维修，十余天的时间，这条路就
恢复了通畅。

今年 38岁的强博，2007年 7月毕业
于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工程系
公路与桥梁专业。走出校门后，先入职
中北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任高速公路施
工技术员，2008年考入甘泉县交通运输
局任公路工程技术员。从此，他开始忙
碌在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工作中。

每年 3至 10月，是道路建设的黄金
期，强博和同事们就经常吃住在工地，
把家安在了公路上。为实时掌握工程
质量，他们待在工地实验室，检验工程
的压实度、灰剂量、碎石含量、级配等是
否达标。

“没修路之前，我栽完果树都愁得
以后苹果怎么拉出去卖，但这条路修好
后，苹果刚熟，果贩就把车停在果园旁
边了。就我那个小果园，一年卖个十来

万元，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榆
树沟村村民张大福激动地说。

2017年 7月开始，在桥镇乡石沟门
至榆树沟修建工程中，强博整整瘦了 8
斤。白天，强博时时盯着施工现场，抓
安全、搞协调，催进度、盯质量；晚上，再
把工程用的砂子、碎石、水泥、白灰等原
材料拿到实验室里检测，与施工方、监
理方管理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重
点。

2017年 9月的一天下午，媳妇王志
梅打来电话，说小儿子发烧 39℃了，高
烧不退，看他能不能回来帮一下忙。

强博看看正在施工的路面和眼前
亟待解决的一大堆工作，想想果农要给
果树施肥的焦急心情，就一口回绝了。
这让王志梅很伤心，也一下子慌了：找
老人帮忙，他们的年纪大了，根本帮不
了忙，如果老人一着急身体出现问题，
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没办法，王志梅只能一边给大儿子
辅导作业，一边给小儿子物理降温，老
大的作业写完睡觉后，她又一直忙到凌
晨3点多，孩子的体温恢复正常后，她才
放下了心。

一直到 2018 年 6 月份，石榆路建
成通车后，强博才卷起铺盖回到家中，
他试着抱起小儿子。但那时，因为太
长时间没见面，小儿子不认识眼前这
个皮肤晒得黢黑的男人，看到强博就
哭了起来。这时王志梅过来给孩子
说，那是你爸爸，孩子才停止哭泣，呆
呆地看着他。

由于业务能力强，2020年，甘泉县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成立后，强博被任命
为专项负责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的副大

队长，他带领执法队员定期、不定期深
入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在建项目质量安
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质量不达标
等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建立问题台账，
责令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回
头望”。

在检查中给施工方提问题的同时，
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在施工管理、工艺
选取等方面，对服务对象提出了优化建

议，使得 2020-2022年度在建公路工程
安全事故零发生，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
也稳步提升。

为了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养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强博一有时间就
回到办公室学习。截至目前，共修建农
村公路80余条、300余公里……如今，为
了让更多村民畅行幸福路，强博依然在
路上，奔跑不止。

让村民畅行幸福路
——记甘泉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强博

通讯员 范筱霞

● 强博(右)在工地检查施工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高诚）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三个年”活动
动员会和全县“两会”会议精神，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近日，
延川县行政审批局抓早动快，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深入项目单
位和企业，面对面调研解决项目手续办理中的困难和问题，多
措并举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

该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县农业农村局、民政
局、城市管理执法局、能源建设服务中心、文安驿镇政府等项目
单位及部分企业，了解项目手续办理和开工情况，查看项目建
设进度，介绍清单化管理机制，并为每个项目配备联系专员全
程服务。同时，详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并
就项目单位及企业提出的问题，研究对策措施，为其提供有针
对性的意见建议，指导项目单位和企业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
建成、早运行。

“下一步，延川县行政审批局将牢固树立‘攻坚克难、实干
有为’的工作导向，提振精神状态，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
效，努力争做‘放管服’和‘一次办好’改革的冲锋队、优化营商
环境的排头兵、服务企业群众的主力军，为延川经济发展贡献
审批服务力量。”该县行政审批局局长杨家利说。

据悉，今年以来，延川县行政审批局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
在系统梳理前期服务企业有关做法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将服务送至企业“家门口”，把问题化于

“梗阻”形成前，助力重点项目建设“提档加速”。目前，2023年
重点项目已经办理完成审批事项47项，8个项目前期手续已全
部办结。

本报讯（通讯员 白杨越 田兴哲）“有了防雹网，明年就
不怕果子打坏了。”近日，走进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果农们
正在果园里忙碌着搭建水泥杆，布设铁丝网……

崾崄乡以西地理条件优越，盛产优质苹果。经过多年发展
壮大，苹果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是支撑乡村振兴
的特色产业。这些年，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部分果园减产，果
农钱袋受害、信心受损，威胁果业长足稳定发展。

如何提高果园防灾抗灾能力，有效降低因冰雹灾害带来的
经济损失，牢牢守住“钱袋子”，成为果农的一大“心病”，也成为
乡党委、政府关注的焦点。为有效避免果园受灾，减少群众经
济损失，崾崄乡主动作为，果断采取措施，将扶持果农搭建果园
防雹网项目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并积极联系上级农
业、果业部门，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以每亩 2000元为补贴标
准，再次推广搭建果园防雹网350余亩。

“在自然灾害面前，运用科学技术才是唯一出路。搭建防
雹网不但可以防雹，而且可以防风、防鸟害，增强果园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果农王正印说。

为了做好防雹网搭建工作，让果农不再畏惧自然灾害，崾
崄乡为未搭建防雹网的农户宣传讲解防雹网搭建成本、意义及
防雹网搭建补助政策等，逐步打消果农疑虑，并由分管领导、包
片领导及果农中的技术能人组成果业技术指导组，争取上级农
业、果业部门技术支持，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帮助果农准确掌握
防雹网搭建技术要领。

同时，按照搭建流程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已搭建的防雹网逐
户、逐地块进行验收，严把搭建技术关，严控搭建质量合格线，
确保防雹网搭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据了解，下一步，崾崄乡将按照“乡镇组织、群众自建、验收
补贴”的方式，继续组织果农有序搭建防雹网，科学开展防雹工
作，为果园穿上防护衣，为果农提供协调服务和技术指导，逐步
实现防雹网搭建全覆盖，切实为群众解决烦心事、操心事，架起

“连心桥”。

防雹网撑起果农“保护伞”

本报讯（通讯员 辛嘉颖 宋妮）“通过这次学习，我准备
发展为农产品销售主播，把健康的农产品销售到全世界，让更
多的人能吃到绿色的延川农产品。”2月13日，延川县乡村振兴
培训中心本土“三农”短视频、直播人才培训班开班，白亭亭受
益匪浅。

培训班上，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革命老区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前恒，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付旭，为全县种植大户、返乡大学生等200多学员授课。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6天，培训课程涵盖了短视频、直播技
术技巧类课程，三农专业知识课程，直播视频号孵化、推广、引
流、精准推送，示范区农业、农村产品销售等，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实用性。

在安塞，提起郭永旭这个名字，好
多人不认识但是，说起眼睛看不见，还
能开大公司，好多人都能说出一二。

这些年，安塞盲人郭永旭凭着顽
强的毅力，不仅自己拼搏创业，还热
心帮助残疾人提升生活信心、脱贫致
富，为那些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过着颠簸人生的残疾人带来希望和
光明。

贫困+残疾，是他拼搏的动力

郭永旭是安塞区建华镇大佛寺村
村民，天生视力残疾，只能模糊看清近
在眼前的东西。

那时候，父母即使使出浑身力气也
不能让几个孩子吃饱。没饭吃的时候，
父亲请了三户村民当保人，才从别人家
借出一点粮食。

郭永旭眼睛看不见，但是很有志
气，把贫困和残疾当作自己拼搏的动
力。他告诉自己，虽然自己眼睛不好
使，但是耳朵能听、手能做活、脚能奔
跑，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给自己的人
生写出不一样的答卷。

郭永旭每天听新闻，他要知道国家
的政策是什么，才能让自己努力的方向
不走偏。

1999年，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郭
永旭没有记清新闻里说的具体内容，但
是他知道，国家号召广大农民育苗种树。

郭永旭抓住了命运的绳索，他将自
家的土地和转租的土地，整理出70多亩
种植了树苗。

没有钱买苗子，他只能自己学习培
育树苗，他向土专家请教，去网上查资
料，用自己家的山杏、桃子试验培育树
苗。对种植土壤的选择、对阳光照射的

条件、对水分需求的多少，都要一一试
验。经过反复摸索实验，他终于种上了
自己培育出的苗子。

树苗栽上的第二年，70亩苗圃就被
划入国家退耕还林地，郭永旭也享受上
了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带来的红利。每
个月，每亩地有 90元的管护费，还分到
了小麦、白面等食物。

一下子领到 6300多元，还有白面，
尝到了育苗植树带来的甜头，郭永旭拿
着发下来的管护费，又培育种植了10亩
刺槐、2亩山杏、3亩山桃苗子。

卖了苗子，培育新苗子扩大苗圃基
地，几年下来，郭永旭的苗圃慢慢地发
展壮大了，他也从贫穷走向小康。

善良+爱心，是他帮扶的初心

顽强的郭永旭一步一个脚印，在苗
木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他慢慢地摸索出
一套育苗、卖苗的方法。

2013年，在安塞区委、区政府和区
残联的大力支持帮助下，郭永旭注册成
立了安塞残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
从事苗木种植销售、园林绿化工程以及
造林等。

公司成立后，郭永旭开始招聘员
工。在众人的认知里，一个新公司要发
展壮大，必须要一批有文化、有学识、有
能力、有胆识、有经验、有创新的人才。

可是，郭永旭的心里头一直想着和
他一样的残疾人。他们艰难困顿，心中

没有希望，生活没有目标，每天接受着
阳光照耀，心底的黑洞却越来越大。

郭永旭体验过那种无望的感觉。
“我已经站起来了，我要靠自己的

能力帮助更多的残疾人站立起来，让他
们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有信心，能够感
受到阳光的暖意。”郭永旭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想法。

第一批残疾人员工正式上岗的那
天，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吃苦受累我
们愿意，定然不辜负你的选择。”他们看
看自己，再看看他人，一种从未有过的
感情感染着每一个人。

“这些人虽然有胳膊、腿脚等方面
的残疾，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做活。育苗
子、锄草、放水、施肥这些工作他们都做
得很好。”

“我很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我可能还在家里等待。”因为右臂缺失，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聂盼
盼在毕业一年后依然在家待业，正当她
对未来茫然之时，郭永旭主动找到她，
聂盼盼成功入职，成为公司的一员。

韩世宏是建华镇仙人桥村贫困村
民，外出打工时突发意外，致使双目失
明，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郭永旭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韩
世宏，为她确立了三年帮扶脱贫计划，
帮助她重拾生活信心，结合各种帮扶政
策，建立养猪、养鸡饲养圈舍。

2018年，韩世宏脱贫了。“他对我
的帮助，我心里感激不尽。”提起郭永
旭，韩世宏说道。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帮一
个是一个，让更多的人重拾生活信心，
对未来有所期待。”这是郭永旭为自己
定下的目标。

“青头白萝卜品质好，适宜鲜食及加
工，抗病性、抗逆性也好，适宜夏播和露
地栽培。”2022年，黄龙县瓦子街镇 600
余亩萝卜喜获丰收，偏石村村民刘忠堂
信心更足了。

近年来，瓦子街镇围绕“产业更兴旺”
的目标，结合当地“冷、凉”气候特点，除发
展传统产业外，重点谋划好优质萝卜、白
菜、甘蓝等多种蔬菜种植，把产业发展落
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助力乡村振兴。

瓦子街镇属于高寒冷凉山区，特别
适合萝卜生长。种出来的萝卜外皮薄，
果肉水灵，汁多味甘，清脆可口，深受消
费者青睐。

“去年我种了200亩萝卜，每亩大概

在 4吨左右，每斤能卖到 7毛钱，每亩地
大概净挣 2000元左右。”刘忠堂有多年
种植经验，特别看好青头白萝卜产业的
发展。

自去年 3月份以来，瓦子街村元垛
组村民王福山一直在刘忠堂的地里务
工。在王福山看来，在这干活既可以挣
点零花钱，又可以照顾到家里，“只要把
自家的农活忙完就可以到他的基地务
工，刘忠堂从不拖欠我们务工人员的工
资，我在这里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到 3000
元。”

“今后，我不仅自己继续扩大种植面
积，还要带动更多的村民种植萝卜，增加
收入。”刘忠堂说。

上门服务 审批提速
延川重点项目建设抢出“加速度”

练成“拿手活”，吃上“电商饭”
延川县2023本土“三农”短视频、

直播人才培训班开班

郭永旭:“尽最大努力，能帮一个是一个”
通讯员 郝莉萍

小萝卜种出大产业
通讯员 王瑞 白杨越

● 村民在抢收萝卜

● 戴着高度眼镜，郭永旭回顾当初创业情景

● 工作人员为企业开展上门服务

● 学员们学习直播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