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22月月232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瑞李瑞 视觉视觉//杨红亚杨红亚
组组 版版//王艳王艳 校对校对//肖怡甜肖怡甜

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雨水时节，春回大地，也到了红薯育
苗的关键时期。2月18日，在宝塔区甘谷
驿镇东镇村的温室大棚内，红薯种植大
户郭保使正在进行红薯育苗，排薯、覆
土、施肥、浇水，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紊，
一派春耕春种的农忙景象。

红薯是富含淀粉、蛋白质、纤维素、果
胶以及大量矿质元素的食物，它不仅能果
腹，还能起到健脾开胃、强健体魄的保健
效果，故此红薯在民间有“健康食品”的美
誉。宝塔区甘谷驿镇种植红薯历史悠久，
独特的沙地土壤种出来的红薯形正、色
好、味香、甘甜，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

截至目前，红薯种植已经成为甘谷驿镇主
导的特色产业，全镇目前共有成规模的大
棚种苗繁育基地3家，育苗500万株，满足
全镇 80%种苗需求。仅种苗育苗一项产
业，带动全镇经济收入达300万元。

郭保使介绍说：“外地的红薯苗品种
参差不齐，风险较大，在政府的鼓励和技
术培训下，从 2018年开始，我就自己育
苗。刚开始育苗 50万株，到现在已经育
苗 100万株。除过自用的 20万株，剩余
的红薯苗我每年都会出售。按照每株红
薯苗 0.5元来计算，光育苗一项，我就能
收入40万元。”

郭保使是甘谷驿镇有名的种植大
户。2022年，他与东镇村达成合作协议，
承包了村集体230亩土地，以“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全部种植
红薯。一年来，光红薯一项便给村集体
带来 6.9万元的收益，同时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
甘谷驿镇地处宝塔区东大门，三地

（宝塔区、延川、延长）交界，地理位置优
越。近年来，甘谷驿镇以推进省级乡村
振兴示范镇为契机，持续做大做强红薯
特色产业，不断提升优化“五大”红薯产
业园区功能，积极推广种植规模化、生产

机械化、产品有机化，全镇红薯种植面积
超 1万亩，产值近亿元。该镇加强“甘谷
驿红薯”品牌建设，用好红薯科技专家大
院资源，紧盯种苗脱毒和新品种实验试
种。同时，巩固有机认证、GAP（良好农业
规范）认证、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不断延
伸红薯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产业链
条，促进甘谷驿红薯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此外，该镇还构建“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经营体系，全力推进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扶持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持续稳定促进农民增收。

幸福生活有“薯”光
通讯员 贺功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进行时乡村振兴

人勤春早加工忙，不误农时不负
春。2月10日，在子长市玉家湾镇枣林庄
村的益农山杏加工基地中药材车间里，
工人们围着设备进行搬运、切割、分拣
等，各项工作井然有序，为来自甘肃陇西
的订单忙得不可开交。

益农山杏加工基地是集山杏收购、粗
加工、销售兼其他中药材种植、收购、粗加
工为一体的企业。记者走进加工基地的
中药材车间，工人们正在把清洗整理好的
苦参捆成小捆，放进切片机。随着机械的
轰鸣声，粗细不等的长形苦参很快就被切
成铜钱般大小的苦参片。随后，工人再用

机械将大小不同的苦参片进行反复筛选，
根据品相分成大、中、小3种类型，统一运
送到室外的空地上进行晾晒。

一直在车间忙碌的汪占芳对记者
说：“今年正月初七收假后，我们就开始
加工山杏仁，工人们分两班轮流上岗。
山杏仁加工完成后，又进行苦参切片，大
家要赶在客商约定时间内把产品打包准
备好。”汪占芳提到的客商是来自甘肃陇
西的中药材订购商，该订购商一次性与
益农山杏加工基地签订了 3份合同。像
这样的订单，基地经常会接到。

玉家湾镇枣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红

卫介绍说：“目前，我们收到的 3份订单，
将要销售中药材100吨，包括黄芪、杏仁、
苦参 3种，预计收入 160万元。今年才刚
刚开始，这笔订单实现了我们药材销售
的‘开门红’。”

据了解，近年来，枣林庄村推行以中
药材为主、种养殖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
引导群众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将昔日
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群众如今的“聚宝
盆”。目前，村上发展板蓝、黄芩、金银花
等各类中药材 300亩，培育、栽植山杏仁
1000亩。2022年，村上建成占地约 1200
平方米的山杏加工基地，设有库房、加工

车间、烘干间，购置了破壳机、提升机、风
选机、分离机、切割机等设备设施。除了
加工山杏，基地还可加工黄芩、苦参等中
药材。

玉家湾镇党委书记姬乃平表示，目
前春耕在即，党委政府不断做好营商服
务环境，加大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鼓励
群众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他们着力在
投入上做“减法题”，在产出上做“加法
题”，让更多专项资金和惠民扶持政策服
务加工基地及广大中药材种植户，不断
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能力，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是农民的生活家园。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发布，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到着力塑造
人心和善、和睦安宁的乡村精神风貌，每一项具体部
署都渗透着党中央对亿万农民的牵挂、对美丽乡村的
期许，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指明了前进方向。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打造美好环境上下实
功。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点任务。近年来，各地各部门
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村容村貌稳步提升，农村居民环境卫生观念也发生了
可喜变化、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从生活垃圾清理到生活
污水排放，从厕所革命到美丽河湖建设，为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让美丽乡村更有“精气神”，需
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管并重，加快构建系统
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工作推进和管护机制；要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落实好各项政
策，从而打造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丽乡村，生动
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创造幸福生活上出
实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只有农民富裕了，才能实现共同
富裕。一方面要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
筑牢兜底保障网，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既要留得住人，吸纳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又要引得来人，不断完善、优化保障激励机制，使

“人才”来得了、留得住。与此同时，构建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充分发挥县域各类产业园区带动作用，把产
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村、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实践证明，只有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加快
推动乡村产业兴旺起来，才能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
更多流向农村，农村才有活力、有人气、有奔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培育乡风文明上出
实招。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村不仅要塑
形，更要铸魂；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从加
强农村文明建设硬件，不断完善农村书屋、文体活动
室、电影放映室等文化基础性设施，到丰富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开展一系列文化下乡活动，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提振了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提高了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这也充分启示我们，要从农民需要出
发，从农民喜好着手，增加富有农耕农趣农味、体现和
谐和顺和美的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持续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通过制定规范、强化村规民约、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等方式，狠刹不良风气，努力成风化俗。只
有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塑造现代乡村文明新气
象，才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心铸魂。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
程，必须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接着
一件抓，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只有真正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才能让农民群众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内而外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
生活，让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之地。（来源：人民网）

人勤春早赶订单 药材销售“开门红”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

● 晾晒苦参片

奋力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孟哲

本报讯（通讯员 王俊香 李秀玲 记者 叶四青）
眼下正是春季山地苹果管护的关键期。在子长市余家
坪镇王家湾村的山地苹果示范园里，技术员米世红正通
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果农讲解果园春季整形修剪技术、
常见病虫害的预防与治疗等方面知识，手把手地指导果
农修剪和拉枝操作，并对果农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地给
予解答，果农与技术员积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这次培训可真是一场‘及时雨’。通过技术员的
讲解，我对果树管理更加有信心了。趁着早春，我要
把学到的技术运用到我的果园管护中，争取把果园管
护成致富的‘摇钱树’。”50岁的山地苹果种植户史建
红信心满满地说。

连日来，子长市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抢抓山
地苹果示范园春季管护重要时机，纷纷邀请子长市果
业中心的技术员到果园实地为果农讲解培训，提高果
农规范化管理果园的技术水平，增强了果农春季管护
的信心与决心，为全市山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为山地苹果增产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子长市将继续加强对
山地苹果管护技术的培训与指导，推动老果园提质增
效，促进幼园管护高标准、成规模，做到抓一块成一
块，助推全市山地苹果产业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管理，
使全市果业增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果园管护正当时
果农增收信心足

● 技术员米世红（右一）讲解果园管护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王鹏程 记者 孙
艳艳）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是抓
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工作的关键时节，
也是周密部署全年农业生产工作的紧
要时节。在黄龙县界头庙镇小峪村的
百亩矮化苹果种植示范基地，果农们正
在忙着清理果树枝条。而在碾子塬村，
村民们则在田间地头清理杂草，为连翘
后续生长做好准备工作。刘家塬村的

舍饲养羊农户也不敢耽搁，也在忙着清
理羊圈。

近年来，界头庙镇根据“一村一品
一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全力推
进特色产业发展，逐步打造多元化产业
格局。全镇的肉牛、山羊、中蜂、连翘、
苹果、圣女果、樱桃等富民产业一片向
好，为农民收入增添了产业发展的“新
动能”。

人勤春早备耕忙，不误农时不负
春。为确保全镇春耕备耕生产顺利进
行，界头庙镇对春耕备耕工作做到早谋
划、早部署、早落实。在农业生产方面，
该镇提前准备充分农资，满足农耕生产
需求。在技术支持方面，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及时开展技术培训及现场指
导。在政策宣传方面，该镇加大各类惠
农政策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春

耕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不误农
时保春耕，为全年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
础。

同时，该镇以“五级联动”机制为抓
手，紧紧围绕“三个年”活动要求，深入分
析研判自身资源禀赋、面临机遇挑战、发
展短板弱项，安排部署全年农业产业和
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推动界头庙镇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不负农时不负春 春耕备耕忙生产

“再过十来天，我的这茬香瓜就能全
面上市了。按目前的价格，每斤香瓜能
卖到 30元左右，现在我已经预售了 500
斤，之后的销售也没啥问题。这一个周
期算下来，我的收入大概能有5万多元。”
近日，在子长市李家岔镇东方红村的大
棚里，看着自己精心培育的香瓜逐渐成
熟，瓜农崔海兵高兴地说。

人勤春来早，瓜棚管护忙。最近几
天，东方红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崔海兵的
温室大棚里格外热闹。走进瓜棚，一颗
颗圆圆的甜瓜挂满藤蔓，色泽鲜亮，长势
喜人，棚内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据了
解，崔海兵种植的甜瓜品种是吉创 20B，

这种瓜的特点是口感香甜、汁多味美、香
气浓郁、营养丰富。一颗颗香瓜，串起瓜
棚主人的幸福梦。

近年来，东方红村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建成集自动化观测、水肥一体
化智能滴灌等先进系统高标准温棚 10
座。同时，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蔬菜种植，不断加快现代
农业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瓜果
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成为产业
振兴的新引擎。在东方红村，像崔海兵
一样的瓜农和菜农正依靠大棚产业，实
现脱贫致富。

种大棚香瓜
过甜蜜日子

通讯员 张龙 姬存伟 记者 叶四青

● 崔海兵在瓜棚里打掐瓜苗

● 分拣苦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