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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增文用快板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学徒到创业，白手起家，经历了许多磨难，学得了一身本事，他
在汽修行业里已经摸爬滚打了近 20年，靠着勤奋吃苦，一步步为自
己撑起一片蓝天。

他就是宜川县腾华汽配维修服务中心经理——何江华。
近日，笔者在宜川县丹州街道办南寺湾村腾华汽配维修服务中

心店里，见到了正在给客户保养汽车的何江华。
今年37岁的何江华是宜川县丹州街道办定阳行政村人，从小生

活贫苦，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初中毕业后，何江华便独自一人
来到咸阳市，进入一家汽修厂学习汽修技术。

“开始是学徒，没有工资，只是想着自己把手艺学好点。”何江华
说。

2006年，何江华学成技术，回到了家乡宜川。在县城一家汽修
店，给别人打工干活。

2010年，何江华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筹款15万元，在宜川县丹
州街道办南寺湾桥头开了一家汽修店，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刚开始生意也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地，熟人也多了，固定的客户
也越来越多，生意也逐渐好起来了。”何江华说。

“我经常来这家店保养我的车了，人家经理人可好了，用的东西
也可好了，价钱也可便宜了。”正在维修汽车的李娅菲说，“我关系好
的朋友也在这里保养车了，把车放在这里可放心了。”

“我是通过朋友介绍来这里修车的，老板干活细致、麻利，我经常
在这里修车了。”顾客朱刚红说。

由于刚开店，何江华在经营方面略有欠缺，没有固定的客源，只
能靠自己的手艺吸引顾客。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可以看到他忙碌
的背影。

“修车工作特别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发动机都是烧的，
有时候胳膊上都烫得一片片伤；到冬天的时候手上都是裂的冻疮
口。”何江华介绍道。

作为妻子，刘英英看见老公每天这么累、这么辛苦，心里感到很
心疼。“我会做好后勤工作，照顾好两个孩子，让两个孩子健健康康成
长，让老公在店里安心工作，让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就满
足了。”刘英英说道。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何江华以其高超的手艺，娴熟的技术，受
到了顾客的一致夸赞，为自己争取到了充足的客源，生意愈发兴隆。
2017年，生意步入正轨的何江华又入手了一辆出租车，为自己增加
额外收入。现在，何江华和刘英英有一儿一女，年收入也达到了近
20万元，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创业这么多年，我很感谢客户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也非常感
谢我的老婆照顾家人和孩子。我一定好好努力，把我的店经营好，为
家庭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将来孩子也不用像自己这么累，争取考一
个好大学，我就非常满意了。”谈到以后的生活，何江华满是憧憬。

本报讯（通讯员 宋妮 辛嘉颖）近日，延川县 2023本土“三
农”短视频、直播人才培训班走进大禹街道马家店村，现场开展电
商业务培训，帮助电商、农户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开拓农产品新销
路。

本次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及室内理论培训相结合的形式，特邀了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革命老区研究中心团队，北京第
二外国语大学专家和北京中农振红科技有限公司讲师团队进行现场
授课。

培训活动中，讲师团队走进延川县马家店村实地培训，现场观摩
了马家店村的直播带货过程，品尝了延川县特色农副产品白玉红薯，
在飘香四溢的直播间就马家店直播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答疑
解惑，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是为了适应乡村振兴人才的发展，通过新媒体短视
频、特色农产品直播的形式，对村民和返乡创业青年进行现场培训，
从理论到实践，让学员们更能理解直播带货。”北京中农振红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特邀讲师陈擘说。

“通过集中理论学习，参观马家店村农产品直播间，我学到很多
短视频直播的专业知识。回去以后，我想把我们的直播间也打造起
来，把我们陕北的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学员王泉说。

不误农时不负春
——延长县紧锣密鼓备战春耕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李云龙
何江华：从学徒到经理
通讯员 张佳威 高雷波 刘博康

培训三农新人 助力乡村振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做好
春耕备耕生产，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连日来，
延长县各部门抢先抓早做好春耕备
耕工作，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确保
粮食安全迎来“开门稳”。

加强农资储备
为春耕奠定基础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眼下正值
春耕大忙时节，在延长县丰源果业专
业合作社的农资商店，货架上整整齐
齐地摆放着近百种合格的农资产品，
不同种类的农资产品一应俱全，储备
充足。

正在购买农资的张鹏飞是罗子
山镇堡子村的苹果种植户，他担心农
资商店物资储备不够，就早早赶来店
里购买。“看到各类农资供应充足，销

售人员还根据种植的作物提供专业
性指导建议，在春耕的这个重要节点
上，我感到既省心又放心。”张鹏飞
说。

“我们参考往年的销售情况，认
真制定了采购计划，进一步优化农资
种类和货源结构，积极对接农资生产
厂家，加强各类农资产品调运、储备，
确保春耕备种农资供应充足、品种齐
全、质量可靠。”延长县丰源果业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冯军林说道。

据了解，为保障农资供应，满足
春耕市场需求，延长县农业部门立足
延长农情，深入专业合作社和基层广
大种植户进行调研，摸清农业产业结
构、春耕农资需求，组织制定县域农
资经营网点，全力以赴做好农资储备
工作。

截至目前，延长县共有农资销售

门店77家，各类农资产品储备约1.2万
吨，农资供应价格平稳，销售有序，为
春耕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市场监管
为春耕保驾护航

“快过期的种子一定不能卖出
去。”

“所有的农资产品都要做好进销
台账……”

在农资产品销售的关键节点，
延长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积极组织
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加强农
药、种子和肥料等农资产品的监督
管理，规范全县农资投入品的市场
秩序，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农资市场安全。

每到一处农资销售网点，执法人
员通过全国农业执法通扫描二维码，
对各类农资的质量、价格、真伪和农
资经营许可证、进销台账进行现场抽
查和查验。执法人员要求农资经营
者要进一步提高守法经营意识，做好
进销货台账规范登记，确保经营的农
资商品来路清、去向明，从源头上把
控好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据延长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
队长刘建荣介绍，他们将持续对全县
农资销售门店开展不定期抽查复查、
拉网式全覆盖检查，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产品，杜绝不合格农资产品在市场
流通，确保农资市场安全有序，为春
耕生产工作保驾护航。

“种子优劣、化肥好坏，事关农民
一年收成，对于涉农违法行为，我们
绝不手软。”刘建荣说。

开展农业培训
为春耕注入活力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

关键。延长县各农业部门利用开春
后的有利时机，提前启动高素质农民
培训，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
步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延长县果业中心提早谋划，安
排各组技术员根据职责分工，迅速
到所在镇（街道）、村就反光膜清理、
涂白、精细修剪、病虫害防治、花期
防冻等方面进行培训，并现场实操
演示，确保果农听得懂、会操作，为
推进春季果园管理提供全方位技术
支持。

“现在正是果树管理重要时期，
这场培训会十分及时，给我们送来了
先进的管理技术。”培训中，延长县罗
子山镇桐居村村民李文胜高兴地说。

延长县农技中心先后在郑庄镇、
雷赤镇、张家滩镇开展春季果树管理
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据了解，
该中心春季农业培训涉及7镇1街道
60个村，共计培训60场。

2月 4日至 14日，延长县农广校
通过室内培训、线上培训、田间课堂
等方式，先后开展了苹果种植能手、
畜牧养殖能手、粮食种植能手共计
200名高素质农民培育活动。

延长县农广校校长李勤红说：“我
们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举办高素质
农民培育，就是为了通过培训，提高
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管
理技术，抓早动快，让他们尽快投入
到春季生产中去，为提升农产品质量
和产量，提高群众收入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一年之计在于春，延长县春耕备
耕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县域各镇（街
道）广大农户积极开展春耕备耕生
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
指导，一幅忙碌的春耕备耕画卷正在
延长大地徐徐展开。

● 果园春季管理技术培训

● 讲师给学员现场教学

● 何江华在维修汽车

行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上，一幢
幢小屋鳞次栉比、极具韵味，和着周边潺
潺的水声，形成了一道别致的乡村风
景。去年以来，黄龙县白马滩镇立足乡
风文明，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多措并举，
群策群力，以整治人居硬环境和提升文
化软环境为抓手，着力打造环境美起来、
乡风淳起来、村民富起来的乡村美好新
画卷。

整治人居环境，宜居家园“美”起来

从制定接地气、有乡愁的村庄规划
到全员整治“脏乱差”，“厕所革命”、河
道治理、庭院建设、小菜园、小广场修
建……白马滩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推
出了一系列实之又实的举措，这里旧貌
换新颜，村美人和百姓乐。

走进白马滩村，宽敞平坦的柏油马
路映入眼帘，青砖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
让人眼前一亮，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更
是别具特色。村民们三五成群，或坐在
门口石墩上聊家常，谈变化，或在健身广
场舒展身姿，幸福和谐的田园生活图景
迎面而来。“出了家门就是‘风景’，泥土
路不见了，绿化搞起来了，农闲了还可以
沿着河道锻炼几圈，干啥都方便，一点也
不比城里差。”65岁的陈武学是土生土长
的白马滩人，看着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心
里感慨万千，“越建越美，还是党的政策
好，我们跟着享福了。”

为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白马滩镇
制订了《白马滩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方
案》，以长效管理为方法，以常态督查为
手段，常态化月度检查和季度评比，聘
请145名保洁员，组织15支志愿服务队
日常维护保洁，各负其责，分片管理。
截至目前，各行政村已开展了卫生整治
活动10余次，清运垃圾12吨，彻底清理
乱堆乱放18处。

白马滩镇还从实际出发，做优综治
标准，清除了国道327沿线两边的“牛皮
癣”，并开展交通劝导、路面清障、路边
树木修枝、垃圾分类定点收集等活动，
全力打造干净、舒心、顺畅的人居环境。

“我们还通过庭院卫生评比、爱心
超市积分制来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美丽
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
星级庭院评选活动作为人居环境整治
的有力抓手，通过选出典型，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共建美
丽乡村。”提到如何让村民自觉参与到
人居环境整治中，白马滩村党支部书记
陈红京说。

推进移风易俗，文明乡风“淳”起来

村庄变美了，村民变富了，淳厚朴
实的民风也得以保存，这是近年来白马
滩镇大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依托“五级联动”机制，围绕“党建+”总
体思路，形成 51个党小组，175个党小

组成员包抓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党员
示范带动作用。

和谐新风村村吹。白马滩镇神玉
村是远近闻名的“孝道村”。村里将“孝
老爱亲”写入了村规民约，对不履行赡
养义务的村民进行“黑榜”公示，由村

“四会”人员面对面“谈心”教育，不予评
选十星级文明户及最美家庭，把道德这
种“软约束”转化为“硬规范”。

“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户”7个行
政村积极推进和谐治村新模式，建立了
矛盾调解室及“和事佬”机制，及时化解
群众日常生活矛盾，避免小矛盾演变成
大问题。

退休教师薛六郎是神玉村的得力
干将之一。他从教四十余载，退休后一
直奔走在宣传文明乡风、调解邻里矛盾
的第一线，在他的带动下，白马滩镇组
建了一支由退休老党员、离任老村干
部、退役军人、老教师等16名德高望重
老同志、乡贤能人构成的镇级人民调解
员队伍，他们通过说服教育、民主协商
等方式，协调处理村民日常矛盾纠纷，
他们公道正派，威望很高，使得村民之
间有了矛盾纠纷，第一反应不是“相互
找茬”，而是找他们来“主持公道”。薛
六郎也先后被评为“延安模范”“延安市
十佳人民调解员”“延安市优秀说事能
手”等荣誉称号。“群众自我管理，事事
有人参与”的新模式激发了乡贤能人的

治理潜能。

注入文化内涵，精神生活“富”起来

社戏舞台“用”起来了，农家书屋
“火”起来了，文化广场“舞”起来了，道
德讲堂“活”起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讲”起来了，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迎新春·庆元宵群众猎鼓展演活动“闹”
起来了，各类常态化政策理论宣讲开始
了，白马滩的群众感受到了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足感。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板，主要是向
村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也体现出了
咱们村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神玉村党支部
书记薛增文对神玉村的变化看在眼里，
喜在眉头。“基础设施健全，村里的环境
大变样，邻里和谐，村民腰包鼓，这不就
是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既要‘守好家底’，也要‘老歌新
唱’。”这是白马滩镇党委书记石玉龙对

“乡土文化”传承提出的新要求。都说黄
龙县的文化在白马滩，白马滩的文化在神
玉川，印象圪崂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的
打造让这个沉寂已久的“山圪崂”热闹了
起来，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创建更是锦
上添花，让这里的文化得以传承、利用，让
这里彻底“活”了起来，经济强起来。

钱包鼓了，“脑袋”富了，日子越过
越好了……

白马滩镇：文明之风吹遍和美乡村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陈萌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