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德华：

用真心真情为乡亲们做好服务
记者 任琦 李勇锐 通讯员 陈子龙

他力量乡村振兴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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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张近山

果园建起智能气象站
监测数据预防气象灾害

“作为市人大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奔向更
美好的生活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黄龙
县三岔镇孟家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德华
说。

最是一年春好处，扬帆起航正当
时。见到周德华时，他正在果园里和村
民们一起商讨村里苹果产业的发展，希
望让村民来年的收成不断提升。“去年冬
季的时候，周书记经常给我们宣讲国家
政策，说要搭防雹网，没过多久就给我们
搭建上去了。今年在有了防雹网的保障
下，我们肯定能有个好收成。”孟家山村南
山洼组村民李明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周德华
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核心，以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充分发挥优势，
着力打造以玉米、苹果等为主的支柱产
业，为群众增收拓宽渠道。2022年，周德
华争取项目资金180万元，为村上搭建防
雹网 900余亩，使群众产业得到有效保
障，收入也稳步增加。同时，他还争取资
金 3.4万元，在孟家山村开展了智慧联防
项目，安装 10个摄像头，全覆盖整个村
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几年我们村的变化很大，道路亮
化、饮水方面都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农业

产业方面，不管是灌溉、搭建防雹网，还是
果树管理等方面，村干部都会给我们提供
指导和帮助。”孟家山村沟湾组村民刘西
安说。

除此之外，周德华还协同村党支部书
记曹红喜积极争取 1000余万元的项目
资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其中包
括砂石路、水泥路、软体水窖等，同时改
善果园 300亩农田的灌溉条件，人居饮
水更换管道项目 1万多米，新建基井 1
座。另外还平整土地700多亩，实现了土
地小块并大块、分散变集中、零碎变连片，
为机械化作业和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了更
好的条件。

“我们村以农业为主，近年来我们积
极争取了许多农业项目，助力乡亲们增
收，接下来我们要努力落实好这些项目，
服务好群众，用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曹红喜说。

在担任村干部的 11年里，周德华还
利用“一对一”调解、多渠道劝导、亲情感
化“三法宝”，处理了村里不少的矛盾纠
纷，保证了乡邻和睦。

孟家山村南山洼组村民王银晓告诉
记者：“我们村很多的矛盾纠纷，经过周书
记协调后，基本都化解了。”作为市人大代
表，要时刻把解决群众所需、所想、所盼、

所愿放在第一位。周德华在履职过程中，
他始终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为发展富民产
业，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绘就产业兴
旺、村庄美丽、农民富裕的新画卷贡献力
量。

周德华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入群
众，及时了解民意，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
桥梁纽带的作用，用真心真情为乡亲们做
好服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努力让群众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月 20日 8时，尽管天气寒冷，但宝
塔区青化砭镇闫家沟村脱贫群众李清峰
心里却暖融融的。站在自家养猪场里，
看着前一天晚上出生的 14头仔猪挤在
母猪身下，李清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目前我家共有 65头仔猪。这些仔
猪喂养 60 天后，就可以销售了。今年
肯定又是一个幸福年。”李清峰激动地
说。

李清峰家共有 6口人。3个女儿如
今都在上大学，妻子石春琴体弱多病，
李清峰和儿子李宗刚在家发展养殖业。

“我家 2013年因学、因病致贫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我家住的是
土窑洞，种地广种薄收，加上孩子上学
花费大，家里的经济收入在村里每年都
是垫底的。早在 2005年，我就开始在延
安市的建筑工地打工，给楼房打地基。”

李清峰回忆，“由于穷怕了，我没命地
干。我清醒地认识到，不吃苦，永远都
会落在别人后面。”

“在外务工不是长久之计，想要致
富还得回家乡搞产业。”李清峰说，2011
年初，由于建筑工地打地基实现机械
化，他所在工程队生意不好，他决定回
家乡，开启自己的养殖之路。

“我起初发展的是养牛，是白手起
家的。由于我手头无积蓄，是家里的亲
戚和甘谷驿镇一位贩牛人分别赊给我
了一头肉牛和一头奶牛，条件是第二年
还赊牛钱。”李清峰说，“做人要讲诚
信。经过我的辛勤努力，第二年我就按
时还了牛钱。”

李清峰说：“由于我有信誉，很多人
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尤其 2015年以
来，村干部介绍我参加各类免费养殖技

能培训班，还帮我申请了农民工返乡创
业担保贷款 13万元。”

李清峰说，不幸的是，2017年，妻子
石春琴查出患有乳腺癌。加上 3 个女
儿的上学费用，生活一度压得他喘不过
气来。

“养殖业虽辛苦，但坚持就有收
获。”李清峰说，“为养好牛，我向有经验
的养牛户请教。为掌握更多养殖技术，
我购买了有关书籍，同时通过抖音、快
手等平台搜索学习相关防疫知识。靠
繁殖牛和卖牛奶，我家年均收入达到 10
万元。”

由于他过去常年在建筑公司吸入
生产性粉尘多，医生建议他，不能再养
牛了。“日子还要过下去，既然养牛要接
触饲草有粉尘，对身体不好，那我可以
发展其他养殖呀！”李清峰说，2020 年

初，他决定发展养猪产业。
李清峰介绍，为了扶持他，村干部

到家帮助修建猪舍、为他家申请脱贫人
口小额信贷 5万元、邀请养猪能手为他
家开展技术服务。

“2021年，我家共繁育仔猪 218头，
净赚 12 万元。去年，尽管市场行情不
如上一年，我也挣了 10万余元。”李清
峰说，“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过上好
日子才是真的好。在我的帮扶和带动
下，全村目前有 12 户农户靠发展养殖
业先后致了富。”

“创业要坚强，幸福靠实干。如今
让我感到最幸福的是，儿子李宗刚和大
女儿李香如都找了对象，家里培养出了
3个大学生。下一步，我将扩建猪舍、扩
大养猪规模，继续带动更多群众迈上养
殖增收路。”李清峰自豪地说。

小康梦圆

“创业要坚强，幸福靠实干”
陕西日报记者 程伟

2月 24日，延川县大禹街道
抓早动快，邀请了延川县苹果生
产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延收、延川
高级农艺师高宏忠，在北塬村开
展苹果技术管理培训会，着手解
决当前果农苹果管理技术存在的
问题，提升种植户技术应用能
力。培训中，杨延收和高宏忠围
绕苹果产业发展趋势、品种选择、
苹果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修
剪等实用技术作了详细讲解和现
场示范。

此次苹果管理技术培训，旨
在使种植户真正学到实用管理技
术，提升苹果科学管理水平，增加
农民收入。

通讯员 刘小艺 摄

农
技
服
务
进
果
园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农业强国
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对正确处理
好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
向。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亿万农民的共同期
盼。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
程中，不能让农村落后、让农民掉队。近年来，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但还要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未来即便我国城镇化率
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农村。只有顺应
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缩小城
乡发展差距，才能将农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
生活的幸福家园。

宜居宜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是关键。党的十
八大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得到加快补齐，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快速提升。截至 2021 年，全国农村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90.6%，有卫生院的乡镇
占全国乡镇总数超过 90%；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
展了清洁行动，越来越多农村实现水源净化、道路
硬化、夜晚亮化、能源清洁化、人居环境美化。但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水
平，与广大农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相比仍有
差距。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
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
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
环境舒适度。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现实生活中，一
些地方建起了外观亮丽的现代民居，却也让一些优
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这启
示我们，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必须坚持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既要紧盯经济发展和物质
生活改善，也需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这一过程离不开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
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不断加强乡村治理方式方法
创新，持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
工程，既要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也要坚决防
止简单化、乱作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各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乡村建
设不可能一种模式打天下，必须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关于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工作的通
知》提出，“十四五”期间争取在全国创建示范美丽
宜居村庄 1500 个左右，并强调创建过程中要遵循
示范引领、分级创建、尊重规律、注重实效、因地制
宜等基本原则。尊重农民意愿、立足资源禀赋、注
重乡土味道，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才能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基础设施基本完备也是公
共服务普惠可及的乡村，是广大农民富裕富足也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是治理有序充满活力也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乡村。在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中，这个承载着亿
万农民和 14 亿多人民期待的美好愿景，正踏着坚定
的步履向我们阔步走来。

（来源：人民网）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调 记者 任琦） 宜川县位
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苹果优生区。苹果不仅
是宜川县的农业主导产业，更是农民致富的“摇钱
树”。近年来，宜川县加快推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加强果园科学化管理，气象信息成了不可或缺
的决策数据。

为保障果业丰产丰收，提升自动气象站观测性
能，增强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更好地服
务全县果业发展，宜川县气象局选择在全县有代表
性的苹果种植基地，完成 25 套六要素小型智能气
象站建设，进一步提高了果业气象监测站的覆盖
率。

据悉，小型智能气象站观测要素涵盖了气温、湿
度、风向、风速、降水、气压等，该设备的建设充分发
挥了气象站在苹果花期冻害防御、苹果不同生长期
提供气象保障服务的作用，不断提升现代果业气象
服务业务能力，在果业管理、生产中提供决策气象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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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华（左一）与村民商讨果业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