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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3年3月7日 星期二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曹海军）人勤春来早，农事催人
忙。随着气温逐步回暖，春耕春管工作逐渐铺开。近日，黄陵县植
保植检站邀请省植保总站相关技术人员，来到田庄镇东石狮村开
展翡翠梨早春清园及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向全县翡翠梨种植户送
技术、送农资。

培训中，省植保总站技术人员结合果树自然生长规律、本地气
候特点及当前翡翠梨生产形势，就农业综合清园措施、缠绑诱虫胶
带、悬挂黄板诱杀越冬代梨木虱成虫术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现场与
群众互动交流，答疑解惑。缠绑诱虫胶带等现代农业技术让种植
户更加直观地学习了科学防治病虫害技术。

种植户纷纷表示，培训内容通俗易懂，听了之后受益匪浅。田
庄镇东石狮村翡翠梨种植户刘世军说：“这次培训是一场及时雨，
解决了我们在翡翠梨清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和困扰，使我们
了解了梨木虱等主要病虫害的识别、发生规律和防治办法，很实
用。我们将按照技术员讲解的知识进行病虫害防治，提高管理水
平，提升果品质量。”

在此次培训中，黄陵县植保植检站坚持“技术配套、减量增效、
提质降本、确保安全”的原则，着力推广农业综合措施、物理和生物
诱杀技术、高效施药技术，有效控制病虫源基数，竭力减少化学农
药使用，确保全县农作物品质和农业生态安全。

黄陵县植保植检站副站长李世强表示：“早春清园是保障翡翠
梨品质、提高产量的一个重要措施，黄陵县植保站邀请省市植保专
家到果园现场指导清园工作的同时，分派干部包片指导病虫害防
治工作，通过诱虫带、黄板等一些绿色防控措施推进早春清园工
作，使翡翠梨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辛文静）日行千里精准招商，筑巢引凤力兴
发展。2月 23日至 27日，富县代表团赴江苏无锡、山东聊城考察
学习。考察团先后观摩学习了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鸿山街道“4.0版”高标准农田、锡山区台创园的智慧恬园、无锡确
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灵山集团拈花湾文旅、江阴天江药业
有限公司、海澜集团、山东聊城信发集团等20个项目。

每到一个观摩点，代表团都兴致勃勃地走进一个个展厅、厂
区、乡村示范点、现代农业种植基地，认真观摩、热烈交流，仔细询
问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延链
补链、废物利用、农业种植、文旅开发等方面的发展。代表团与当
地政府部门、企业负责人就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工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做水的深度处理和资源化，以
资源化解决中国的水污染、水短缺和水安全问题为使命，采用投
资、建设、运营和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延
能化每天的用水量在5万方，如果能来咱们富县，不仅能大大缓解
富县污水处理厂的压力，解决延能化工业用水需求，还可以解决环
保问题。这个项目非常好，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要好好研究这个
项目，争取招引。”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永智说。

4天时间，日夜兼程，收获满满。富县县委书记李彦侠表示，
这次考察的项目与富县的产业发展非常契合，下一步要根据考察
情况精准研究产业链和产品，相关部门、企业要转变作风，大干快
上，精准发力，主动对接项目，充分发挥富县的区位、资源优势，拿
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为招引企业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与企业
合作交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三个年”活动要求，为
谱写富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英） 3月2日，西延分公司延安管理所开
展了“红色故里庆三八 廉政文化沁人心”诗词朗诵活动，大力弘扬红
廉文化，展现老区清廉风采，营造宣廉、颂廉、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

朗诵在《廉洁颂》中拉开帷幕，随后《爱廉说》《巾帼擎起半边
天》《交控廉洁颂》等诗词，或慷慨激昂、或委婉抒怀，歌颂了新时代
女性廉洁且上进，温柔而坚定的品质，展现了交控人的使命与担
当，现场气氛热烈，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书为心话，言为心声。该所负责人向全体女职工送上节日祝
福，对她们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鼓励大家继续勇挑重担、奋发
有为，用女性特有的柔美和细致，以铿锵玫瑰的坚韧和执着，撑起
交控战线的半边天。

如果说延长西甜瓜、小番茄、草莓
的品质得益于独特的自然条件，那么延
长红薯的盛誉则源于优质品种的培育。

“红薯的好坏，大棚育苗最为关键。”
据郝小刚介绍，近年来，延长红薯已经发
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又一产业。

在郑庄镇王仓村的大棚区内，记者
见到了红薯种植大户马孝忠，别看他已经
68岁了，但对于红薯的热爱丝毫不减。

“我曾在山西省运城全国红薯推广
基地学习过，见过 20多个品种，还有国
外的，这些红薯大多产量很高，种出来
就是为了加工淀粉和粉条的。但延长
红薯就是直接食用的，咱这儿的土壤有
优势，红薯肉质细腻、含糖量高，非常好
吃。”谈起红薯马孝忠有说不完的话。

在交谈中马孝忠介绍道，要保证红
薯品种，育苗最关键，大棚育苗的红薯

籽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肥料也都是自家
羊粪，地温要保持在 25℃左右，这样育
出来的红薯苗才能长得好。在这里，他
有 5个红薯育苗棚，今年计划育 300万
株脱毒红薯苗，再栽植红薯200多亩，为
来年红薯育苗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县很多种植户的红薯苗子都要
从这里拿，我身上的责任很重，所以一
点都不能马虎。”看着一行行隆起的土

梁，马孝忠异常认真。
据了解，延长县今年大棚产业预期

目标是实现瓜菜产量 13.7万吨，产值
2.6亿元。而在产业发展中，该县始终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断激活内生动
力，通过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在品种
选择、技术服务、品牌打造、市场推广等
方面下功夫、做文章，有理由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延长品牌”定会打响叫亮。

趁着春日暖阳，延川县延水关镇中
塬村村民张春梅在果园里忙碌起来，一
边给果树涂药，一边哼起了歌。

“这个幸福院建起来对我们可太好
了，我们有十六七亩苹果树，没时间照
顾老人。”张春梅一扭头说道，“现在，老
人住那里吃得好、也放心，我也有时间
管理果园了，减轻了不少负担。”

幸福院位于延川县延水关镇中塬
村，名叫金秋中塬幸福院。幸福院占地
2.7亩，分为上下两层，有 28间平房，14
个卧室 28个床位，并设有医务室、棋牌
室、休息室、工作室、多功能室、餐厅、灶
房、锅炉房等。

中塬村是个山岭村，苹果是该村的
主导产业。靠着多年的苹果产业，全村
经济持续增收，群众脱贫致富，过上了
红火的日子。但是，苹果需要全年精细
化管理，很多时候，果农不得不把年迈
的父母接到条件简陋的果园，一边管护
果园，一边照顾老人。

百善孝为先。为解决农村留守老
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就医困难等养老问题，减
轻外出打拼子女的顾虑和牵挂，中塬村
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思路，自筹自建金
秋中塬幸福院，不仅解决了全村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也解决了果农发展产业的
后顾之忧，实现产业发展与农村养老的

“双管齐下”。
在幸福院，二楼两个凉亭是老人们

自娱自乐的好地方。午休过后，老人们
通常会来此切磋一下技艺。

“老年人打扑克、下棋、‘打老虎’，
玩得挺开心。住得好、吃得也好，老人
们一个爱护一个，晚上睡觉一个照顾一
个。”正在玩游戏的村民高春智乐呵呵
地说。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吃得舒
心，厨师杨晓花可没少下功夫，饺子、煎
饼、包子等变着花样做，保证一周饭菜
不重样。

“我给老年人做饭有4个多月了，老
人和年轻人的饭不是一个口味，要做得
清淡一点、软和一点，不能让老人吃剩

饭，要让老年人吃得满意。”正在忙着准
备晚饭的杨晓花说。

让村里的老人吃在一起、住在一
起、乐在一起，既能解决儿女的后顾之
忧，又可以让老人不再孤单，是中塬村
建设金秋中塬幸福院的初心。为了真
正解决村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的难题，幸福院采取“村民自愿、村
级自筹、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办法，在人
员管理方面采取“党支部带头，村民志
愿服务”的模式，建起了幸福院，让老人
住得更长久。

“说起建幸福院，村民很热心、很积
极，多的多捐、少的少捐。”中塬村党支
部书记高立首说，“现在，这里共生活了
12位老人，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看一
看、问一问，了解老人们到底吃得好
不好、吃得满意不满意、住得舒服
不舒服。”

高立首说，每次儿女们来
看老人，老人、儿女都很开
心、很高兴，把父母放在幸
福院，他们很放心。

涓涓细流，汇成大
海；熠熠星光，照耀银
河。金秋中塬幸福院的
建成运营，让农村困难
老人生活有人管、情感
有人知、生病有人陪、困
难有人帮，让那些特困
老人、留守独居老人的
日常生活得到了基本保
障，也让全体村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现在咱们村里居住的
空巢老人、留守老人比较多，
幸福院修建起来以后，老人们
都是吃住在一起，吃得也好，居
住条件好，生活也比较方便，他
们互相之间还有个照应。”中塬村
第一书记呼海东望着幸福院说，“下
一步，我们的精力将放在发展村集体经
济上，只有村集体经济壮大，咱们幸福
院才能长久地稳定地运行下去。”

在建设金秋中塬幸福院这件好事

上，中塬村全体村民展示出
的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血脉情深，让人感
触颇深，农村集中照护
的养老服务模式，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有力保障，更为
持续深化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提供了有力
的方向。

又是一年好“棚景”
——延长县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贾寰 谢双

人勤不负好春光
科学植保田管忙

千里奔波对接
“叩门”精准招商

交控员工激情朗诵
廉政文化沁入人心

幸福院里的幸福事儿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马倩

产业兴农民富。近年来，延长县依托区位优势，在川道地区
发展设施农业，经过多年摸索，种植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更是
获得了市场青睐，大棚已成为农民的“聚宝盆”。

初春，走进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
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片盎然生
机，在种植户冯丹斌的番茄棚内，他正
忙着打杈、掐尖。

“你看这番茄，个头大、色泽好、味
道更美，我有 2个棚，前年就开始陆续
卖上哩。”看着自己种植的番茄，冯丹斌
难掩心中的喜悦。

冯丹斌种棚已有 20多年了，是村
上第一批种植户，现在的他称得上“土
专家”，大棚管理技术非常成熟，2个棚
一年下来就有10万元收入。

“这里的番茄口味好，这和多年

在管理技术上的摸索和研究是分不
开的，品质好了市场认可度就高。”据
冯丹斌介绍，瓦村自然条件相对较
好，水土肥美、光照充足，为番茄生长
提供了良好环境。同时，瓦村地处交
通主干道沿线，周末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绝，既享受了舌尖美味又体验了休
闲娱乐。

如今，大棚作为瓦村的主导产业，
发展趋势节节高升，小番茄已成为村子
的代名词，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又开始
种植大棚蓝宝石葡萄，发展产业的信心
强、干劲足。

在距离瓦村不到15公里处还有个
大棚群，那就是延长县郭旗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园，园区棚内有西甜瓜、樱桃、草
莓等水果。

据该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郝
小刚介绍，延长的西甜瓜在周边区域已
颇具盛名，不仅瓜形美、汁水多，而且甜
度足、口感佳，消费者十分喜爱。

“公路沿线有售卖摊位，因为品质
好吸引着大量过往人群停车驻足，品尝
购买，可以说不愁卖。”

郭旗的草莓享有草莓界“劳斯莱

斯”的美誉。“卖相好、口感佳，棚内也干
净整洁，带着孩子来玩，采摘娱乐体验
度比较好。”从延安驱车前来采摘的市
民杨红介绍道。

经营草莓采摘的种植户叫呼延文
杰，他总共有 5个草莓大棚，从 2015年
开始种植，到现在差不多有9年时间了，
通过采摘模式一年能收入近20万元。

“刚开始，确实不懂技术，自己就在
网上学、跑到外地学，加上实践摸索，长
时间积累下来，慢慢地就越种越好，种
植的草莓供不应求。”呼延文杰说。

1 小番茄：小村庄的代名词

2 郭旗草莓：草莓界的“劳斯莱斯”

3 延长红薯：泥土里的“金圪瘩”

● 员工在激情朗诵

● 技术培训现场

● 西甜瓜种
植户正忙着掐尖

● 马孝忠正
与蔬菜站工作人员
讨论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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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幸福院，
村民张春梅陪母
亲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