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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现在正是果树管理的重要时期，这
场培训会十分及时，给我们送来了先进
的管理技术。”在“双千培训”计划果树管
理技术培训会上，果业专家围绕苹果整

形修剪间伐、花果及土肥水管理、果业防
灾减灾、花期防冻和病虫防害统防统治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讲解培训，参
训人员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
键。

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活力源泉，
2022—2023年，延长县提出培育 1000名
果业和1000名大棚蔬菜、红薯红葱、花椒
辣椒、畜禽养殖专业技术人员，即“双千
培训”计划。

“该计划由延长县政府提出，县农业
农村局牵头，我们农广校具体负责实施，
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带动农业
产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延长县农广校校长李勤红介绍道。

据了解，延长县结合“三个年”活动
要求，“双千培训”计划按照“请进来和走
出去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现场实训相结
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方式，聘请省
市县三级专家开展室内室外集中培训，
安排部分参训学员到周边产业发展管理
好的省市县参观学习，同时通过互联网
开展线上技术培训，根据产业种植管理
不同关键时期管理技术的要求，分期分
段举办培训班。

截至目前，“双千培训”计划共计开展培
训85场次2776人。近日，延长县召开了“双
千培训”考核评定颁证仪式，为1300余名优
秀学员颁发了初级“技术员”登记证书。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通过培训
学习，确确实实学习到了很多的农业技
术。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更多的农
业专业技术，发展好自家产业。”安沟镇
阿青村村民谭志成手中举着初级“技术
员”登记证书高兴地说道。

开展“双千培训”计划，一方面提升了
农民专业技能，帮助他们掌握实用技术，
为农户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指导；另一
方面通过大力宣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让更多的农户了解了新型农业技术的优
势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益，通过技术推广可
以对地区种植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为
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会常态化继续开展
各类农业技术培训活动，助力提高农户
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实操水平，让更多‘土
专家’‘田秀才’脱颖而出，为延长县乡村
振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一对科
技的‘翅膀’。”李勤红说。

培育“土专家”打造“田秀才”
——延长县“双千培训”计划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通讯员 李浩楠

● 专家在田间地头讲授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韩慧）傍晚时分，志丹县红都夜市街
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这里的“地摊经济”，让群众深刻
地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有许多

“学生”加入到了“地摊经济”的队伍当中。
夜幕降临，不少居民纷纷走出家门乘凉避暑，在红都街

的小广场上，形形色色的地摊随处可见，各类地摊商品琳琅
满目，从儿童玩具、饰品、到美食，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前
来购买。

在校大学生范娟就是众多摆摊者中的一位，这个夏天
她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到红都夜市街出摊，这对她来说是一
次难得的社会实践。

范娟说：“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现在正好放暑假，就想
利用假期时间出来摆摊赚点儿钱，一方面可以完成自己的
社会实践课程，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步入社会而奠定基
础。”

在众多摊位中，小朋友刘力可的小摊格外亮眼热闹，一
个个由她亲手挑选的各色各样的小饰品和玩具引人注目，
不少小朋友聚集在这里挑选。

刘力可说：“这是我第一次摆摊，我想利用暑假的时间
来体验一下生活，也感受一下爸爸妈妈平时赚钱的不容易，
而且我也摆了一些小朋友们喜欢的卡通玩具，我觉得摆摊
挺有趣的。”

小学生杨晨星告诉记者，他平时就喜欢热闹，所以趁着
暑假出来摆摆摊历练一下自己，没想到人气还挺好。

杨晨星说：“我已经摆了4天的摊了，赚了80多块钱，我
想利用下午的时间赚一些零花钱，为自己升六年级置办一
些新的学习用品。”

夏日经济活力四射，也为许多学生们体验生活创造了
平台，成为了一种新风尚，为城市注入新鲜活力，也让城市
更具“烟火气”。

“地摊经济”释放烟火气

● 小朋友地摊前吸引了众多人围观购买

驻村之前，贾培军已经是副县级领
导干部。从 1992年 9月去延安大学读
书，到 2021年 8月赴宜川县丹州街道王
湾村任第一书记，他在延安大学这座“象
牙塔”里工作、生活了 28年又 11个月。
踏入“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启了驻村模
式，在月亮湾的瓜果地里挥洒着汗水，留
下一串串奋斗的足迹。

从驻村的第一天起，贾培军就定下
了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服务群众的工作
目标。而今又要回到“象牙塔”里，站在
村口的马路边，他又回想起曾经在这片
土地上的筚路蓝缕，脑海中浮现出往日
的点点滴滴。

党建引领聚合力，答好“必答题”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建强村
党支部，是贾培军驻村后遇到的“必答
题”。贾培军认为，村子要发展、乡村要
振兴，建强村党支部是最大的事。

他突出抓好村党支部自身建设，健
全了村党支部规章制度，实行党员干部
年度工作承诺制，将1名致富带头人发展
为预备党员。推行“问题墙”“回音壁”做
法，强化问题导向、注重解决实效，把群
众的紧要事、揪心事确定为村党支部的
头等事、重大事。

贾培军把“支部联建共建”作为激发
村党支部干事创业活力的重要抓手，与
延安大学、宝塔区、子长市等相关支部开
展联建共建活动。先后组织党员前往延
安大学、杨家岭、梁家河、南泥湾等地，通
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电影，感受党
的光辉历程、感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组织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产业带
头人前往宝塔区河庄坪、延川县赵家河
等地，带回了光碳施肥、葡萄品种改良、
肉牛养殖等新技术。

此外，他还多次组织开展“重阳送温

暖”“中秋话亲情”等活动，评选出村里的
“好婆婆”“好媳妇”，以支部建设的坚强
有力，带动村风民风的不断向好。

发展产业树品牌，答好“挑战题”

作为第一书记，如何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挑战着贾培军
带领村民奔向产业振兴的能力。驻村后
的头一个月，他每天有三件必做之事：跑
到村民家里拉家常、跑到田间地头看庄
稼、跑到专家跟前问出路。很快，他就确
定了打造王湾特色品牌的发展路子。

近年来，王湾村探索出一条“以棚强
农、以畜富民、以游兴业”发展路子，“月
亮湾”瓜果受到广大消费者认可和喜

爱。驻村后，看到“月亮湾”品牌颇有发
展前途，贾培军就持续发力打响“月亮
湾”瓜果品牌：他积极引进光碳种植技
术，使用生物健康肥料，生产健康高效的
农产品，厚植品牌内涵；他还邀请延大鲁
艺学院师生，设计并制作了“月亮湾”香
瓜、小番茄、草莓包装箱，拓宽品牌效应。

从生产管理到市场营销的全链条优
化，“月亮湾”品牌显示出不俗的带动致
富实力，村民的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发展
产业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强。在贾培军看
来，走别人走过的路并不丢人，只要路子
是对的，跟着走就是最有效且最省力的。

贾培军还多次协调争取，为王湾村
新建了温棚 2座、弓棚 5座、果库和冷藏

库各 1座，建成了 3个蓄水池并铺设好
饮水管道。依托苏陕协作项目，围绕
美丽乡村建设，他在王湾村实施了人
居环境改造项目，使得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心系百姓解难题，答好“抢答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农村长大的贾培军，深深明白许多
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很多事情，在外
人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村民心中却是
急难愁盼。把村民的事情抢着干好，是
让贾培军心急火燎的“抢答题”。

老党员刘殿玉腿脚不便，家中的重
担落在了老伴儿身上。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老伴儿突发脑溢血，远在外地的儿
女无法及时回家照看，刘殿玉当即陷入
了困境。得知消息后，贾培军第一时间
联系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逢年过节，
贾培军都会来看望刘殿玉老两口，并为
他们送上免费的药物。“无论家里有什么
事，贾书记都想尽办法帮我解决。”提起
贾培军对自家的帮助，70多岁的刘殿玉
热泪盈眶。

在王湾村，像刘殿玉这样的情况还
有 20多户。他们外出就医不方便，贾培
军就多方协调，组织延安医疗集团宜川
分院等医疗机构，在王湾村开展义诊活动，
并为村民赠送了价值3万多元的治疗慢性
病和感冒的常用药品。村里的老人们高兴
地说：“我们在家门口就看上了专家号，还
吃上了免费药。”贾培军还请有经验的教师
给村里的高考生指导志愿填报……

“听说我去驻村，很多人都笑了，有人
开玩笑说我长得像农民，下去以后其他不
说，长相绝对托底。”提起去驻村时的场景，
贾培军回忆道，“不过，我依然记得那首《相
信自己》，我相信我自己。”贾培军的眼神中
立马充满了坚定。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法律知识我
来讲，壶口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这里
是‘宜小壶’播音室，我是播音员吴博，我
是播音员李丹。今天，由我们为大家分

享一则由真实案例改编的小故事《琐事
引发邻里纠纷 耐心调解 促进和谐》，希
望大家喜欢……”

每天上午 9点和下午 6点，壶口镇的

村民们都能准时收听到“壶口之声”云广
播。“壶口之声”云广播是壶口镇为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作用，更好地
宣传群众、服务群众，创新思维、拓展载
体，让乡村大喇叭助推基层组织建设、服
务农村经济发展而创建的。

“壶口之声”云广播开播以来，通
过一个站点、一条纽带上连党心、下接
民心，紧紧抓住理论政策的重点、社会
活动的热点、群众关注的焦点进行宣
传。节目采编播报人员为镇政府机关
党员干部，广播内容提前录制、定时播
放。

“在壶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领
导下，我们成立了‘宜小壶’播音室，利用
空闲时间录制法律知识、传统文化、理论
政策等六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故事的形
式，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传入百姓家
中。”“宜小壶”播音员吴博介绍道。

截至目前，壶口镇在全镇 12个行政
村 60个村民小组，全覆盖式安装智慧大
屏 1块、视频监控 91台、云广播 60台，每
天分时段播音，大力宣传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使群众学有样

板、做有标杆，既接地气又效果显著，做
到了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入耳”又“入
心”。

“我每天早上、晚上都能听到镇上放
的‘壶口之声’广播，主要播放中华传统
文化、法律故事等，我很爱听，尤其是法
律故事。”壶口镇昝家山禹王居农家乐老
板杨海鑫开心地说，“我作为一名农家乐
老板，诚信、合法经营是最根本的。前段
时间，镇政府给我发了一个‘诚实守信模
范证书’，很受鼓舞。我将继续诚信合法
经营，为天南海北的游客做好服务，展现
壶口热情。”

宜川县壶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副
所长康妍表示，壶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实践导向，以服务
群众为根本宗旨，组建“宜小壶”播音室，
录制《壶口晨听》《壶口夜话》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栏目，打造“壶口之声”宣讲品牌，
打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我们将继续坚持“群众在哪
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聚焦“五
愿”服务，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乡村
治理等方面工作，不断提升壶口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宜小壶”正在播音

入村遇“三题”“三答”觅新机
——记宜川县丹州街道王湾村第一书记贾培军

通讯员 周腾腾

乡村云广播 入耳又入心
通讯员 胡晓蒙

● 贾培军在大棚查看蔬菜长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子龙）除了城市
“夜经济”给人们带来的烟火气，在黄龙县
以南的30公里外，同样上演着夏日里夜晚
美景和咖啡相约的浪漫。连日来，云晖咖
啡山顶音乐会以咖啡之名，赴山川浪漫之
约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走进界头庙镇 16号风机观景台，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呈现在人们眼前，现
场人头攒动，来自周边城市的群众相约
于此，感受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结
合地带来的自然风光，一场咖啡与音乐
完美碰撞的“音乐趴”，体验着在音浪中
伴随着氤氲醇香、咖啡与音乐文化交融
的奇妙之旅。

夜幕降临，彩灯亮起，界头庙风车
小镇里别样的烟火气正式点燃，景区内
小提琴、萨克斯表演等迅速点燃全场的
气氛，嘹亮悦耳的歌声响彻每一个角
落，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上班族、学
生族们褪下了一日忙碌后的疲惫，品尝
着特色咖啡、听着动人的音乐与亲朋一
起敞开心扉，给他们带来乡村里不一样
的快乐。

“我和朋友是从西安过来的，听说这
边有一个陕西境内最孤独的咖啡馆，所以
想过来感受一下。来到这边后感觉非常
棒，景色很美、咖啡好喝，坐在这里一边喝
咖啡、一边欣赏最美的落日余晖。”西安游
客王柳青说，“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带家人
体验一下，这真的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
处。”

与此同时，家住界头庙镇小峪村的张
馨雨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再一次来
到这里。

“我和爷爷奶奶一起来的，这是我第
三次来这里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下一
次，我还要带着小伙伴一起到这里玩。”张
馨雨开心地说。

据了解，云晖咖啡馆坐落于海拔1500
米的风车小镇，背靠黄土高原，面朝八百
里秦川，远眺黄河，远望华山，景区内提供
11个网红打卡点，是非常适宜游客看日落、赏晚霞、品咖啡
的一个场所，让前来的朋友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不一样
的生态美景。

“我们通过端午节到现在的运营，已经把这打造为黄龙
县乃至延安地区的网红打卡必选地。”中肯文旅创始人程诺
说，“通过咖啡馆来为黄龙县旅游再升级，打造黄龙旅游度
假休闲新样板，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
质。”

黄龙县界头庙镇副镇长井泽鑫说：“近年来，界头庙镇
利用丰富的‘风光’资源，大力发展‘依山经济’，依托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项目，打造T16网红打卡地、建设最孤独的咖
啡馆，走出了一条景产、工旅深度融合之路，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走进风光小镇，于南岭登高望远，
望层峦叠嶂，观风车林立，看光伏熠熠，赏落日余晖，品特色
美味，感受生态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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