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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在黄龙县，有这么一个人，在部队服
役期间，他军事素质过硬、工作作风优
良，在各项重大演习中表现优异，2011年
从部队退役后，他主动加入民兵组织，积
极参与各项应急抢险任务，为社会事业
发展贡献了力量，他就是黄龙县白马滩
镇公用事业服务站站长兼白马滩镇灵火
村第一书记——马晖翔。

2021年 9月底，受强降水影响，全县
普遍遭受洪涝灾害，马晖翔带队民兵小
组，第一时间奔赴石堡镇梁家河村开展
抗洪抢险工作，一干就是一天，连续21个
小时他都奋战在一线，在齐腿深的水中
重复着扛包、卸料、夯土的动作，毫无怨
言。10月初，来不及休息的他又带领民
兵应急连一班战士，接受了一项紧急搜
寻任务，在执行任务时，他发挥军人沉着
冷静、思维敏锐的优势，跑遍山野率先锁
定搜寻目标，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
任务，并受到了全县范围内的通报表扬。

“收到个人嘉奖令表扬，还是第一
次，成为一名民兵真光荣！”其他战友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道：“马班长果然名
不虚传啊，每项工作都非常出彩。”

在不同的岗位上，马晖翔展现了同

样过硬的工作作风。
2021年 10 月，马晖翔被派驻到灵

火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是组织对他的信
任，也是自己的慎重抉择。“我是一名

军人，一名党员，也是家乡的一份子，
到基层锻炼工作作风、服务群众是我无
悔的选择。”同时他也加入了镇级民兵
队伍。

入村以后，正值护林防火期，防火
工作尤为重要，马晖翔根据村情户情，
针对村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连续几
天熬夜制定出护林防火实施方案，并迅
速动员，成立了 3支民兵应急队伍，有
效地开展多次防灭火训练，帮助村“两
委”和全村群众安全地度过了每个防火
期。

退伍的硬汉在面对群众时也展现了
温情的一面，马晖翔低调地为圪台小学
的 45名孩子捐赠了学习用品，并资助了
一名困难大学生。他经常不愿提起此
事，只是说，我做这些不为别的，只是想
尽自己的一份力，一份心。

他可以带领民兵应急连，协助武装
部完成各项任务，又能为村上指导防汛
抗洪、森林灭火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
退役军人，他说：“部队教会我这么多技
能，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要发扬好‘见
困难就上，见红旗就扛’的军人品质，在
基层一线也要诠释一名新时代普通退伍
军人的光辉形象，未来不管前方有多少
艰难险阻，我一定会以苦干实干的工作
作风擦亮青春的底色，书写新的华章。”
马晖翔说。

本报讯 （通讯员 白杨越） 时下，正值烤烟采摘烘烤
黄金季，黄龙县崾崄乡的烤烟也进入成熟采收期，烟农们
抢抓农时，田间地头、烤烟房到处都有“赶烤”烟农忙碌的
身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近日，笔者走进崾崄乡白城桥村，蓝天白云下，放眼望
去，一块块错落有致的烟田里，一株株烤烟枝繁叶茂，一片
片烟叶硕大翠绿铺满田地。烟农们头顶烈日，穿梭在烟丛
中熟练地采摘烟叶，或是将烟叶运送到烤烟房编扎、上烤，
忙得不亦乐乎，脸上不仅有辛勤的汗水，也有丰收的喜
悦。烤烟厂房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工人们捆编、烘烤，
分工明确，忙而有序，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的烟叶品质整体有所提升，看起来价格又能提
升不少。”谈起今年烤烟种植情况，白城桥村党支部书记高
四平眉开眼笑。

在烤烟房旁，烤烟种植大户杨思太组织务工群众选烟
分类、编扎上竿、开炉烘烤。“2023年我种植了 50亩烤烟，
根据目前的长势来看，每亩地可产出 400斤左右烟叶，亩均
产值可达 3500元以上，纯收入可达 10万元以上。”杨思太
告诉笔者，今年天气好，是个丰收年。

烘烤时节，在烟站派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高四平看着
村民的一片片“绿叶子”变成“金叶子”，脸上止不住的笑
意。为了更好地服务烟农，烟站工作人员深入烟民家中指
导烘烤，每年丰收时节，烟站也通过定点收购、预约收购等
方式，明确收购任务、收购时间，实现了烟叶收购质量和进
度的双赢，最大限度为烟农提供便利。

2023 年，崾崄乡烤烟种植面积 1350 亩，涉及 80 户烟
农，预计完成生产任务 3100担。

近年来，黄龙县崾崄乡围绕提质量、增效益的烤烟产
业发展思路，积极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紧盯烤烟生产
目标任务，定期组织烟农们开展技能培训，从育苗、移栽、
种植、防虫（病害）、采摘、烘烤、晾晒等多个环节持续发力，
让“烤烟经济”为黄龙县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
力”。

“下一步，崾崄乡将持续聚力发展烤烟产业，继续擦亮
千亩烤烟基地示范名片，在规模上力求稳中有升、在质量
上力求精益求精、在设施上力求配套完善，推动产业转型，
促进乡村振兴。”崾崄乡党委副书记李鸿浩说。

本报讯（通讯员 薛文君 路彬倩 杜婷）“趣”运动，享
快乐！近日，黄龙县圪台乡首届职工运动会在乡综合文体中
心圆满闭幕，经过紧张刺激的角逐，各项赛事圆满完成。
此次运动会充分调动全乡干部的积极性，全乡单位站所职
工共有 74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涵盖三人篮球、台球、羽毛
球、乒乓球、跳绳等，篮球场上精准投篮、羽毛球场上激烈
角逐、乒乓球台上认真较量……各项比赛扣人心弦，精彩
场面随处可见。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基层干部文
化生活，更进一步展示了圪台干部团结奋斗、拼搏奋进的
良好精神风貌。

近年来，圪台乡扎实推进全民健身工作，推动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引领广大干部职工加强体育锻炼，崇尚健康生活，
锤炼过硬作风，完善体育设施，为干部群众提供优质的活动
场所，努力创造更高品质的良好生活。

一望无垠的核桃林，此起彼伏的山
峦田地，幽静闲适的田园乡村，炊烟袅
袅的农家小院，三五成群嬉笑唠嗑的村
民……夏日的神玉川，宛如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

“以前咱们村脏、乱、差，大老远都
看不见一个人，哪敢想象现在游客一车
接一车，变化实在太大了。”看到家门口
的风景，村民王俊伟打心眼里开心，从
山圪崂到如今的研学旅游胜地，王俊伟
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这一喜人变化要追溯到2022年，教
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年版）》，其中提到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政策导向
为农事研学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白马

滩镇以康养度假、科普研学为主线，积
极探索发展以劳动教育课为主要内容
的研学旅行，主动招商择商，动员广大
群众腾置空闲房屋，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产业，探索形成了“公司+村集体+农户”
的运行发展模式，成功获批市级劳动实
践基地。

“支书，你看我家这老房子改成民
宿还是农家乐更合适？”“增文哥，我想
在我家门口开个驿站，带点饮料副食，
还有咱的土特产，你觉得起个啥名更贴
合咱村整体风貌？”

曾经人烟稀少的神玉川，乘着研学
旅游的东风，依托独特生态自然资源和
大量闲置房屋的优势，因地制宜改造民
宿、开办农家乐……如今的神玉川，村

容村貌大变样，基地基础设施健全，住
宿、餐饮、基地管家整体素质都有了很
大提升。

农事体验、劳动实践、猎鼓学习等
研学特色课程，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研学
学子为神玉川注入持久的动力，使昔日
沉寂的村庄聚起了人气，当地群众都依
托研学基地吃上了旅游饭、发起了旅游
财……

“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环境好了，
生态美了，经济不就发展起来了？这
不，村民都吃上了旅游饭，口袋里都有
不少存粮呢。”村党支部书记薛增文看
着村民的日子红火了，感慨万分。

目前，白马滩镇已动员群众完成
58户 97间 302个床位民房改造，接待

能力从 120人提升至 300人。据统计，
2023年白马滩镇已经累计接待中省市
县研学师生 4900余人，带动村民就业
270人，预计 2023年神玉村集体经济将
突破 70 万元，户均增收突破 2 万元，

“农村变景区 农产品变旅游商品 农
民变旅游从业者”的美好愿景正在一
步步实现。

“下一步，白马滩镇将举全镇之力，
广泛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力量
全力以赴，为每一名研学师生提供特色
课程、医疗卫生、餐饮住宿、行程安全等
各类服务保障，确保广大师生在白马滩
镇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能够研
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
成。”白马滩镇镇长赵宝平说。

青山绿水流、蓝天白云飘。夏日的
白马滩镇掩映在群峰绿荫之中，村居错
落有致，整洁平坦的公路穿村而过，竞相
绽放的花儿把芬芳洒满道路两旁……

“同学们看，这样一个胡基就做好
了！”“哇！好厉害呀！”在白马滩镇“印
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韩老师正
在为来自延安市的 60余名“小知青”们
示范如何打胡基。

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将草木灰
撒入胡基模具，填入湿土，体验制作最
原始的建房材料。“我来扶”“那我来
扎”“再铲点土来”……午后的阳光穿透
郁郁葱葱的核桃林，树影洒落在“小知
青”们的身上，他们相互协作，干得热火

朝天，将农耕文化历史里又一个失传的
技艺呈现了出来，“老师！老师！我们
成功了！成功了！”汗水和喜悦交织，一
场别样的暑期“三农”研学游，在“印象
圪崂”上演……

“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位
于印象圪崂国家AAA级景区，陕西省澽
水源省级旅游度假区腹地，距离白马滩
镇政府驻地 4公里。村落历史悠久，周
围青山绿水、风景迷人，开辟了黄龙县
首个以“劳动实践、生态科普、非遗传
承、乡愁体验、美育文化”为主题的实践
基地，基地立足本地人文历史资源和地
域特色优势，打造了一条精品研学路
线，是农文旅融合下新的探索和实践，

让学生们到大千世界、草木深处研学
游，探访印于书本、讲于课堂之外的鲜
活故事，大大丰富了学生们的生活经
验，达到以研促学的目的。

“现在的小朋友农学体验经历基本
没有，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
让小朋友们直观体验，亲身感受，农耕
文化的种子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生
长。这也是从单一的课本教学模式向
多元化现场课堂体验的转变，真的很有
意义。”家长陈芳群表示。

清晨，当太阳越过黄龙山，铺洒到
“印象屹崂”时，孩子们已经来到了廉洁
文化长廊，赏农耕图、识农具，透过一件
件古朴的农家“老物件”，感知过往乡村

岁月，了解农业历史发展变迁，增加对
农耕文化知识的了解。垒墙、缝百家
被、蒸花馍、石头画……从参观学习到
动手操作，这些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活
动，让同学们感受到了“第二课堂”的别
样魅力，为他们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抹
亮丽的色彩。

来自延安实验小学的高思奇同学告
诉笔者：“在这次研学活动里，我收获了很
多，体会到了很多快乐。我跟着老师一起
打胡基、砌墙、做百家被和石头画，通过这
一次次活动，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
情，也体会到了来自中国非遗文化的魅
力，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这些非遗
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开启生态研学 探索自然课堂1

唤醒沉睡资源 催生美丽经济2

小镇研学热 带动乡村游
——黄龙县白马滩镇发展特色旅游工作小记

通讯员 刘小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诗词成了近年
来研学旅行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解。研学，就像
是一间没有围墙的课堂，一卷藏在天地间的书
本，一次身体力行的叩问、追寻与求解，让同学
们在研学中受到教育，在游玩中收获知识，在
参观中开阔眼界，在心中埋下求知的种子，也
唤醒了乡村的沉睡资源。

黄龙县白马滩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山
水资源，以“康养度假、科普研学”为
主线，坚持“研学兴村、科技兴
农”，不断引进社会资本发展乡
村文化旅游产业，充分挖掘
地方特色资源，探索“研学+
民宿”“研学+乡村旅游”

“研学+露营”等新兴研学
旅游发展模式，成功打造
了“印象圪崂”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暖山河畔露营
基地、碾子湾白马云栖田
园民宿等一批乡村研学旅
游项目，形成白马滩镇研学
旅游特色品牌，有效促进了研
学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助力全镇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 学生们参观神峪村村史馆

● 学生们体验胡基制作

马晖翔：擦亮青春底色 书写人生华章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常青

绿叶子变致富“金叶子”

“趣”运动 享快乐

● 务工人员在白城桥村采收烤烟

● 篮球比赛

● 抗洪救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