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优致富产业
充填乡村振兴之“实”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
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
淌……”清晨，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拓家川村
的村民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在红薯种植示范基地，一株株肥硕碧绿
的枝叶在阳光下层次分明，色泽鲜艳。微风
拂过，叶片随风摇曳，在田间荡起一层层绿
浪，煞是喜人。红薯地里人影浮动，村民们早
早便来到地里刨红薯，刚出土的红薯体态圆
润、颜色靓丽，不一会儿工夫便摆满了田间地
垄。临近中秋佳节，红薯销售市场十分紧俏，
村民们抢抓商机，争取卖个好价钱。

“去年，我栽了一亩多红薯，卖了一万多
块钱，比种玉米强多了。”看着一筐筐摆放整
齐的红薯，村民庞春梅高兴地说，“现在种红
薯的话，铺地膜、犁地，这些政府都给补助了，
我们负担很小、热情很高。我今年栽了两亩
多，在延川县城一斤能卖到五块钱。”

为把红薯产业打造成有规模、有品牌、高
收益的致富产业，拓家川村依托杨家圪坮镇

“千亩红薯”产业示范带，按照“扩量、提质、增
效”的思路，发挥“镇干部+村干部+农户代
表”的网格员作用，动员有意愿种植红薯的
82户村民，利用闲置、收益欠佳的45亩土地，
实现了适宜红薯种植的地块全覆盖、愿意种
植红薯的农户全覆盖。同时，通过政府扶持
和政策引导，补齐了“塬面产业强，川道产业
弱”的短板。

“去年，每亩地国家扶持政策补助 900
元、今年补助400元。去年到今年，我们村集
体为村民免费翻地、砌垄、铺膜，村民种红薯
信心提高了。”拓家川村党支部书记李晓元说
道，“去年，每亩红薯产量在2500斤到3000斤
左右，平均每斤卖了 2.5元到 3元，仅红薯一
项收入 110万元左右。今年红薯长势很好，
预计全村红薯一项收入150万元左右。”

拓家川村位于杨家圪坮镇政府向西5公
里处，辖拓家川和刘坪店两个自然村，全村
326户 1094人。该村除了主打红薯产业外，
还大力发展苹果产业，由于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苹果果形又圆又大，果肉又脆又甜。

走进果园，一棵棵果树被沉甸甸的苹果
压弯了枝条，果农们正在小心翼翼地给苹果
摘袋、铺设反光膜，整个果园一派忙碌的景

象。
看着枝头上个大、饱满、品相好、色泽通

透的苹果，果农刘永春打心眼里高兴。“我现
在正在给苹果下袋，根据已经下袋的苹果来
看，今年的苹果果面和果个比往年要好得
多。”刘永春高兴地说。

另一边，在村民李彩兰的果园里，红黄两
种颜色的果袋分外耀眼，“我种了秋苹果和夏
苹果两种苹果，一共套了4万个果袋，夏苹果赶
8月初就能吃了，秋苹果等10月份就能卖了。”
李彩兰介绍说，今年她的苹果长势良好，期盼
着能够丰产丰收，给全家带来丰厚的收入。

做强特色产业
塑造乡村振兴之“根”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红薯和苹果等主导

产业的基础上，拓家川村因地制宜，积极引导
鼓励农民多业态发展，形成了“塬上苹果、川
道红薯大棚、沟道养殖”的产业布局，拓宽村
民增收致富渠道，让村民钱包鼓了起来。

走进拓家川村肉牛养殖基地，养牛户史
世荣正忙着为牛添置草料，这些肉牛个个毛
色光亮、膘肥体壮。

“这是村集体给我盖的牛棚，离农家院子
远，干净又卫生。”史世荣说道。

除了传统秦川黄牛外，养殖基地内还饲
养着西蒙塔尔肉牛，甚至还有梅花鹿。

在牛棚不远处，一座座拱棚错落有致地
排列着，十分壮观。这些拱棚，春夏种植西
瓜、小瓜等经济瓜果，秋冬种植茄子、豆角等
时令蔬菜。

走进棚内，村民史金伍正忙着采摘豆角、
辣椒，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我一共种了 3个棚，种了 2棚西瓜 1棚
小瓜，今年的收入还算可以，卖了大概 2万
元。瓜卖完以后，我又种了 1棚辣椒、1棚莲
花白，还有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玉米，不
仅自己吃方便，还能卖点钱。”史金伍说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拓家川村全
村共有耕地面积 4970亩，全村以红薯、苹果
为主导产业，棚栽、养殖为特色产业。目前，
种植红薯 237亩、苹果 240亩、拱棚 64座，养
殖肉牛86头。2022年，全村依靠产业人均纯
收入达10930元。

提升基层治理
铸牢乡风文明之“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每一环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
可或缺的。

近年来，拓家川村以提升群众幸福感为

出发点，从吃水用电到村容村貌，点滴之间见
实意。只要一有时间，村“两委”班子就会到
村民家中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通过进村
入户，与老百姓面对面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真
实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村民王紫莲正和村民闲坐着拉家常，不
时传来阵阵爽朗的笑声。“现在村里路也硬化
了，环境也好了，也通了自来水，村民生活很
方便，我感觉住老家比住城里的楼房还好。”
王紫莲说道。

如今，漫步于拓家川村的乡间沃野，干净
整洁的村庄，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令人心驰
神往。沿着平坦的通村硬化路，绿树鲜花整
齐划一，产业发展欣欣向荣，文明乡风浸润心
间，村民们的一张张笑脸见证着拓家川村的
美丽蝶变。产业强、村庄美、村民富的乡村振
兴美丽画卷正在拓家川人的手中奋力谱写。

据拓家川村第一书记王东介绍，拓家川
村正积极筹备建立红薯粉条加工厂，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群众收
入。同时，计划新建牛棚1座，鼓励养殖户集
中养殖，既方便管理，又节约成本，改善人居
环境。

“下一步，我村将通过抖音、快手等电商
平台，以及杨家圪坮镇苏陕对口帮扶渠道，加
大红薯、苹果等农产品宣传力度，稳定产品销
路。”王东介绍道。

如今，拓家川村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
业，建设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努力提升村民幸
福指数，带动广大村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康
庄大道上勇往直前，笃行实干逐梦乡村振兴
新征程，在乡村振兴这份“考卷”上，正在留下
别样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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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忠毅）为了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素质，积
极倡导文明行为，9月14日，延长县农
业农村局党委联合东征社区开展以

“遵守文明条例 引领社会风尚”为主
题的宣传和文明条例进社区活动。

在东征广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答疑等方式，广泛宣传文明条例的内
容和意义，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文明条例进社区活动中，工作
人员进行走访入户宣传，在发放宣传
资料和物资的同时，与社区居民面对
面交流，解答他们关于文明条例的疑
问，引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
文明条例，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社区
环境。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发放《延安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手册》《文明条例在
心中 守护文明我先行》等宣传资料
500余份，文明手提袋300余份。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娟 李忠毅
呼强）“举办网络安全宣传活动还是
很有必要的，我以前不懂扫码送礼物
这种有信息泄露的危险，现在明白
了。”延川县居民郭大爷说。

连日来，延川县开展了“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活动，通过
悬挂横幅、投放电子屏、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手册、设立咨询台、现场
讲解等方式向群众介绍网络诈骗典型
案例，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讲解法律法
规。

“我们进行网络安全知识普及，就
是想让网民知道个人信息防护的重要
性。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希望广大
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在网络
上谨言慎行，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
安全。”延川县网信工作中心干部李晨
楠说。

据悉，本次活动采取线下活动为
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
就个人隐私保护、日常规范用网、移动
支付、网上购物等行为进行网络安全
宣传。截至目前，现场共悬挂宣传标
语横幅10条，摆放宣传展板2块，发放
宣传册和彩页9000余份。此外，网络
安全进基层活动也会同期开展，校园
日、电信日、法制日、金融日、青少年
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个主题日活
动也在全县火热开展。

延长县多部门联合向群众宣传
《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知
识，提高网络安全普及率，提升网络安
全意识与防护技能，提醒大家要注意
电信诈骗、网络传销、网购欺诈、虚假
宣传等各类网络诈骗行为以及遭遇虚
假宣传后该如何维权等。

“网络安全宣传非常及时，让我们
充分了解了网络诈骗手段，提升了网
络安全防范意识。今后，我将时时提
高警惕，不随意扫描不知来源的二维
码、不随便点击未知网站地址等，最大
限度地防止个人信息通过网络被盗
取，做到不上当、不受骗。”居民李先生
说。

文明条例进社区
引领社会好风尚

扫码送礼品你还
在扫吗？警惕！

延川、延长开展网
络安全宣传防诈骗

● 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

● 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面对面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高雷波） 9月13日，在
宜川县云岩镇太吉村村委会大院，一台台整
齐摆放的崭新农机，吸引着村民们的目光。
这一天，宜川县农机中心为该村移交果园现
代机械，助力果农加快果园生产机械化发展
步伐，大力提升果园机械化生产技术水平。

移交仪式上，宜川县农机中心、云岩镇政
府和堡定村、太吉村签订了项目机械管理协
议。此次交接的农机具包括拖拉机、播种机、
旋耕机、割草机等共计 42台（套）。随后，在
矮化密植园里，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农机手们
驾驶着各类农机穿梭其中展示演示，接受了
参会人员的“检阅”。

“这些现代化的果园机械装备让我大开
眼界，喷药机、割草机都比较实用，用上这些
机械后，能减少我们人力和其他费用的支出，
帮助我们提高生产效率。”太吉村果农老强高
兴地说道。

“我们会加强机械的管理和使用，通过组
建专业农机手队伍，强化农机技术培训，建立
健全各项安全制度措施，搭建村集体引领、合
作社运营、农户受益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新
模式、新平台，更好地实现农业增产、群众增
收。”太吉村党支部书记崔远忠说道。

近年来，宜川县坚持“果菌结合、两链循
环”思路，全力打造苹果强县，食用菌产业链

典型县。在苹果产业发展过程中，积极组织
实施了百村千户示范工程、新优品种改良工
程、果园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工程，不断推进
全县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底，宜川
县苹果面积发展到 30.5万亩，挂果面积 27.5
万亩，产量56.97万吨、产值达24.1亿元，苹果
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支撑县
域经济总量的主要增长点。

云岩镇为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引进
秦脆、福布拉斯等一批优良品种，建成现代苹
果矮砧密植园等一批新品种种植示范基地。
目前，全镇新建矮化密植园达1.2万亩，到2025
年全镇将完成3.5万亩的改良任务。太吉村和

堡定村是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高标准矮化
园面积达1400余亩。在太吉、堡定两个村实
施果园机械装备项目、率先发展果园全程机
械化具有较好的示范带动效应，不仅提高果
园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还为促进农业社
会化服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方面提供了
现代化的机械技术装备支撑。

宜川县农机中心主任任建祥表示，“今
后，我中心会进一步落实项目机械管理使用
具体措施，明确农机社会化服务新思路，积极
推动县域内果园全程机械化发展，不断促进
果业生产转型升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有效
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宜川县为两村移交42台农机

果农有了好帮手 果园地里显身手

深耕沃野逐梦行
——延川县杨家圪坮镇拓家川村乡村振兴小记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辛嘉颖

金秋时节，走进
延川县杨家圪坮镇拓
家川村，远山近水和
绿野垄亩层层叠叠，
乡村产业错落有致、
蒸蒸日上，火热的乡
间劳动场景溢满田
脉；房前屋后，道路平
整、花木扶疏，农村人
居环境实现美丽“蝶
变”，一派亮丽景色描
绘出一幅欣欣向荣的
新画卷。

● 红薯种植基地

● 庞春梅展示新挖的红薯

● 工作人员为果农移交现代农机

● 镇村干部与王紫莲交谈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