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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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繁殖了 31只
小羊，村民发展养羊产业的效益和前景
还是很可观的。”近日，在洛川县老庙镇
沟头村脱贫户郑选民家的羊圈里，该村
第一书记赵巍妮和郑选民一起查看羊的
养殖情况。

郑选民家的羊养得好，这与赵巍妮在
养殖技术上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

今年 47岁的赵巍妮，是洛川县财政
局老庙镇财政所所长，2021年 7月，她被
选派到沟头村担任第一书记。到村后，她
积极入户走访调研，充分了解民情民意，
从细微处着手，解民难办实事，逐渐得到
村民的认可。

得知67岁独居脱贫户郑选民前几年
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养羊产业，但因为技术
欠缺、管理不到位、没有销售渠道等原因，
从产业中受益不多的情况后，赵巍妮积极
联系兽医，定期给郑选民进行养殖技术指
导，教他科学管理的方法。同时，经过多
方打听，赵巍妮协助郑选民打通销售渠
道，帮助他把羊高价卖出。此外，她还帮
助郑选民提高果园管理水平，在闲置地上
种植玉米，多渠道增加收入。

“我养羊一年算下来，能收入 1万多
元。3亩果园收入 1万多元，家里还有 6
亩玉米，也能收入 1万多元，几项产业合
计下来，我一共能收入将近5万元呢。这
多亏了赵书记对我的帮助，她可真是帮了
我的大忙。”郑选民细细地计算着自己的

收入账，对赵巍妮有说不尽的感激。
沟头村共有脱贫户 18户 60人，经过

赵巍妮的帮扶，去年除 6户兜底户 16人，
剩余的 12户 44人，人均年收入都超过了
1.2万元。

驻村期间，赵巍妮积极和县级各部门
协调对接，争取项目和资金。2022年，她
协调相关部门对村里的3759米巷道进行

硬化，并安装路灯 82盏，修建水渠 3980
米、文化长廊 600平方米，村里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加强，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

“道路硬化以后，给我们日常生活带
来了不少方便，下雨天出行再也不用溅一
身泥了。到村上来收苹果的客商也可以
直接开着大货车进村收苹果，对果农来说

既省时又省力。”村民刘慧高兴地说。
驻村以来，赵巍妮以党建为引领，结

合沟头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村子
详细的发展计划。她带着村民先后新建
矮化密植园 45亩，搭建防雹网 670亩，组
建了 6支志愿服务队，养殖牛 280头、羊
400只，全村 171户 680口人，人均纯收入
由以前的不到 7000元，提高到现在的 1.2
万元以上。

“赵书记工作雷厉风行、敢抓敢管，我
们村‘两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短短的两年时间，村子的产业
发展、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都有了很大提
升。”沟头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怀说。

在村“两委”及赵巍妮的共同努力下，
沟头村 2021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村”“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基层党
组织”，赵巍妮也被评为 2022年度全县

“优秀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对我而言，是一条条新修

的乡间水泥路，是一块块新搭的防雹网，
是村民们实实在在增加的收入，第一书记
就是村美民富的先行者和带头人。这两
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比起沟
头村群众的期望，我觉得我还应该做得再
多些、再好些。”赵巍妮说，两年多驻村工
作即将结束，下一步，她会积极与新任第
一书记做好交接，不论今后她身处哪个工
作岗位，都会继续关注村子的发展，力所
能及地支持沟头村发展。

她力量乡村振兴

做村美民富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记洛川县老庙镇沟头村第一书记赵巍妮

通讯员 张敏 王刚 记者 孙艳艳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深秋时节，黄龙县的苹果红了、玉米
黄了、核桃熟了……一幅五彩斑斓的丰收
画卷徐徐展开，农民的笑容绽放在这个金
色季节。

近年来，黄龙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
动摇，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持续促进

“4+X”产业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步推
进，特色产业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绘
就了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的壮美画卷。

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时下，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在黄龙
县三岔镇，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
头，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

“今年苹果品质好，能卖个好价钱，今年
收入有保障啦……”三岔镇梁家山村果农赵
家军带着十几名工人正忙着装箱打包。

三岔镇是苹果产业大镇，目前有苹果
5万亩，其中乔化苹果3.8万亩，矮化苹果
1.2万亩。2022年，全镇苹果总产量3.2万
吨，产值 2.2亿元，苹果早已成为群众的

“致富果”。
为进一步助力苹果产业优质增效，该

县启动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工作，完成创建“双园”9个，苹果效益园
稳定在9万亩，预计年底全县苹果产量达
到11.96万吨，鲜果产值6.86亿元。

走在白马滩镇河西坡村田间地头，随
处可见熟透的硕果沉甸甸地挂满枝头，远
远就能听到竹竿敲打核桃的声音。农户

们正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捡拾核桃，满
脸都是收获的喜悦。

一大早，趁着好天气，白马滩镇河西
坡村村民潘建成联系了客商前来收购青
皮核桃，他今年种植核桃50亩，每亩平均
收入2000元左右。

为进一步提高核桃产量，今年，黄龙
县改造核桃低产园 3000亩。截至目前，
全县核桃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6.9万亩，其
中良种核桃达12.9万亩。

蜂场里到处是忙碌的场景。一橱橱
蜂箱整齐摆放在丛中，成群的蜜蜂从蜂箱
口飞进飞出采花酿蜜，蜂农揭开蜂箱，拎
起蜂巢，蜂巢里贮满了金黄色的蜂蜜，这
是白马滩村民在蜂场里日常忙碌的景象，
也是黄龙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法宝”。
目前，黄龙县建成智慧蜂业基地10个，成
熟蜜产量达到5万公斤。

中药材产业也铺就了黄龙群众的致
富路。

今年，界头庙镇碾子塬村以打造“黄
土高原连翘第一村”为总目标，制定了当
年夯基础，次年做提升，三年成景区，最终
实现“连翘遍地栽，黄花满坡开，旅游好风
光，群众乐开怀”的新型产业发展思路。
如今，连翘种植已成为碾子塬村群众致富
的“新路子”。

据悉，黄龙县立足实际，大力发展中
药材产业，中药材种植不断向专业化、规
模化种植迈进，拓宽了群众致富路。预计
今年年底，全县建成中药材药源基地 3.5

万亩以上，实现“人均一亩药”的目标。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瓜果飘香，绿满山川。在黄龙县的田
间地头，果农们正忙着秋收，到处都是欢
声笑语。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展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黄龙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
山冷凉蔬菜、菌菇、渔业等特色产业，特色
产业日益成为群众增收的有力补充，县域
产业发展实现多点开花，硕果累累，为实
现和美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时下，正是瓦子街镇蔬菜丰收的季节，
放眼望去，蔡家川村蔬菜基地的蔬菜地里，
精心培育的西红柿、辣椒、白菜、甘蓝、萝卜
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丰收的号角吹响，采
摘、搬运、分拣，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

在瓦子街镇张宪食用菌基地也是一
派繁忙的景象。一排排标准化的食用菌
温棚宽敞整洁明亮，工人们正在加工菌
棒，清棚、消毒、混料、装料、灭菌、搬运、接
种，有条不紊地进行流水式作业。

今年以来，瓦子街镇积极推动优势主
导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
积极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引进穴盘育苗机
2台、机械化蔬菜栽植设备3台，改造危旧
温室 30余座，辐射带动农户种植高山冷
凉蔬菜千余亩，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生
产，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除了蔡家川村蔬菜基地，全县目前还
建成有瓦子街佛庄寺标准化育苗基地和

瓦子街镇元垛村、圪台乡马场村、石堡镇
吉家湾村等设施蔬菜基地，种植品种以西
红柿、辣椒、豆角、白菜、甘蓝等为主，推行
标准化育苗，机械化移栽，进一步完善了
蔬菜产业基础设施。今年，黄龙县全面完
成高山冷凉蔬菜 1.3万亩，新建设施农业
300亩，产量达到2.87万吨。

界头庙镇红罗圈村种植的圣女果也
让村里“火”了一把。该村将圣女果作为
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引领带动群众进一
步扩大圣女果产业规模。截至目前，红罗
圈村已有30多户村民在自家地里种植圣
女果，总计 600余亩，其中村集体种植 30
亩，预计一年可为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

蓝天白云下，在崾崄乡白城桥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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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烟叶运送到烤房编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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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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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种植了 50亩烤烟，根据目前
的长势，每亩地可以产生200公斤左右的
烟叶，亩产值可达3500元以上，纯收入可
达10万元以上。”种烟大户杨思太高兴地
告诉记者。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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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延长县安沟
镇杨道塬村又迎来了一个富裕年景。
一个个红彤彤的“小灯笼”成熟了，它们
被采摘下来后准备装车，一辆辆三轮
车、大卡车在果园里来来去去，果农们
正在树下忙碌，大红苹果映红了他们喜
悦的脸庞。

在该村的“互助幸福院”里，老人们
集体吃完饭后坐在院子里悠闲地晒着太
阳，高兴地拉着家常话，旁边的酒厂里飘
出阵阵酒香，沁人心脾。

以苹果为主要经济产业的杨道塬
村，全村 130户村民，果园面积 900多亩，

人均 2.6亩。近 20年来，该村平均年产
值在 490万元左右。2022年，果农贺克
亮依靠苹果产业，收入超过 32万元，杨
峰、高树平、贺明亮等村民，仅苹果一项，
收入也超过30万元。

站在地边望去，一片红彤彤的果
园。果园里，苹果果型端正、色泽红润，
捧在手上，光滑圆润，咬在嘴里脆甜爽
口，水分很足。村里不少果农已经将苹
果分类装箱，这些苹果还没采摘时就都
被果商预订。今年的苹果价格可观，杨
道塬村仅苹果产业的收入，预计不下500
万元。

同样红火的还有该村的酿酒产业。
去年，安沟镇政府支持 50万元，村民贺
利军捐赠酿酒设备两套，创办了杨道塬
酿酒厂。村上将 400多亩坝地、沟条地
种植了玉米高粱、豆类作物，收获的玉
米、高粱等被定售到酒厂用作酿酒材
料。酒厂创办之初拟定，酒厂生产的酒
遇村里红白喜事宴会时，以低价销售给
村民，实行订单农业互惠互利。酒厂酿
造的“杨道塬酒”醇香绵厚，顺鼻顺喉，很
受市场欢迎，周边村民也来争相订购。
此外，酒厂还与贵州、山西等地的大酒厂
签约，销路不用发愁。

与此同时，安沟镇还鼓励杨道塬村
民代销分销酒，实行提成让利，打通了销
售渠道，拓宽了市场新思路。今年，杨道
塬酿酒厂创造利润68万元。

苹果产业、农业种植、白酒酿造及其
他产业的收入，让杨道塬村今年的总收
入达到了 600万元，多数冒尖户的收入
超过了 30万元。村民们在县城或延安
市城区购买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了，只要勤劳肯干，一年能挣 30万元，可
不是跟城里人一样了。”说起现在的生
活，杨道塬村的不少年轻人满脸喜悦。

本报讯（通讯员 梁晓丽 记者 王静） 金秋十
月，宝塔区青化砭镇的 1.55万亩苹果喜获丰收，一颗
颗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映红了果农幸福的笑
脸。站在青化砭镇赵家沟村山上放眼望去，连块成
片的果园里白色的防雹网整齐搭建，百亩果园尽收
眼底。今年，全镇苹果产业共套袋 7700万只，预计收
入达8000多万元。

“还是党的政策好。这两年村上的生产道路硬
化了，防雹网也搭上了，今年的苹果收成是真不错。”
赵家沟村果农马文清一边忙着给苹果卸袋，一边乐
呵呵地说。马文清是镇上出了名的果业大户，今年，
他的果园预计产苹果近2万公斤，收入15万元。

青化砭镇地处宝塔区北部，海拔高、光照足，昼
夜温差大，苹果色泽红润，味道脆甜可口。该镇党委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积极推进“党群合力深入果
园地头，聚焦苹果产业大发展”新实践，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跟时令季节变化特点，
加大扶持力度，加强技术指导，从新建幼园、搭建防
雹网、拉枝修剪、果花防冻、病虫防治、坑施肥水、抗
旱保收等多个方面为出发点，着力解决果农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截至目前，青化砭镇共硬化果业生产道路 2.6公
里，配备太阳能杀虫灯 30盏，完成果园防雹网搭建
500亩，修建集雨窖 700口、防冻坑 8000余个、小冷库
8座，建设美丽果园 2个、有机苹果示范园 3个，培育
果业栽植示范大户 55户，切实打造出镇有示范村、村
有示范园、园有示范户的果业发展新模式，为全镇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张亚宁） 正值
秋收时节，子长市的大量瓜果蔬菜集中上市。为从
源头上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子长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站到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进行
农产品抽样检测，用心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

“根据国家标准和子长大棚蔬菜的具体情况，我
们对杨家园则镇蜜蜂裕村大棚蔬菜基地大棚西葫
芦抽样后，再带进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一般
当日就会公布。”刚刚结束采样工作的工作人员张
娜说，“我们通过精准的检测，用科学的数据切实助
力农户科学种植、合理施肥、不断增收。”

张娜是子长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一
名检测员，连日来，她和其他工作人员分组对子长
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大棚蔬菜、露地蔬菜
等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等项目检验检测，从源头杜
绝不合格农产品上市销售。

杨家园则镇蜜蜂峪村就是检测的一个重点村，
该村以大棚传统蔬菜种植为主，全村共发展蔬菜大
棚 85座，每棚年纯收入 2.5万元以上，户人均收入达
到 1.5 万元。为做大做强这一支柱产业，由村“两
委”牵头，该村定期邀请子长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站到村上开展检测，按照相关标准对生产出
售的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进行检测，确保销售的蔬菜
质量合格。

“有了安全检测，我们种植蔬菜更安心。大棚蔬
菜的品质提高了，我们种植的农产品销售起来大家
也更放心。”杨家园则镇蜜蜂裕村党支部书记郭顺
宏说，“通过安全检测一方面可以为村上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把关，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增加种植户的
收入。”

像杨家园则镇蜜蜂裕村这种检测检验助农增收
服务，已经成为子长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的工作常态。该检测站紧紧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

“守底线、防风险、强监管”要求，强化责任落实，扎
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涵盖群众日常食
用的茄子、西瓜、黄瓜、苹果、桃子、早酥梨等 20余种
蔬菜和水果。同时，该站还积极向农户宣传农药安
全使用、安全间隔期等知识，有效强化农产品生产
者作为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筑牢农产
品质量安全防线，助力子长农业高质量发展。

该站站长张军表示，今后，他们将加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检验工作力度，以近期热销的蔬菜、水
果等农产品为重点进行抽样，将抽样与检验相结
合，突出问题导向、树牢风险意识，同时加大开展常
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频次，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
进入市场销售，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生态沃野流金时 喜看丰收粮满仓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 赵巍妮（右）查看村上苹果长势

看小康走进乡村

蔬果美酒齐飘香
通讯员 焦文栋

苹果红 果农乐

● 果农给苹果卸袋

农残检测进田间
农户销售更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