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红：返乡再创业“种出”幸福来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贾寰

秋收时节，在延长县的山峁间、沟坝
地，到处可以看见农民忙碌的身影，摘苹
果、挖红薯、掰玉米……丰收的喜悦溢满
了他们脸颊。

记者驱车来到该县郑庄镇赵庄村，沿
着公路两旁望去，大面积红薯在机械的辅
助下，依次从土壤里蹦出。

“小伙子，快来，快来……”看到记者
举着相机，刘红扯着嗓子喊道，“你们是记
者？”

“是的，大姐。”
“太好了，能不能帮我宣传下我的红

薯。”
在简单交谈后，刘红讲起了自己与红

薯的情缘。
刘红今年有 52 岁了，是赵庄村村

民。别看是一位农村妇女，她非常有思
想、有魄力、更有韧劲。前几年，由于丈夫
得了一场病，家庭生活的担子落在了她一
人身上，在她看来，生活就是要不停歇地
努力奋斗，靠自己的双脚蹚出一条路子，
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一番事业。“好日子是
靠汗水和付出换来的，再苦再累都得坚持
下去。”刘红说，她独自一人远赴广西打
工，从事保洁行业，她兢兢业业工作、踏踏
实实做人。骨子里的实在和善良，使她从

开始时的没订单到后来的订单不断，还成
立了自己的保洁公司。“最好的时候 7天
能挣9000元。”刘红话里掩饰不住自己的
高兴。

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虽然挖到了第
一桶金，但刘红始终惦记着家乡，放心不
下家人，年过50岁的她毅然返乡，开始再
创业。

“这几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
好，我们镇红薯产业的发展势头也好，我
就决定种红薯。”由于几年的外出经历，刘
红视野比较开阔，思想也较为超前，一下
承包了村上7户人家的30亩地，开始打造
自己的红薯“庄园”。

要成事前期准备一定要足。刘红一
有时间就与镇上的种植大户进行交流学
习，向村里的“土专家”取经提升，每次政
府组织的技术培训她都没有落下，一边摸
索，一边前进。很快，她就在育苗脱毒、土
壤培育、栽植管理等方面有了不少经验，
算是“半个专家”，还自制了“大棚”作为

“育苗基地”。
“我种的是老品种红心红薯，很甜、很

软，今年红薯大概有5万多斤，希望每公斤
能卖到6元，我就非常满意了。”刘红说，她
还订购了红薯保护网，设计了红薯商品
箱，通过快手平台积极推介自己的产品。

万事开头难，就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在红薯种植期间，刘红也遇到了不少困
难，如劳动力人手不够、资金投入短缺、市
场销路闭塞等，但她没有灰心，而是越挫
越勇，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实践，在她身上
看到的是不服输的精神。她说：“生活有
酸甜苦辣，但一定要奋斗。”

小康梦圆

● 刘红收获的红薯

地中有“术”致富有路
本报讯（通讯员 林萌 兰皓天 记者 姜顺） 10月

28日，记者走进黄陵县店头镇建庄村地里，只见挖药机
来回穿梭，一个个带着土球的苍术从土里冒了出来，村
民们忙着用锄头把一个个“小土球”刨到一边，现场忙碌
热闹，药材的清香扑鼻而来，尽是一派丰收的喜悦景象。

近年来，建庄村积极转变思路，充分挖掘地域资源
优势，引导带动村民发展苍术种植产业，并抱团发展，
流转土地集中管理，引进中药材种植公司，以合作方式
建成中药材苍术示范种植基地，带动村集体经济联合
社和村民种植，通过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该村种植苍术 3200余亩，建设育苗基地 80
亩，已形成每年苍术采挖自主循环，每年可收获苍术
500至600亩，产值达到2000余万元，2022年人均收入
接近 2万元。该村还谋划落实苍术品质保护、种苗繁
育、品牌树立、销售直通的优“苍”增值“四计划”，让苍
术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保障群众增收致富的稳
定产业。

在镇党委的牵头下，该村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
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创
建了建庄苍术国家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推动建庄苍术
实现“品牌化”。同时，对接和联系省内外知名药厂，签
订原产地销售保障协议，加快落地建设产地趁鲜加工场
等，持续增加苍术产业抗风险能力和产品附加值。

“近日，我们的苍术基地被省科学技术厅、省中医
药管理局确定为陕西省药用植物科技示范基地。”该村
党支部书记张海灵说，目前，该村苍术育、种、采、销一
体推进，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运营体系逐步形
成，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了。

红薯甘甜 喜上眉梢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张敏 王刚）“这

个红薯在2.5公斤左右呢，咱装的时候都慢一点，不敢
把红薯碰烂了……”11月1日，在洛川县杨舒便民服务
中心太月村田河组红薯基地，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
在采收红薯。又大又密的红薯，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筐，
摆满了田间地垄。

田河红薯基地是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党委和村干
部，结合村子处于洛河峡谷地带地势特点，通过多次外
出考察，于今年建立起来的村集体产业。该项目的目的
就是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解决村上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同时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巩固了脱贫成果。

今年 64岁的王夏梅是村里的脱贫户。今年他将
35亩地承包给了红薯基地，每亩地一年获得1000元的
承包费，一年下来他就固定有 3.5万元的承包费。而
且，她还在基地打零工，说到今年的收入，难掩心中的
喜悦：“我们老年人在‘家门口’打零工就能挣了1万多
元，红薯卖了以后，还能给我分红。”

村党支部书记郭书生介绍说，今年该基地红薯每
亩地产量大约在3500公斤，总产值大约是100万元，按
照每公斤 1.8元的价格算下来，最后的收益 90余万
元。村上将拿出7%给脱贫户分红，10%用于壮大村集
体经济，另外再拿出10%用于发展村上公益事业。

来自渭南大荔的客商王忠虎来这里考察了 3次，
把基地种植的“秦薯 5号”红薯拿回去做了个鉴定，证
明了这种红薯甘绵香甜、无筋无丝，口感非常好。目
前，他已经把这里的150亩红薯全部收购。

“我们要早点把这150亩红薯装完，争取早日把今
年的收入装进自己的钱袋子。”田间地头回荡着村民们
的开怀大笑。

驻进心里 扶出幸福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侧记

通讯员 苗生虎

他力量乡村振兴

金秋十月，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为了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弘扬央
企社会责任担当，10月 25日，长庆油田
分公司第一采油厂组织扶贫干部员工
深入吴起县长官庙镇梁岔村，开展消
费帮扶暨助农采摘活动。此次助农活
动，采油厂现场认购了 7万元苹果，再
次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石油红的动人色
彩。

自 2019年驻村帮扶以来，该厂累计
为梁岔村投入帮扶资金 400余万元，在
脱贫攻坚暨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上，主动
担起了央企的社会责任。

多方协调 架起扶贫连心桥

“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艰苦，
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单位派来一个人就要顶一个人用。”回
想起在长官庙镇梁岔村入户走访时的
情形，驻村工作队员马艾力依旧感慨良
多，“现在看到脱贫户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感到很高兴。”

2019 年按照延安市委、市政府要
求，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立即开
展驻村帮扶工作，从脱贫攻坚战到乡村
振兴，在工作的这 5年中，长官庙镇梁
岔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寻找“穷根”是解决问题根本，脱贫
攻坚首先要摸清摸透群众产生贫困的
原因。如果没有搞清楚贫困户的致贫

原因，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就无从谈
起。就这样，该厂的领导们多次深入田
间地头、村间院落，认真调研走访 27户
建档立卡户，听取群众脱贫的心愿，消
除他们存留的顾虑。为了把新思想、新
政策和县上的扶农惠农政策送到村民
身边，驻村工作队通过办板报、放广播、
说快板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让村民自觉
参与脱贫致富工作。

在长官庙镇“产业立镇”的发展规
划和该厂的大力支持下，梁岔村确立了
以发展苹果产业和养殖产业为主的发
展思路。为抓住市场机遇，带动村上苹
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该厂于 2020年同
西安民生银行协商投资引进资金 100余
万元，修建投产 400吨冷库一座，解决了

群众苹果储存问题。为了让村民出行
道路和苹果产业运输道路更加便利通
畅，该厂筹措资金 80万元，用于通组道
路建设，极大方便了百姓出行。

如今，梁岔村现有果园面积 3000余
亩，大力发展产业成了梁岔村致富的根
本之道。

真帮实扶 打通产业富民路

“我们既然驻村帮扶，就要踏踏实
实做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来。
要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
暖和实惠，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说起多年的驻村帮扶成果，该厂生产保
障部主任康海洲娓娓道来，“脱贫攻坚
暨乡村振兴工作不仅是政府帮扶部门

分内的事，也是我们企业应有的社会责
任。解难济困既是一种善举，也是企业
真心实意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该厂扶贫干部前往吴起县
长官庙镇梁岔村驻村帮扶已成为惯
例。他们积极与乡镇领导谋划方案，制
定具体帮扶措施。他们深入田间地头
和脱贫户家中，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为村民们转变思想、传授技术、捐献物
资、支助项目、帮扶致富，形成了一股股
爱心帮助的涓涓细流。

为了帮助他们发展长效产业，该厂
帮助梁岔村累计采购生猪 200余头，采
购金额 150余万元，大力发展生猪产业，
不断激发当地群众致富的信心和决
心。还邀请市县两级涉农部门给当地
脱贫户传授养殖、种山地苹果技术和售
后服务工作。积极组织安排每户至少
一个劳动力到专业技校，参加短期培
训，获得实用技能。同时，积极争取美
丽乡村建设资金，改善村容村貌。

据了解，2019年至 2023年该厂累计
投入资金 400万元，用于梁岔村产业发
展、道路维护、助学助残，美丽乡村建设
等。

正是在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
厂真帮实扶下，梁岔村 27户建档立卡户
已于 2020 年全部脱贫，人均收入由
2015年的 4500元增加到 2023年人均纯
收入 1.4万元。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张娜）“如果不是
以工代赈项目建成的这几公里村道，村里的苹果现在
还堆着呢。”看着满载苹果的货车开出村子，吴起县庙
沟镇大岔村党支部书记张彦虎特别高兴。他说：“这条
路，是村里的救命路，产业的振兴路，村民的幸福路。”

在庙沟镇以工代赈示范试点工程项目大岔村道路
修建现场，4.1公里的村道基本成型，一群忙碌的村民
正在抢修道路两侧的水沟。“我们参加以工代赈项目，
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在挣到钱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家
里。”村民张小琴说。“以前这条路很难走，一遇到下雨
天，路上都是稀泥巴，如今以工代赈为村里修好了公
路，泥巴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交通方便了。”另一个
参与的村民张怒高兴地说。

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过程中，吴起县始终把组织群
众务工、劳务报酬发放、激发内生动力作为推进项目的
重要抓手，助推乡村振兴。今年，该县实施以工代赈项
目3个，总投资1347.34万元，其中争取中央资金910万
元、县级资金437.34万元，累计吸纳341名群众参与工
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386万元。

“通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把岗位搬到村民‘家门
口’，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产业发展，为群众铺开了一条
增收致富路。”吴起县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许宁说。

以工代赈 路通村变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张轩钰）近日，甘
泉县下寺湾镇的玉米喜获丰收。与往年不一样的是，
今年该镇采用了地膜玉米增密度种植技术，效益更好，
亩产能增产三四百斤。

今年年初，下寺湾镇积极推广地膜玉米增密度种
植技术，免费向农民发放地膜并进行铺设。县里还给
种植户每亩补贴50元，并派农机中心前去指导应用新
品种、新肥料、新技术“三新”技术，采用覆膜起垄、精良
播种、增密度等“5335”集成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事实证明，新的种植技术集成良种、农艺、农机协
同增产增效，补齐土壤改良、灌排设施等短板，有效提
高了亩均产量，节约了种植成本，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下寺湾镇地膜玉米种植户白双荣告诉记者，他今年种
了十几亩地膜玉米，比普通玉米长势确实好，他对今年
的增产很满意。

同时，下寺湾镇还大力推广使用植保机等农机科
技装备，为农户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促进增收。据了
解，全镇100余户1600余亩地膜玉米均喜获丰收。

地膜玉米 喜获丰收

“今年我准备自己打 300多包，再买
上村上的400多包，牛的过冬草料就不愁
了。”10月 28日，子长市寺湾便民服务中
心凉水湾村村民王军一边忙着“打包”一
边说。

“打包”就是青贮。眼下正是牲畜越
冬度春饲草储备的黄金期，在凉水湾村玉
米青贮现场，村上3台粉碎打包机器同时
运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玉米青贮，现
场一片繁忙的景象。这些打包机器一天
下来能打400多个青贮包，王军种了20多
亩玉米，养了 40多头牛，对“打包”很关
注。

凉水湾村有发展畜牧业的传统。目
前，全村发展10头以上养牛户7户，20只
以上湖羊养殖户 13户，全面推广饲草青
贮加工以来，该村建立了“统一管理、统一
价格、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井伟介绍，全村
青贮玉米种植面积是 1140亩，预计今年
能打包 2万包。按现在这个价格算，农
民能增收 40万元左右。除自给自足外，
剩余部分主要销往子长市内及安塞、靖
边、宜川等地的养殖大户，实现村民增
收、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畜牧业发展的多
赢局面。

除玉米青贮以外，凉水湾村还通过建
设园区、调整产业结构，以农村“三变”改
革为契机，坚持支部引航、党员带头、群众
参与，把凉水湾的优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
业，全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全体
村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今年以来凉水湾村党支部以
打造“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样
板村为目标，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扶持产
业发展为主线，依托优势资源积极探索村
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建成村集体经济产
业园一个。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凉水湾扶
贫纯净水厂瓶装水生产车间，预计实现每

年盈利 10万元，可解决 15名村民“家门
口”就业，每年实现工资性收入 30万元。
引进了机电维修厂，租赁村集体土地，每
年村集体收入12.5万元，预计每年解决稳
岗就业 15人，每年实现工资性收入 30万
元左右。

“我们通过企业带动、合作社引领、种
植大户参与等方式，将在持续打造油桃、
葡萄种植、纯净水加工、青贮玉米种植的
基础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不
断发展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努力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凉水湾村
驻村第一书记行哲说。

多点发力，激活集体经济“一池春水”
通讯员 张龙 艾英 记者 叶四青

看小康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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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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访困难户● 帮助村民采摘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