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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闻

今年以来，宝塔区委、区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主动顺应从脱
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抢
抓国家乡村振兴局把延安作为工作
联系点的重大机遇，始终把发展乡村
产业、促进就业创业、防范化解风险
等作为“守底线、增收入”的关键之
举，聚焦目标任务，强化顶层设计，健
全工作机制，持续精准发力，有效促
进了群众增收、乡村振兴。

纲举目张强机制

宝塔区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三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成立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领导小组，制定《关于促进农户和脱
贫户持续增加收入政策措施的意
见》，形成区级领导带头抓、乡镇党政
主动抓、行业部门分线抓、帮扶单位
定点抓、社会力量合力抓的格局，确
保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在此基础上，宝塔区强化投入保
障，按照“保持财政投入总体稳定”要
求，坚持“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原则，以巩固衔接年度计划为
导向，整合财政投入，撬动金融投入，
增强社会投入，年度累计投入各类资
金 39854万元，确保脱贫群众增收有
保障。

该区还建立了行业部门和乡镇、
村组之间的联动机制，明确任务分工
和主次责任，建立定期调度跟进、督
导督帮跟进、通报约谈跟进、媒体宣
传跟进相结合的“四个跟进”工作机
制，扎实推动促进农户增收工作到村
到户。

牵住产业“牛鼻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农民要增收致富必须有产业带
动。宝塔区扭住产业发展“牛鼻子”，
持续巩固扩大苹果、蔬菜、种养殖等
主导产业优势，按照产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思路，抓好产
业基地建设、产业体系建设、全产业
链建设，让农业经营成为更有效益、
更有奔头的产业。

宝塔区紧紧围绕“苹果种植业这
个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持续在稳
面积、提质量、增效益上下功夫，大力
推广乔化密植管理技术和成园“七
项”关键技术，全面打造宝塔区 20万
亩有机苹果基地建设。完成残败老
果园改造3800余亩，预计今年苹果产
量达 43.3万吨、产值 24亿元，果农人
均收入达1.8万元。

在设施蔬菜产业上，宝塔区坚持
提升温室菜、扩大弓棚菜、稳固露地
菜“三菜并举”的发展思路，打造设施
蔬菜、畜牧、小杂粮 3条产业链，启动
实施产业链项目22个，完成投资3948
万元，新增加规模养殖场6个，新建设
施蔬菜面积1500亩，小杂粮种植面积
达 5.29万亩，预计畜牧业、蔬菜种植
业实现产值15亿元。

在农业产品品牌上，宝塔区积极
创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冯庄
乡康坪村、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万花
山镇佛道坪村 3个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延安苹果”“南泥湾蔬菜”“甘谷
驿红薯”“延安洋槐蜜”等农产品品牌
影响力持续提升，“延安有我一棵苹
果树”累计认养17.9万棵。

同时，宝塔区狠抓特色产业培

育，逐步提高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发展比重，市级衔接资金不低于
80%，区级资金不低于 60%，一体规
划、协同推进脱贫村和其他村、脱贫
户和其他户产业培育。鼓励发展适
合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经营的农
产品初加工产业，建成一批农产品
加工专业村镇。有针对性地支持带
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发展主体，
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着力提高
脱贫人口家庭经营净收入比重。投
入资金 80万元，用于小杂粮、湖羊养
殖、休闲农业、甘谷驿红薯、食用菌、
冯庄甜瓜等特色产业建设；投入资
金 205万元，统筹扶持发展果品、蔬
菜、杂粮等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
工，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产
业延伸到高附加值领域；充分利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5000 万
元，先后建设省市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 19 个，其中省级 2 个，市级 17
个；投入资金 75万元发展农民专业
示范合作社 636 个、示范家庭农场
611个，职业农民达到945人。

多措发力保就业

今年以来，宝塔区认真落实“稳
就业、保民生”的工作要求，不断扩大
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精准发力，
拓宽就业，重点带动脱贫群众、监测
户、边缘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就业增
收，巩固了脱贫成果。

拓宽渠道保增收。持续加大脱
贫人口稳岗就业力度，实施整合资源
对接、发展就业载体吸纳、创新创业模
式带动、因地制宜就地安置、技能培训

示范引领“五个一批”增收措施。细化
“四色管理”工作机制，建成社区工厂、
就业帮扶基地等载体27个，开发公益
性岗位和临时性过渡岗位1283个，脱
贫人口就业创业安置5765人，务工人
数较2022年的5429人相比上升9.4%。

强化培训促增收。围绕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目标任务，宝塔区坚持技
能培训和就业稳定“两提升”，开展果
树种植、畜禽养殖等产业培训 23期；
开展电子商务等职业技能培训27期；
开展快递员、餐厅服务员等企业员工
培训 10期，完成培训各类人员 3049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661人），落实补
贴170余万元，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增
加收入。 2023 年省市外转移就业
2755人，自主创业86人。稳岗就业规
模居延安市前列，人均工资性收入增
长较2022年上升9.3%。

开发人力资源带动增收。制定
了《宝塔区关于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
的实施意见》，做好农村人力资源开
发利用。把服务乡村振兴的农业、科
技、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作为引才
重点，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各方英
才。近年来，引进和培育乡村振兴人
才 3240人，其中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116人，产业发展人才 516人，乡村公
共服务人才 1891人，乡村治理人才
636人，农业农村科技人才 81人。强
大的人力资源构成了宝塔区“守底线
促增收”的核心力量，为宝塔区乡村
振兴注入了强大活力。同时，开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培育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个、示范合
作社 636 个、示范家庭农场 611 个，
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

经济发展“提速”幸福生活“加码”
——宝塔区聚焦增收任务严守返贫防线

通讯员 白菲 杨旭

他躬耕于黄土，二十多年如一日。
当年，他告别三尺讲台投身造林事业，
让千亩荒山变绿色林海，更让小小杏仁
榨出食用油，成为健康食品。从传道授
业解惑到引领绿色产业发展，他在黄土
地上蹚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发展的新路
子。他就是延安市金果农副产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文祥。

满腔热血 投身造林

柏塔村，位于延长县张家滩镇，是
陕北黄土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
山村。24年前，“漫漫黄沙、广种薄
收、入不敷出”是当地村民生活的真实
写照。此时的党文祥是县中学的一名
英语教师，收入稳定且受人尊敬。那
时，从农村考上大学，能够拥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是令很多人向往的。而此
时的他却做了一个让许多人难以理
解，更让家人难以接受的决定：离开三
尺讲台，投身土地，植树造林。

时光如梭，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
已步入了中老年。回望来路，党文祥
心怀感激，他为自己能够与时代同频
共振而欣慰。

199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
命在延安大地展开。党文祥日思夜
想，多次实地调研，最终将目光投射于
发展仁用杏上。这一年，36岁的党文
祥与柏塔村约定承包了 30年的 1300

亩土地，广植杏树。
1999年，柏塔村的深秋，秋风肆

虐，黄土飞扬。百名农民如约而至，开
启植树事业，挖坑、栽苗、浇水，数日之
内，千亩之地栽满了8万株杏苗，后期
陆续种植达到15万株杏苗，党文祥和
柏塔村百名村民在这片黄土地上书写
了自己的人生壮举。

筚路蓝缕 栉风沐雨

栽树之初，党文祥缺乏经验，杏苗
栽上了，成活率却很低。望着自己亲
手栽种的树苗大片枯死，他看在眼中，
疼在心里。当时，党文祥和村民一起
吃苦干活，下山挑水，从山上到沟底往
返 10多里地。党文祥决心带领村民
共同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浇水问题。
那段日子，他坚守在工地，浑身沾满了
泥土。路通了，杏苗浇水问题得到了
解决。党文祥雇车拉水，并邀请农业
专家给大家普及种植技术。

从延长县城到柏塔村，山峦绵延
起伏，路途遥远，有 40公里。党文祥
周而复始行走于这条漫漫长路，渴饮
沟河水，饥食干馒头；白日忙种植，夜
宿土窑洞，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有时
深夜，还独自一人开车为山里运送生
活用品，沿途还得时刻警惕深沟崾
崄。寒来暑往，吉普车接二连三被跑
坏，他仍一心扑在柏塔村这片寄予希

望的杏林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 1999

年始，历经 3年种植及补植，15万株
杏林立于这片黄土地。到 2008年，
这片杏林进入盛果期，造就了延安最
大的杏林基地。此时的党文祥，有了
一个更大的创业想法：开发杏仁，增
加其附加值。

慧眼独到 潜心研发

如何推进农业产业绿色转型，党
文祥又开始了深思和探索。偶然的一
次，听闻很多杏仁被送入制药厂，这激
起了他儿时关于杏仁的记忆，因那时
家境不太好，母亲常用捣碎的杏仁，在
锅里擦一擦、炒一炒，出现油花后，再
倒上土豆、南瓜，便成了他儿时最难忘
的味道。另外，母亲还常用炒熟后的
杏仁给咳嗽的弟弟止咳。杏仁可以出
油食用，且有医用功效，这深深烙在了
党文祥儿时的记忆中。

基于这样的生活常识，他查阅相
关资料、外出学习、实地考察，欲将杏
仁研发成一种食用油。2008年，党文
祥注册了延安市金果农副产品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东区
开发区。他决定要生产出一种有助大
众健康且味道鲜美的杏仁食用油。

“不能只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
健康，食品行业最考验一个人的品格，

一个企业的良心，容不得一点马虎。”
党文祥心怀工匠之心，说到更要做
到！研发初期，因其中某项质量参数
与标准相差几毫克，他便把已经产出
的半吨杏仁油全部当做废品处理掉
了。历经6年潜心研发，不断实验、总
结，终于榨出符合食用标准的有机杏
仁油，并且连续10年被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认证为有机产品。

企业刚刚有了起色，新冠病毒持续
3年，这让他曾一度陷入困境。然而他
没有放弃，一直坚守着，并为今后发展
谋划准备。今年，除生产有机杏仁油以
外，他与本地实力企业共同合作，推出
有机杏仁油糕点，受到本地星级酒店欢
迎，对外已销往北京、河北等地……

昔日，柏塔村村民只能靠天吃饭；
如今，村民及周边村民可采摘仁用杏
增加创收。展望未来，党文祥有着更
美好的愿景：做大做强有机杏仁油，今
后 5到 10年，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建
立 100万亩杏林种植基地，力争实现
每年生产15万吨有机杏仁油，让小小
的杏仁成为一项大健康产业。

绿染荒山“杏”福满园
——记延安市金果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文祥

董战雄 记者 赵秉瑜

（上接第一版）
自建成运营以来，金延安景区

以红色文化为核心，不断探索“旅
游+”融合发展，打造了中国红色文
化旅游发展创新模式，将文化演艺、
主题民宿、康养旅居、红色研学等多
元化业态相结合，构建起集“养、宿、
体、智、娱、旅、研、教”为一体的大型
文旅综合体。即便在冬季，也有冰
雪运动、温泉水疗、特色民宿吸引着
游客纷至沓来。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用好用
活延安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提
升园区文化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旅消费需求，
为延安乃至陕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副
总经理张小伟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
人们生活方式的持续革新，文化产
业和旅游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
新动力。近年来，我市将重大项目
作为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着
力点，跟进南泥湾现代休闲旅游观
光农业项目、延安长征文化旅游复
合廊道示范段建设、延安1938文化
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等一大批文旅项
目。2023年 18个市级重点文旅项
目计划投资33.69亿元，已完成投资
26.99亿元，完成占比80.09%。

全域旅游绘就新画卷

在推进全域旅游过程中，我市
重点打造“一核五区”发展格局，让
旅游从“红色”走向“多彩”，不断丰
富旅游业态、满足市场需求，真正让
旅游“软黄金”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硬支撑”，更广泛、更切实地惠及
民生。

毛建忠在延安从事餐饮行业
20余年，随着口碑和市场的不断提
升，他有意扩大规模建新店。“我们
当时在枣园、中心街等地都进行了
考察，最后将新店地址选在宝塔山
下，就是考虑到景区附近游客多。”
2020年，老延安餐饮店正式投入运
营，新店面积比老店整整大了3倍，
营收也翻了番。“我们将特色菜品和
陕北文化进行了结合创新，很多游
客都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越来越
好，我们都享受到了延安文旅发展
带来的利好。”毛建忠感慨地说道。

在延安各个旅游景区、景点以
及旅游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深
受游客喜爱。“我们公司现在有 300
多种文创产品，都是围绕红色文化、
延安特色设计的，其中腰鼓玩偶、文
化衫、书签这些产品都非常受游客
欢迎。这些产品不仅丰富了游客的
旅游体验，加深了对延安的印象，也
成为旅游消费的新趋势。”延安故事
宝塔山店店长王菊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安文旅产
业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阔
步前行，通过不断完善旅游产品和
服务供给体系，繁荣旅游市场，发挥
旅游带动作用，释放“一业兴、百业
旺”的乘数效应。如今，文旅产业已
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和
老百姓的幸福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
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抓
住文旅市场加速回暖的良好势头，乘
势而上，着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景区提
档升级，文旅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全
力打造500亿级文旅产业集群。”延安
市旅游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贠延军说。

文旅“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你晓
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几十
几道湾上有几十几只船哎？几十几
只船上有几十几根杆哎？……”12
月 18日，延安市各界文化名人、学
者，优秀艺术人才和会员代表汇聚
延安金泽酒店，共同庆祝延安市
音乐协会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
上，群英荟萃，歌声飞扬，器乐铿
锵，音协会员们用音乐抒发情怀，
激荡奋进旋律。

在音乐表演环节，一首激昂奔
放、磅礴雄壮的《龙的传人》将现场
的气氛点燃，随后《一对对鸳鸯水上
漂》《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陕北好招
待》《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小桃
红》《向往》《黄河船夫曲》《一壶老
酒》《一喝酒就想唱两句》等一首首
脍炙人口、传唱不衰的经典音乐作
品，在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获得
者张丽、著名音乐唱作人冯晓荣、国
家一级演员李海英等名家大咖的演
奏演唱下，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
推向高潮，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长
久掌声和响彻现场的热烈喝彩。

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海英
表示，延安音协的艺术家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积极推进文艺创新，做时代风气
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牢记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大力践行“爱国、为
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
观，下基层进厂矿，源源不断从火热
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
展示出新时代延安人民追赶超越的
生动实践。

2023年，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在
音乐创作和“文艺六进”志愿服务方
面硕果累累，先后创作推出《天下黄
河》《盛世龙腾》《心中的山丹丹》《我
的三哥哥》《风吹桃花红》《一嗓子吼
到天边边》等数十首原创音乐作
品。其中，《中国巾帼志愿者之歌》
荣获全国妇联“十大优秀歌曲”，刘
乐为电视动画片《延安童谣》创作的
《我是延安小娃娃》在央视播出，网
络播放量达635万，市音协理事、青
年歌手张丽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音乐
最高奖——金钟奖，陕北民歌《擀毡
调》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还有多位歌手在中省市各类音
乐大赛中获奖。

音协会员欢聚一堂 尽展歌喉抒发情怀

本报讯（记者 周家天 牛恩远 潘
文静） 12月 23日至 24日，2024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

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进一步服务
好广大考生，延安大学团委组织全校
220余名青年志愿者，服务 2024年研究
生考试延安大学考点151个考场的5759
名考生。

延安大学考点共设立5个青年志愿
服务点，220余名志愿者分4个批次坚守
岗位、倾心服务。青年志愿者们提前到
达考点，积极维持现场秩序，热情为同学
们指引考场位置，帮助考生存放个人物
品，为考生加油助威，给考研的学长学姐
们送去了温暖。在服务过程中，不少志
愿者出现眉毛结冰、刘海结冰等现象，但
志愿者们不畏严寒，耐心服务，确保了考
试的正常进行。

“在志愿服务中，我们时刻以延安精
神为指引，坚守初心，立志为考生们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展现延大学子的风采和
担当。”延安大学志愿者赵品一说。

志愿服务 温暖考生

（上接第一版）
陈超是延安大学石油工程与环

境工程油气储运21级学生，今年还
在读大三，延安市红十字会志愿者
宋涛陪他一起去西安完成了捐献。
心地善良、低调内敛的陈超本来想
偷偷完成捐赠，走的时候只说要请
假看病。等班主任牛保明发现了他
的行踪时，他已经躺到了捐献的床
上。“当时真是既生气又欣慰。”牛保
明激动地说，“孩子做这么好的事，
就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偷
偷走呢？我打电话告诉他，好好完
成捐献，我和同学们在火车站第一
时间来接你！”

“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决定！”在
老师牛保明口中得知陈超捐献的具
体情况后，陈超的父母也给了他坚定
的支持。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血

液向外输出，陈超仿佛看到一个生命
和一个家庭欢呼雀跃的情景……

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他人生
命的高尚行为，也是一个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延安市
红十字会加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
力度，广大市民特别是大学生积极
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入库 7142
例志愿者信息，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7例。

牛保明表示，要大力表彰宣传
这种奉献精神，弘扬大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善行义举，激励更多人向
陈超学习，做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大
学生。延安市红十字会“三血”工作
负责人苗梅说：“陈超很有勇气，值
得大家学习。希望更多人主动参与
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宣传，推动无偿
献血，挽救更多的血液病患者。”

延安大学学生陈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创业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