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欢）新年
伊始，万象更新，游客出行热情高
涨。正月初四，在延川黄河乾坤
湾景区，游客们或漫步赏景，或驻
足打卡留念，热闹非凡。

除了感受自然风光外，飞越
黄河5D动感球幕和乘坐“天下黄
河第一索”成为许多游客青睐的
游玩项目，游客们通过5D动感球
幕可以一览黄河美景，乘坐索道
高空俯瞰母亲河，并许下新年美
好的愿景。民俗演艺也是景区内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节期间的
一场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

游客纷纷观赏并参与其中。
游客贺亮带着家人在景区游

玩，他说：“今天我们除了在主景区
打卡留念，还乘坐索道看了母亲
河，扭了大秧歌，玩得非常尽兴。”

据了解，延川黄河乾坤湾景区
在春节期间推出门票优惠以及购
门票赠送 5D动感电影和乘坐黄河
索道的优惠政策。景区还围绕龙
年主题，融合延川地域民俗、春节
传统文化，推出延川大秧歌、延川
非遗文化活动、延川特色美食走进
景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切实感受
到浓浓的年味。

大美乾坤湾 年味别样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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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交替又一年，春华秋实万
象新。回望过去的2023年，前行的
道路清晰、脚下的步履扎实，发展的
鼓点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的奋
斗歌响彻胜利吴起。

2023 年，吴起县坚持把开展
“三个年”活动贯穿到经济社会各领
域、全过程，紧扣市委“一六四”工作
布局，解放思想、大抓发展，全面实
施“六项战略”，发展底气更足、实力
更强、质量更高。

看强度：“绿色”经济共享共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23年，在延安市首批林业碳

汇交易签约仪式上，吴起县与国家
林草局西北院、北京元碳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首期碳汇量39万吨，
交易额1455万元，为全省首个国际
核证自愿减排碳汇项目。此次林业
碳汇项目成功签约是推动绿色转型
的有益尝试，标志着吴起县林业生
态产品价值转换上取得新的突破，
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绿色转型上
迈出新的步伐。

吴起曾是黄土高原生态脆弱、
贫穷落后的缩影。从1998年起，吴
起县在全国率先启动退耕还林工
程。经过 20多年努力，吴起从“面
朝黄土”走向“满眼苍翠”，林草覆盖
率从19.2%提高到72.9%。

近年来，吴起县大力发展以山
地苹果、畜牧养殖、设施农业为主
导，林产、水产、小杂粮为特色的生
态农业，以光伏、风电新能源为主的
生态工业，以多年生态建设成果为
依托的生态旅游业，有效拓展了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

在吴起县长官庙镇梁岔村的果
库，果商王瑞正在麻利地把苹果装
箱打包装车。王瑞家里有果园 20
余亩，2023年，王瑞自己种植的山
地苹果不仅销售一空，还在全县范
围内收购了 30余万公斤的山地苹
果进行储存和销售。随着春节的到
来，苹果的价格上涨，王瑞对冷库里
剩余的1万多公斤苹果进行装箱销
售。“目前，我们库里还有3000多箱
苹果，趁着最近苹果价格有所上升，
我准备把这些苹果全部销售出去。”
他说。

2023年，吴起县主攻山地苹果
首位产业，启动果园管护三年行动，
突出提质、改优、管护“三个重点”，
大力推进新建园、幼园、初挂园、盛
果园、效益园、低产园“六园”梯次分

类管理，加快现代果业建设步伐，完
成有机苹果认证5.43万亩。被省农
业农村厅授予“陕西省吴起楸子种
质资源保护基地”，同时吴起县还获
得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创建
资格。

“我公司 2023年 4月份落地，6
月份正式投入生产。不管是在前
期的手续办理，还是后期协助融资
等整个全过程都很顺利。”特锐豪
（陕西）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特锐豪公司）董事长尤金振
说。

该公司是吴起县通过招商引进
的一家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主要
从事光伏支架、组件、逆变器及储能
产品，包括风电塔筒内附件等风电
及光伏配件智能装备的制造。

2023年，吴起县深入实施“项
目支撑”战略，主攻产业，决战工业，
围绕石油、天然气谋划上下游产业，
不断延伸能化产业链条，以项目建
设和放量生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据悉，近期特锐豪公司与中交
集团、远鹏集团、博阳科技、西安建
工集团、国综绿能集团等企业签订
了3亿元订单。尤金振说：“企业满
负荷生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亿~
5亿元，可为当地缴纳税金 700万
元，带动就业100人以上。”

“绿起来”也“富起来”。胜利山
下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诠释。

看亮度：善谋实干凤来栖

招商引资，是城市发展的后劲
所在。

1月 24日至 26日，吴起县主要
领导在 2024年伊始之际带队先后
赴北京市、山东省东营市等地考察
企业四家，通过考察与陕西金九康
制药有限公司、山东威玛装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宏丰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山东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等企业就项目落地、仓储维修、精细
化工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吴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长征的落脚点，是全国退耕还林“第
一县”，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
县城，是蕴藏 4.5亿吨石油、1000亿
立方米天然气的能源型经济县。

丰富的红色、绿色和能源资源
是吴起县开展招商引资、推动转型
发展的最大底气。

2023年伊始，吴起县就全面吹

响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
“冲锋号”。全县上下主动出击“寻
合作”，精准招商“千里行”，一大批
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现在项目主体已经基本建成，
项目建成投运后，在突发断气的情
况下，可满足吴起县冬季取暖全口
径用气30天，民生用气12个月不断
供。”吴起县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站
项目负责人刘元说。

吴起县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站
项目是由延安汇能达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4.78亿元，
位于吴起县合沟，占地 166.2亩，建
筑面积17605平方米。项目建成投
运后，预计亩均投资330万元、亩均
产值572万元、亩均利税42万元，新
增就业80余人。

项目签约在纸上，更要落在地
上。为了让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
落地吴起，吴起县把招商引资作为
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号
工程”。聚焦“10+3”产业定位、聚
焦优化营商环境两个重点，采取“立
足油气资源优势招引精细化工项
目，围绕油服企业开展以商招商，依
托现代农业园区延链补链招商”。
在总结之前招商引资做法的基础
上，借鉴先进经验，不断优化招商引
资方式。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外出招
商考察，对重大招商活动推介。组
建7个招商专班，主动出击、分头行
动。绘制了《重点招商目标产业链
图谱》《吴起县招商引资投资地图》，
编制了《吴起县招商引资推介手
册》。利用丝博会、厦洽会、农高会、
进博会、商会中介等平台大力开展
招商活动。

对接企业168家，邀请136家企
业来吴考察，达成合作意向 80个，
共引进签约项目 53 个，总投资
100.1亿元，落地开工 49个，累计实
现到位资金 71.86 亿元……2023
年，吴起县的招商引资工作收获满
满。

如今的吴起，创业兴业的氛围
越来越浓，正成为投资的“洼地”、创
业的“福地”、发展的“高地”。

看温度：百姓更有幸福感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2023 年，在发展前行的道路

上，吴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青云路是吴起县城内的一条主
要交通要道，车流量很大，之前由于
道路狭窄，导致该路段经常拥堵，群
众普遍反映窄路“堵路”更“堵心”。

经过实地考察，吴起县制定了县
城部分道路可拓宽的实施方案，加班
加点推进交通路网工程建设，通过

“微创手术”破解城区道路通行的急
难愁盼问题，让“堵心路”变成“舒心
路”。

青云路改造项目总投资 958.35
万元，改造长度449米，由原来的三车
道改造为双向四车道，2023年 9月 15
日进场施工，11月5日完工通车。

同样，2023年 11月中旬，总投资
2103万元的吴起县燕山台路网项目
正式投运，此路将燕山台片区与县城
洛滨路、西南过境道路纵向贯通，充
分缓解了城区交通拥堵状况，配套新
建的停车场可解决县城区域性停车
难的问题。

基础设施得到全面完善，城市就
会承载更多幸福。走进吴起县阳光
嘉寓、园丁新村等已改造完成的居民
小区，焕然一新的楼体、快速运行的
电梯、多样化的停车位，都传递出新
型小区的惬意。

多年来，老旧小区改造成为县
城许多居民的盼头。2023年，吴起
县聚焦群众诉求，将老旧小区改造
确定为民生实事项目，通过对 17个
老旧小区室外墙体、破损屋檐、楼梯
扶手维修、楼道照明修复等，越来越
多的居民在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红
利中，迎来了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的生活。

实干兴县，实事为民。2023年，
吴起县聚焦群众所需所想所盼所急，
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实事、好事、难
事，交出一份有质量、有温度的民生
答卷。

如今，在吴起大地，一条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人民群众幸福感高
的绿色发展道路正越走越宽广。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吴起县将
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快马加鞭
勇争先的干劲，奋力谱写新时代吴起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胜利山下新吴起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王冠军 徐志全

“ 咚咚隆 咚锵！ 咚咚隆 咚
锵！……”腰鼓“咚咚”响，秧歌热烈
舞。黄土地的年最是红火热闹，而
这红火热闹中的头一份儿就是安塞
腰鼓。从腊月到正月，陕北的大街
小巷、沟坎梁峁，到处都是腰鼓震天
响。

近日，在安塞区体育运动广场
上，一群鼓娃们正在安塞腰鼓省级
非遗传承人苏宏丽的带领下，为龙
年“延安过大年”活动中的少儿腰鼓
表演努力训练着。

“高宇辰，你是咱们的‘老腰鼓
手’了，给大家带个好头儿，弹跳步
带燕子飞，一定要把咱安塞腰鼓的

‘能劲’‘虎劲’‘蛮劲’打出来。”其
实，苏宏丽口中的“老腰鼓手”也不
过才 11岁，但高宇辰打腰鼓已经 4
年多了。

冬日暖阳下，在一群腾挪跳跃
摇、踢踏闪转蹬的鼓娃中间，高宇辰
的腰鼓打得尤其出色，跳如幼虎下
山，跑似雏鹰踏兔，转得猛、闪得快、
挥得狠、踢得蛮，扭是风摆杨柳，摇
似醉上三分，直把一群鼓娃们带得
抡起鼓槌使劲跳、扬起流苏拼命舞，

让一旁的围观群众看得拍手叫好，
纷纷拿出手机录起了视频拍起了
照。

“打腰鼓是硬功夫，和高宇辰一
样，这群娃娃们少说都打了三四年
了，大家都卯着一股劲儿，要把动
作、队形练得更有力、更有形、更好
看，都想用腰鼓给延安人民送上新
年祝福，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更加红
红火火。”苏宏丽说。

“陕北过大年，就要打腰鼓，我
们要把少儿腰鼓打得比成年人的腰
鼓还好看。我们有的是信心，我打
腰鼓还上过央视，给很多人表演过
呢！”高宇辰满脸自豪。

高宇辰说的打腰鼓上央视，是
2022年11月13日，央视CGTN频道
《寻找小行家》栏目走进安塞区第一
小学，48名鼓娃为全世界的观众朋
友奉献的那场精彩绝伦的腰鼓表
演。表演让央视CGTN英语频道主
持人吕倩倩赞叹不已：“我来了以后
听说有一群娃娃打腰鼓打得特别
好，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大大超
越了我的期待，真是太震撼了！”

高宇辰就是央视CGTN频道那

期《寻找小行家》栏目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小腰鼓手。他说：“我从一年级
开始学习腰鼓，每次打腰鼓的时候
都感觉自己很激动，就像要飞起来
一样，给我带来许多乐趣。”

“高宇辰跟我练腰鼓这几年，比
同龄的孩子进步更快。刚开始教他
打腰鼓要带表情，后来他自己慢慢
琢磨，现在打腰鼓的时候，不仅动作
十分到位，表情也很到位。”苏宏丽
说。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高宇辰一
直跟着苏宏丽学习安塞腰鼓，除了
学期中的腰鼓课堂，每个寒暑假的
学习他也从来没有耽误过。“暑假的
时候，早上五六点就起来跟着苏老
师练腰鼓，寒假的时候天气冷会稍
微晚一些。练腰鼓一点儿都不累，
非常爽。”高宇辰和同是小鼓手的好
朋友张嘉佑都说，打腰鼓特别爽、特
别痛快。

安塞腰鼓是陕北的汉族民俗舞
蹈，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千百年
来，陕北人在黄土高原上以天作幕，
以地为台，在红火热闹的锣鼓、大镲
声中，用热烈的鼓舞张扬着他们火

辣辣的激情，倾吐着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安塞腰鼓表演可由
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
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
天下第一鼓。

高宇辰说，自己第一次学腰鼓的
时候就爱上了打腰鼓，但刚开始打得
并没有那么好，身体没有舒展开来，
大缠腰等一些安塞腰鼓的基本动作
跳不起来。“苏老师经常给我们说，只
要我们好好打腰鼓，将来就能站上更
大的舞台。所以从二年级开始，我就
加强训练。第一次正式站上舞台表
演腰鼓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自豪。”高
宇辰说，那些坚持训练腰鼓的日子都
值了。

打腰鼓让高宇辰收获了友谊、快
乐、坚强的性格和强健的身体。他
说：“我是延安娃，我最想在黄土高原
的山坡上打腰鼓，那种感觉很好，像
飞起来一样。我想代表安塞、代表中
国，把腰鼓打给全世界的孩子们看，
让更多人知道安塞腰鼓。”

高宇辰：想把腰鼓打给全世界的孩子们看
记者 刘彦 白雪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水利部近日发布 2024
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全力提升农村供水规模
化水平，2024 年底力争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 92%，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63%。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4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各省份要结合当地水
网建设，认真谋划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依托大水
源、建设大水厂、接入大管网，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对城市供水管网无法延伸覆盖的地区，大力推进

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压缩分散用水户规模，鼓励集中
供水工程联网并网、联调联供。

与此同时，推进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
造。对无法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的
地区，统一建设和改造标准，因地制宜推进小型供水工
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规范管理和服务机制。

此外，强化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护。出台加强农
村供水县域统管的通知，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一
管理、统一运维、统一服务。力争2025年前基本实现农
村供水县域统管。

今年我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将达到 92%

龙年新春，走进安塞区镰刀
湾镇罗居村的养鹿场，体态优美、
憨态可掬的梅花鹿褪去白色梅花
斑点，穿上了烟褐色的“冬衣”，体
格健硕、富有活力的马鹿也在圈
舍里悠闲地散着步。这群“远客”
早已适应了它们的陕北生活。

鹿舍里，养殖场负责人赵洋
洋正在细心查看已经入舍的鹿，
给它们送来丰盛的“午餐”。只见
他喂完玉米、豆子、麦麸等主料，
又细心地喂起了草料。

赵洋洋的养鹿之“路”从
2015年开始。最初，他从电视上
看到梅花鹿养殖有市场，便一头
扎进这个行业，考察、贷款、建场、
购鹿……从此，赵洋洋在鹿舍一
待就是9年多。

因为养鹿，他一度举债、离
婚，几乎要走不下去。“2015年至
2016年，鹿场还处在投入阶段，
没有一点收入。2017年的时候，
鹿场开始有了收入，那一年收入
40多万元，我一口气还完了创业
时的38万元贷款。”赵洋洋说。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缺
乏经验，不懂技术，买了43头鹿，
11头都病死了，当时心疼坏了，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成为
养鹿技术能手。”赵洋洋说，之后，
他开启了“疯狂”的学习模式，除
了吃饭和睡觉，整天整夜地在鹿
舍里仔细观察，认真了解、记录梅
花鹿的习性和身体变化，有机会
就到东北有经验的养殖场学习，
没有条件就买书、上网，想尽一切
办法学习提升自己的养鹿技术。

“技术跟上了，养鹿的‘路’就
通了。”赵洋洋说，从2017年鹿场

开始盈利，这些年来，收入都在节
节攀升。2018年收入 90多万元，
2019年到2023年，鹿场的收入基本
都稳定在 20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
年超过230万元。

鹿“路”通了，生活也顺了。几
年的时间，赵洋洋通过养鹿挣了钱，
买了车，还在延安购了房，重新组建
了新家庭，如今生活幸福美满。

此外，赵洋洋在搞好自己的养
鹿场的同时，还做了两件事。第一
件是探索精研梅花鹿和马鹿的杂
交技术，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我们探索梅花鹿和
马鹿人工授精，发现杂交鹿市场效
益更好。一只梅花鹿产鹿肉60~70
公斤，一只杂交鹿能达到90~100公
斤，杂交鹿出茸率也是梅花鹿的 3
倍。从收益上来说，一只梅花鹿市
场收益8000多元，杂交鹿就能达到
1.45万元左右。”赵洋洋说，杂交鹿
体型大、出茸率高，产品品质也能
得到保障，而且鹿的身体也更加强
健，养殖起来更容易成活。

第二件是带动更多人走上养
鹿致富路。

“任何人来向我学习养鹿技
术，我都免费教。只有把鹿养殖产
业规模做大了，技术和品牌做好
了，才能把产品卖到全国去，带动
更多的养殖户通过养鹿致富。”赵
洋洋说。在赵洋洋的带动下，目前
延安全市有50多户鹿养殖户，全市
鹿养殖规模达到3000多头，鹿和鹿
产品的销路也越来越广，不少都销
往了江苏、四川、山东等地。“新的
一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
多人参与到养鹿事业中来，让大家
都能走上养鹿致富路。”

鹿“路”通 生活美
记者 刘彦 白雪 王冬 通讯员 刘阳

● 赵洋洋和他饲养的马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