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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 10余年的环卫工人，
从来没想过我们这些扫大街的还能
吃上这么好的免费早餐，我们打心
眼里感谢这样的好政策。”提起近日
的爱心早餐，环卫工人董雪兰深有
感触。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在今年
市两会上，“免费为全市 13 个县
（市、区）城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早
餐项目”被列为“一号民生实事项
目”。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民生实事举措，切实解决好一线环
卫工人早餐问题，3月26日，黄龙县
正式启动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项目，
让城区一线环卫工人吃上了免费的
爱心早餐。

四月的黄龙，春风阵阵，晨起微
凉。每天天微亮，53岁的环卫工人
李晓阳就已经走出家门来到了自己
的工作岗位，开始一天的清扫工
作。今年是她从事环卫工作的第
10个年头，她告诉记者：“我们凌晨
5点多出门开始打扫，7点半之前就
要结束，早餐要么不吃，要么自己带
干粮随便应付一口，早都习惯了。”

不过，最近一个月以来，李晓阳
的早饭再也没应付过了。打扫工作
结束后，她就可以拿着早餐券，到附
近的爱心早餐供应点吃上一份可口
的早点，花样丰富，而且免费。“现

在，我们每天都能够吃上热腾腾的
免费早餐，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环
卫工人的认可和鼓励，我心里感觉
到特别温暖，大家这么关心和支持
我们环卫工，今后我们一定把环境
卫生打扫得更好，让黄龙县城越来
越漂亮！”

为全力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确保广大环卫职工吃得放心、吃得
舒心，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精准
施策，组织调研组深入机关单位、食
品经营企业、早餐店和环卫工人群
体开展走访调研，及时掌握早餐供
应和环卫工人日常用餐基本情况，
最终决定打破固有思维，以“安全、
方便、实惠”为原则，确定县医院、县
法院、县自然资源局等12个机关干
部灶和东西两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为早餐供应点，并根据环卫片区将
环卫工人就近划入辖区早餐供应
点，让城区 243名一线环卫工人就
近吃到了营养、可口、热乎的免费早
餐。

“‘爱心早餐’项目实施以来，得
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认可，不仅解
决了一线环卫工人不能按时就餐的
问题，而且还增强了环卫工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归属感，进一步激发
了环卫工人的工作热情，对在全县
营造‘关注环境卫生、关爱环卫工

人、尊重劳动成果’的氛围也具有重
要意义。”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永
强说。

走进县人民法院职工餐厅，门
口新挂的“黄龙县环卫工人爱心早
餐供应点”牌匾格外醒目，几名环卫
工人正拿着餐盘排队取餐。

“我们设立了爱心就餐区，为环
卫工人供应食材新鲜、菜品丰富、营
养均衡的早餐，就餐采取和机关干
部一样的自助取餐方式，让环卫工
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饭量大小自由
决定吃哪道菜、吃多少，确保大家吃
得舒心、放心、暖心。”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霍宏平告诉记者。

说起设立爱心早餐供应点的
初衷，霍宏平表示，机关食堂早上
就餐人数少，设立环卫工人爱心早
餐供应点，让干部和群众共同进
餐，不仅解决了环卫工人用餐难的
问题，还降低了机关食堂的运营成
本，实现了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营造了干群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一
举多得。

为了让“爱心早餐”走得更长
远，县上按照“县委决策、工会主导、
多方参与、社会救助、爱心传递”的
原则，创新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在全县营造团结互助、共同参
与、点面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的强大氛围，全力保障项目实施。
“免费早餐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天

5元，我们采取‘市县补助、单位支助、
社会救助、爱心募助、工会兜底’的思
路，通过工会补助 3元、慈善募捐 1
元、单位爱心捐助 1元的方式进行资
金保障，早餐供应采取发放餐券形
式，由县总工会按月与各单位灶和日
间照料中心餐厅进行结算。”县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刘建军说。

同时，黄龙县还将关爱环卫工人
爱心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个人纳入
全县“文明单位”“道德模范”“最美人
物”“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表彰范
围，引导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参
与到活动中来，在全社会形成争当关
爱环卫工人先进的良好局面，不断激
发全社会厚植向上向善社会正能量，
实现“关爱一群人，温暖一座城”的理
念。

下一步，黄龙县将持续做好一线
环卫工人免费早餐项目的运行监管
工作，确保食品质量可靠、安全达标，
真正把“爱心早餐”办成政府放心、环
卫工人满意、社会认可的民生实事；
同时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把群众需
求、群众愿望作为民生项目决策和实
施的重要依据，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
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难事办妥。

时下，正逢春耕农忙时节，在黄龙县的山山峁峁、田间地
头，忙碌的身影陆续多了起来，一幅生动又活力十足的春耕备
耕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真是太感谢了！还好有咱村的‘四支队伍’来帮忙，我这
么多化肥才能这么快卸完，真是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难题。”喻
春启激动地说道。

事情得从几天前说起，家住崾崄乡鲁家塬村的村民喻春
启种了26亩玉米，前阵子购买了40袋化肥为今年的春耕作准
备，但原本高兴的老喻却犯了难，患有先天残疾的他得多久才
能搬卸完这40袋化肥？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村上党员服务工作队来到他家，
一个下午时间就把40袋化肥搬到了仓库，“老喻，你有啥困难
就吱声，咱这党员服务队随时都有时间过来呢。”刘灏对喻春
启说。

刘灏就是喻春启所说的“四支队伍”的队员，今年以来，黄
龙县聚焦农业产业、苹果核桃、中蜂中药材、农机操作、医疗医
保等行业领域，创新实施了“三亮四带五联动”和服务群众周

“解忧”活动，组建了 10支党员服务工作队，充分发挥各服务
队专业特长，常态化下基层解民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过程中困难和问题。

春天，同样是蜂群管理最重要的阶段，直接关系到全年蜂
群的发展和经济效益。走进黄龙县中蜂产业现代示范园，一
场“别开生面”的中蜂产业技术培训会正在进行。专家将教室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进行技术传授，周边100余名村民
纷纷前来围观学习。

“真是把服务做到咱老百姓的心尖尖上了！以前的培训
大多是室内教学，这次服务队专家主动上门，现场为我们讲授
技术、排忧解难，学到了好多技术，今年又能大干一场了。”中
蜂养殖户卫军旗连连称赞道。

春耕生产是关系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连日来，黄龙县
一支支党员服务工作队奔走一线，抓产业、强服务、解民忧，深
入田间地头宣传惠农政策，入户走访全面摸排春耕生产物资需
求，指导抓好种子、肥料、农膜等农资储备和调运工作，推广先
进产业技术和工作经验，全力保障全县春季农业农事生产。

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下村技术指导、农业生产34次，召
开苹果、核桃、中蜂等农业产业现场技术培训会21次，帮助解
决春耕备耕生产难题23个，发放《科学施肥指导手册》1200余
本和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 6000余张，助力翻耕犁田 1200余
亩，桩桩为民实事，件件暖群众心窝。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孟伟说：“今年以来，黄龙县聚焦
生态经济强县目标，紧扣‘组织起来、服务群众、富裕群众’主
题，在农村全面实施‘三亮四带’和服务群众周‘解忧’活动，让
党员亮身份、亮服务、亮标准，村党支部书记带头承诺履诺、驻
村第一书记带头讲党课、乡镇带头保障服务、县直部门带头技
术服务，以高标准的服务带动高质量的党建，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黄龙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燕 董晶晶）眼下，正是采摘连翘
嫩叶的好时节。走进黄龙县白马滩镇，漫山遍野的连翘花挂
满枝头、竞相绽放，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春日油画，美不胜
收。金色花海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连翘嫩叶。

连翘浑身是宝，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连翘花和
连翘果还是常用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泻火解暑、消肿止
痛、增强人体免疫之功效，连翘叶还可以加工成连翘茶，口感
清香、色泽清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我们每天早上六七点就上山，摘到下午六点下山，多的
话一天可以摘十来斤，虽然累点，但是很高兴。”石门村的村
民樊红霞告诉记者，现在村里每天都有三四十人上山采摘连
翘叶。

据了解，白马滩镇75%的耕地为山地微梯田，土地相对贫
瘠，是连翘种植的优生区。近年来，白马滩镇立足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与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依山经济、沿河经济和庭
院经济，因地制宜发展连翘产业，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
动了村民就业增收，连翘茶也成了黄龙县独有的地理标识新
型旅游商品。

“当天采摘下的连翘叶，下了山就能直接卖到茶厂。”河
西坡村村民潘小云高兴地说：“今年的连翘叶价格不错，最高
的连翘叶嫩芽能卖到每斤 60元，一天至少也能挣个 100多
元，不想上山的村民还可以在茶厂打工，一个月也有 3000多
元的收入呢。”

走进河西坡村企联建祥龙茶厂，机械轰鸣，茶香四溢，工人
们正忙着晾晒刚刚收购来的新鲜连翘叶，为今年的新茶做好准
备。经过摇青、杀青、揉捻、发酵、烘焙、炒制等一道道工序，一片
片连翘叶摇身一变就成为人们喜爱的连翘茶，销往全国各地。

每到连翘采摘季，茶厂便会吸纳周边村民上山采摘野生
连翘，雇用当地脱贫劳动力进厂务工，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苦”连翘，成了富民的“甜”产业。下一步，白马滩镇将
坚定不移抓产业、调结构，加大野生连翘扶持和保护力度，大
力发展连翘种植加工特色产业，通过实施农旅深度融合发展
模式，不断拓宽连翘产业经济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燕 张
昊）春到果农忙，剪枝正当时。
连日来，在黄龙县界头庙镇各村
的苹果园里，果农们纷纷开展果
树修枝剪形工作，开启新一年的

“春忙”模式，为丰产增收打下坚
实基础。

“大伙儿一定要细心一点，千
万别把果树主干上的新牙留下，
否则会影响产量……”在神地村
果农王勇利的果园里，王勇利正
带着工人们手拿剪钳、锯子，娴熟
地修剪苹果树枝，在一番劳作后，
一排排果树被修剪得疏密适宜、
层次分明，显得更加“精神”。

经过一冬的休整，完成前期
营养储备的苹果树正酝酿着吐露
新芽，此时正是修枝剪枝、树体结
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相里村果农
邢留杰也正在他的果园里忙碌

着，他告诉记者：“今年镇上组织专家
给我们进行了栽培技术和修剪技术
的培训，对我帮助很大，相信今年果
子会有更好的前景。”

“春季修剪主要是梳理过多的枝
芽，剪除冬季形成的干枝，清除弱枝、
内向枝、过密枝、病虫枝，留取健壮的
枝条，保证好枝条的分布，可提高坐
果率。希望今年苹果势头和价钱能
够再上台阶，给咱镇上的老百姓们带
来可观的经济收入。”界头庙镇党委
副书记齐行斌说道。

作为苹果的优生地之一，近年
来，界头庙镇把苹果产业作为促农增
收的重点工作来抓，组织开展各类技
术培训，以技能促进产业发展，不断
提高果园标准化、科技化管理水平，
依托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让苹果成为
全镇百姓增收的“摇钱树”、致富的

“甜心果”。

关爱一群人
温暖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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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花海出“钱景”
采茶制茶正当时

果树修剪正当时“剪出”增产好收成

陕北“小江南”，俏丽白马滩。
入春以来，黄龙县白马滩镇山桃花、
连翘花、玉兰花、樱花、碧桃花、杜鹃
花等竞相绽放，春意盎然的田间、姹
紫嫣红的山野，一幅幅美丽的春日
图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游
客观光打卡、踏青游玩。

“这里景色太美了，背靠蓝天，
脚下生花，还有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每一帧都很惊
艳。”来自渭南的张女士在白马滩游

玩后赞不绝口，她表示，这里真的是
赏花、遛娃、放松的旅游胜地。

近年来，白马滩镇抢抓乡村休
闲旅游发展机遇，以花为媒、以文促
旅，依托丰富的野生山桃花、连翘花
资源以及随处可见的油菜花、樱花、
玉兰花等“花”景观，打造了神道岭、
印象圪崂、暖山河畔、东周古寨等景
区（景点）赏花踏青点，举办了春日
分享季、共享油菜花海、诗话春天、
森林探险等活动持续拉长“赏花经

济”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走出
了一条具有白马滩特色的乡村旅游发
展新路径。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暖山河
畔景区，然后趁着周末和闺蜜开车就
过来了。”来自韩城市的焦女士开心地
在抖音上分享道，“在这里，我们喝上
了神玉书局的春日新品咖啡，穿着汉
服打卡了油菜花海，玩累了还能在帐
篷营地小憩，这里真不愧是天然的大
氧吧，欢迎大家来打卡！”

聚焦“花”经济，做足“花”文章。白
马滩镇还将赏花体验与当地民俗风情
紧密结合，探索出“赏花+乡村游”“赏
花+美食”“赏花+文化”等沉浸式发展模
式，精心规划赏花旅游线路，丰富旅游
体验新业态，擦亮赏花旅游品牌，使暖
山河畔成为深受游客喜爱和知名博主
争先报道的网红打卡点，白马滩镇成为
县城及周边地区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
地，以花为媒的“花”经济正成为白马滩
镇赋能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做足“花”经济 赋能乡村休闲游
通讯员 刘小燕 吴洁

村里来了支春耕服务队
通讯员 高亚蓉

● 环卫工人用餐现场

● 环卫工人打扫卫生

● 果农正在果园修剪果枝

● 工人们忙着晾晒刚刚收购来的新鲜连翘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