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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4年5月8日 星期三

眼下正是农耕时节，
志丹县各镇（办）抢抓农业
生产关键节点，迅速按下
春耕备耕的“加速键”，保
障全年粮食生产开好头、
起好步。

走进志丹县顺宁镇顺
宁村，村民李怀祥已经熟
练地驾驶着旋耕播种覆膜
一体机在为同村的村民覆
膜了。

“现在的农活都讲究
机械化，买农机政府给补
贴的不少，自己出的钱也
不多，方便了自己，农忙时
还能租给其他人增加收
入。”李怀祥一边驾车一边
说，“我从 4月初就开始翻
地，已经翻了 200 多亩地
了，现在还一直有农民给
我打电话让帮忙翻地、覆
膜，一直能翻到 5月多到 6
月。”

对于祖祖辈辈都依靠
土地生活的农民来说，除
了提前做好春耕备耕工
作，一些时令蔬菜的育苗
工作同样重要。

进入顺宁镇红石峁村
大棚种植户金顺莉的育苗
大棚中，与棚外的大机械
大动作不同，棚内的育苗、
浇水、除草、疏苗，有条不
紊。

金顺莉有着十多年的
蔬菜种植经验，是顺宁镇
远近闻名的大棚种植户，
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着种西
小瓜、草莓、火龙果，也年
年春天都育苗，因为育出
来的各种菜苗长势喜人深
受附近菜农的青睐，所以
她的菜苗年年供不应求。

“我的苗子从3月底开始育上，‘五一’就可
以卖了，大部分都是附近村民来买，一般有个十
来天就能卖完，预计光苗子能挣个四五万块
钱。”金顺莉说。

开春以来，志丹县顺宁镇将粮食安全摆在
全镇发展的重要位置，高质量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全面落实党政同责，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确保全镇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27
万亩以上。

时令催人耕种忙，不负春日好时光。志丹
县双河镇同样早早打响了农业丰收的开局之
战，田间地头到处能看到轰鸣的机械和忙绿的
身影，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确保春耕备耕工作顺利进行，打好春季
农业生产“第一仗”，双河镇甄家峁村积极联系
农机服务队，在村上开展机械化耕作，最大限度
地帮助农民减少劳动强度。

“我到甄家峁村三四天了，一天大概能铺膜
20亩左右，这个村一共要铺500来亩，预计再有
个十一二天就铺完了。”农机驾驶员宋黄宝说。

自家的田地里来了新“帮手”，这让甄家峁
村 71 岁高龄的边志金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
嘴。整整一上午，老两口紧跟在耕地机后面培
土压边，忙得不亦乐乎。

村民边志金高兴地说道：“我今年71岁，种
了十来亩玉米，如果是往年我和我老伴种的话
得十几天，现在村上和镇政府联系了农机，十来
亩地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给我们大大减轻了
负担。”

甄家峁村早早就将春耕生产所需的种子、
化肥和农膜等物资备足备好，确保农资充足，不
误农时，做好做活土地这篇“文章”。

今春以来，双河镇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总要求，坚定信心、铆足干劲，抢抓时节、多
措并举，扎实推进农业生产工作，积极掀起春
耕农业生产热潮。据了解，双河镇今年预计完
成玉米种植 1万余亩，洋芋种植 7000余亩，其
他谷物种植 4000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在 2.1万亩以上，预计粮食产量达到 900万公
斤以上。

春潮正在涌动，希望在田野升腾。志丹县
农业生产抓早动快，积极用农业科技力量找突
破、增时效，确保耕地应种尽种、地尽其用，为促
进粮食连年增产和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时
令
催
人
耕
种
忙

通
讯
员

杨
婷
婷

陈
光
斌

曹
国
帅

● 李怀祥驾驶农耕一体机帮村民覆膜

—
—

志
丹
县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铺
就
村
民
致
富
路

通
讯
员

李
玉
梅

范
文
静

刘
淑
妮

棚
栽
业
成
为

● 镇村两级干部查看樱桃生长情况

● 工人们分拣西红柿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农
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志
丹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推行“党支部+”
模式，整合各类资源，凝聚发展合力，
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县
110个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村级发展实力不断增强。

“我们村集体种植的西红柿已经
成熟了，下午收购西红柿的来了，所以
我们要赶紧摘好装箱。”

4月1日，志丹县杏河镇牛寨村村
集体日光大棚里，一颗颗或鲜红、或青
翠、或圆润的西红柿点缀在排列整齐、
生机盎然的枝蔓间，果香扑鼻。工人
们穿梭其中，忙着将西红柿采摘、分
拣、装箱，等待即将上门拉货的客商。

牛寨村党支部书记张志亮说：“昨
天，我们卖了第一茬，一棚卖了900多
公斤，一公斤 3.6元，总共收入 3564
元，现在隔两天能产出 1000公斤到
1500公斤，收入一天比一天好。”

牛寨村位于杏河镇政府驻地2公
里处，交通便利，村集体产业发展稳
定，收入可观。而牛寨村周边的牛沟

村、侯市村、城山村、寺洼村等4个
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为了进一步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
促进群众增收，杏
河镇探索推行村
集体经济“以强
带弱”发展模
式，引导各村
跳出各自为
战、分散发
展的传统思
维，充分发
挥牛寨村思
路活、班子

强、产业旺的优势，2023年年底，镇政
府协调新建了4个高标准日光温室大
棚。在镇政府的牵头下，5村联合，以
现金入股的方式共同经营4个日光温
室大棚，推动全镇村集体经济由弱到
强的华丽蜕变。

张志亮说：“我们每一个村出资 4
万块钱，共20万块钱，从苗木的选购、
肥料的采购、包括在后期的管理人员，
5个村党支部开会联合完成，最终收
益按 5个村占比分配，最终的目的就
是让这几个村集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
收入。”

“牛寨村经济发展在杏河镇来说
比其他村都要强，因为在中心地带，产
业搞得比较有特色。我们侯市村属于
王瑶库区，产业本身受限制，没有其他
可以发展的产业，所以加入到牛寨村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不断提高产业收
入。”杏河镇侯市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平
说。

2023年底，5个村党支部书记商
议种植西红柿，并从选种、栽植到后
期管理，全权委托给已经颇有管理
经验的牛寨村党支部书记张志亮，
这曾让张志亮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
很多。如今看着喜获丰收的西红
柿，张志亮高兴之余，曾经的担心也
减了几分。

“按西红柿的生长期，一株结 5
层，一层产2斤左右，下来5层能产10
斤，现在的市场价每斤 1.8元算，能卖
18元。”张志亮说，“我种植了9000株，
这样下来毛利润就在 17万元左右。
这是一茬的收入，蔬菜能种两茬，算下
来毛利润至少在32万元以上。”

西红柿顺利上市，离不开牛寨村
会计刘花和其婆婆的用心管理。大
棚开始上苗的时候，勤劳细心的刘花
婆媳俩以每年 10万元的价格，将村
集体大棚全部劳务承包了过来，每天
接送完孩子婆媳俩就在家门口的大
棚里忙活，“就业不再拘泥于远方，家
乡就是好地方”让刘花打工、顾家两
不误。

“在这其实也挺方便的，我们家就
在这住着了，每天早上娃娃送学校就
来这干活，娃娃也照顾了，活也干了，
钱也挣了。”刘花说。

2024 年年初，牛寨村被确定为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试点村。
“千万工程”以业为基，才有持久生命
力，牛寨村在自己产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带动产业相对薄弱的村子正在探
索一条全新的乡村振兴示范之路。

张志亮说：“大棚经济收入稳打
稳收，一年产两茬，第一茬基本把人
工包括苗木和肥料的经费收回来
了，第二茬就是纯收入了，最终村集
体有了收入，给农民也能办些实事。”

杏河镇牛寨村忙着卖西红柿，双
河镇桃庄湾村也没闲着。这不，桃庄
湾村村集体经济大棚里也已经散发出
勃勃生机。

“现在正处于小瓜吊蔓环节，预计
再过 45天就可以上市了。”技术员白
会明向村民教着技术。

去年年底，桃庄湾村将原有的 8
个山地日光温室大棚以3万元对外承
包后，又利用135万元上级扶持资金，
新建二期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7座。
2024年初，一部分栽种了樱桃树、火
龙果树等长效经济树，一部分种植了
西小瓜。现在，西小瓜已经开始坐果，
长势不错，收入有了盼头。

双河镇桃庄湾村党支部副书记白
增鹏说：“这 2个棚种小瓜，两茬大概
收入18万元左右。”

桃庄湾村位于双河镇南岭，村
上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较为完
善。近年来，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
推动产业振兴为核心，桃庄湾村积极
探索“党支部+”发展模式，着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山地大棚、苹果、荞麦种
植等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多点位提
质增效，全方位培育陕北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样板。

白增鹏说：“我们村现在有苹果
110多亩、8个蔬菜大棚，其中挂果园
25亩；去年，我们还种植了荞面、小杂
粮，收入每年约在50万元以上。”

增加就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最有
效、最直接的方式。桃庄湾村村集体
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村民提供了不
少就业岗位，让农民群众切实享受到

“就业就在家门口、挣钱就在村里头”
的实惠。

白增鹏说：“依靠苹果、棚栽业、小
杂粮，一年用工量可达 20万人次，村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挣钱。”
看起来瘦瘦小小的樊振玉老人今年

已经 67岁，身体尚好的他常年在村集体
果园打工，年均有 2万多元的收入。村上
的日光温室大棚投入使用后，干活卖力的
老樊又被长期雇用进行大棚日常管理。

“以前，我们每年都给大队果园和大
棚打工干活，从村上建果园开始，一直到
拉枝打药、施肥、翻地、套袋、摘苹果，一直
都有活干。”村民樊振玉说，“今年建起了
大棚，我又在大棚务起了长工，一月 3000
元，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好的。”

近年来，桃庄湾村立足村情实际，
以低风险、可持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为原则，注重在“盘活、利用、提升”上
做文章，紧紧抓住产业振兴这个核心，
完善基础设施，激发群众致富内生动
力，推进粮食种植和特色产业同步发
展，扩大了规模，提升了品质，不仅推动
了乡村产业振兴、实现集体增收，还带
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让群众共享
产业发展红利。

双河镇桃庄湾村第一书记张国玉
表示，桃庄湾村发展产业，不仅要壮大
村集体经济，也要带动村民在家务工，
增加留守村民的经济收入。通过村集
体发展产业，以党员、村干部示范带头，
带动引导村民积极投入棚栽业和苹果
产业。

“今年，我们计划再建一部分大棚，进
一步壮大村集体产业，通过打造以山地苹
果和棚栽业为主，以小杂粮种植为辅，打
造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张国玉
说。

发展一个产业，链接一批农户，富裕
一方群众。志丹县立足资源禀赋，拓展优
势产业，做优布局、做强产业、做精品质，
蹚出了一条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群众共
同富裕的新路径。

据了解，2023年志丹县新建“95”式
日光温室大棚 30座，新建小拱棚 40座，
并对原有日光温室大棚进行了加固维修
和棚体改造。全县日光温室大棚棚均收
入达到 4万元，拱棚棚均收入达到 8000
元。全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1902万
元，50万元以上村达到 15个，其中百万
元强村达到 6个，截至 2023年底，全县 53
个“薄弱”村全部清零。

志丹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文富说；“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以‘千万工程’为统领，以‘培强增
速’为目标，以‘1551’村集体经济建设工
程为抓手，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平台
化管理，实现集体有收入、农民有分红、农
村有发展，到‘十四五’末期，全县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突破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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