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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中
心王渠行政村的千头生猪养殖场工地，工人们
正在忙着处理地基、打地梁、挖化粪池……

王渠行政村是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唯一一个贫困
村。全村总土地面积 51平方公里，果园占地 1770亩，
常住人口 201人。全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业产业相
对滞后，特别是 1000多亩苹果园整体缺肥，为解决果
园肥水不足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张渠便民服务中心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后，决定在王渠村林畔村小组建
设存栏 2000头的生猪养殖基地。

“在这打工一天能挣 140块钱，等猪场建起，我可
以给果树上粪，又能种庄稼，这里离家又近，我们还
能来这继续打工。”王渠行政村村民王福英说。“这个
猪场就是建在村民家门口的产业工厂。等建成投入
使用后，不仅能解决王渠村 1770亩果园缺肥的问题，
还能解决我们部分贫困户就业问题。下一步，我们
将鼓励果园大户，在果园里养猪，这样就能形成一个
良好的循环农业。”王渠行政村支部书记尚好前介绍
说。该猪场是王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产业，
总占地面积约 19亩。目前，猪场前期地基已基本完
成，预计 9月份可投入使用。

在发展生猪养殖的同时，张渠便民服务中心紧紧
抓住山地苹果这一主导产业不放松，采取集体流转
承包、农户入股分红、农户+合作社等方式，流转果园
880多亩，其中挂果园 112亩，各村集体经济果园全部
达到 50亩以上。为降低管理成本，增强党员干部的
凝聚力和集体观念，该中心除了雇用贫困户，增加他
们的收入以外，还在果园管理的各个关键时期，组织
党员干部队长等深入田间地头，义务出工出劳，既管
护了果园，又学到了技术，把村支书、村主任个个培
训成了“技术员”。“我们在这里免费学到了果园管理
技术，现在我自己就是‘技术员’，家里的十几亩果
园，都是我自己管理。”王渠行政村支部副书记李建
光说。

近年来，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脱贫致富，实现乡村
振兴的有力抓手。依托资源优势，加大协调扶持力
度，采取村户联合、长短结合、引领带动、规范管理的
措施，大力发展符合村情民意的村集体经济，带领困
难群众一同增收致富奔小康。

如今，张渠便民服务中心两个千头养猪场
正在建设，苹果冷库、互助资金协会、股份经济

合作社等不断完善壮大。预计今年 7个村平
均收入达 10万元以上，各村集体经济蓬勃

发展，带贫益贫作用日益明显。

白马滩镇将产业脱贫作为全镇
脱贫的核心载体，重点在“产业兴
旺”上下真功，在做好原有基础产业
如核桃栽植、板栗种植及牛、羊、森
林猪养殖的同时，不断做大做强中
蜂品牌规模，创新发展羊肚菌种植、
水产养殖、连翘茶深加工等，通过产
业扶贫，带动更多贫困户成功脱贫，
稳固脱贫成效。

立足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和气候条件，神玉村“圪崂蜂谷”、
白马滩镇蜂场及水产养殖基地的
成功打造让全镇特色产业锦上添
花，更富生机与活力。神玉蜂场占
地面积15亩，总投资30万元，养殖
中蜂300余箱。按照“支部+农户”
的模式，群众以土地、资金、技术形
式入股，实现利益分红。目前，蜂
场共有 11户群众入股，其中贫困

户 4户，按照每箱蜂每年纯收入
1000元计算，年纯收入可达 30万
元，除去群众入股分红每箱 500
元，村集体每年可增加收入 15万
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同样让村民尝到“甜头”并且
为村集体创收的还有占地面积20
亩的 10棚羊肚菌。其中 5户贫困
户入股，为有劳动能力的 15个贫
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村集
体与农户双赢格局。羊肚菌每棚
预计年产 200斤，每棚产值达 2.6
万元，每棚扣除 1.8万元的费用，
每棚纯收入 8000元，10棚年纯收
入 8万元，按照 5∶3∶2分红协
议，贫困户可得分红 4万元，1.6万
元纳入村集体经济，2.4万元用于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推动村民稳
定增收。

产业遍地开花
群众乐享生活
——志丹县村集体经济稳步推进

记者 彭琛 通讯员 刘元丽 郭晓莉 马帅

志丹县紧抓延安苹果产业北扩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在全县村
集体经济中实施示范村培育、重点村扶持、薄弱村清除和管理规范“四大行动”，全面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质量，形成了
以义正镇稠树梁村、顺宁镇保娃沟门村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村集体经济示范点，推动全县村集体经济规模向“1551”
即：“每个村建设1个百吨果库、发展50亩集体果园、注入50万元互助资金、建设1个千头猪场或成立一支农机专业服
务队”目标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全县109个村已成立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和互助资金组织109个，建成果库75座，村集体果园超过
1.1万亩，互助资金规模达到了4272万元，建成猪场10个，成立农机专业服务队29支，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671.8万元。

7月 28日，在志丹县杏河镇侯市村香菇种植大棚里，正赶上
今年的第三茬香菇采摘。大棚内，几个菇农正在忙收，脸上露出
丰收的喜悦。

侯市村是杏河镇的一个贫困村，辖八个村民小组 298户 1168人，
人均耕地仅 0.7亩，产业薄弱，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为给村民们探索出
一条稳定增收、生态环保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道路，2019年，杏河
镇与侯市村委会经过多方调研考察，建成 6座高标准香菇种植大棚。村
上八户建档立卡户，每户补贴两万元，入股 3000棒香菇，年底可分红
2000元。

“今年，村上给我家 3000棒香菇。我和老伴儿没有能力管理，也不
懂技术，好在村上雇人管理。一年下来，还能给我们分红。”侯市村村
民李世贵说。过去，李世贵和老伴儿靠养殖中蜂维持生计，但由于近两
年蜂蜜销路不畅，中蜂养殖只够糊口，日子十分拮据。今年村集体为他
代管 3000棒香菇，让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

为深化产业扶贫模式，落实带贫益贫机制，侯市村除吸纳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在棚内务工以外，还带动村民利用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空闲
地进行香菇种植。

“今年村上建起了几个大棚，养些香菇。我在这里管理，还能学点
技术。看见今年产量还可以，我打算，明年自己建棚，比外面出去打工
强多了。”村民张志玉打心里认准了香菇产业。

如今，侯市村贫困群众增收了，产业发展稳固了，村委会干部的心
也踏实了。今年投入生产以来，已采摘了 1万多公斤，产值 10多万元，
预计赶年底还能采 1万多公斤。“现在看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当
不错。下一步，要大力推广，壮大生产规模，带动周边村民来发展香菇
产业，让更多村民在这项产业上增收致富。”侯市村村支部书记王海平
说。

在发展壮大香菇产业的同时，杏河镇还紧扭苹果产业不放松。牛
寨村为增强村民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以每亩 150元的价格承包
了 152亩低产果园。承包后，村上采用秸秆还田、地布保墒等新技术进
行管理，让这片果园“起死回生”，也为村民发展苹果产业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带动作用。

“2018年，村上开始承包这片果园。过去这个园子管理差，基本没
有成活率。承包之后，村上邀请延安市专家进行现场指导，目前，果树
长势喜人。”牛寨村支部书记谢宝银说。如今，村上还在地里种了 30亩
南瓜，套种栽种葡萄，解决短期产业发展开支，带动全村果业发展。

近年来，杏河镇立足镇情民情实际，依托地域和资源优势，通过调结
构、兴产业、促发展的思路，多渠道开辟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逐步探索
建立起了“村集体+合作社+技术机械服务队”“合作社+技术机械服务队+
贫困户”等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以苹果种植为主、特色养殖为辅的集体
经济发展体系。截至目前，全镇有 9个村集体经济果园面积超过 50亩，
集体经济果园总面积 1039.26亩，建成集体果库 6座。侯市和牛沟两个水
源保护村，依托实际，发展了中蜂、蝎子养殖和食用菌种植等特色产业，
全镇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全覆盖。

“我们镇结合镇域实际，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多措并举，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苹果这一主导产业不

放松，同时发展好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等，让更多的村民都镶嵌
在不同的产业链条上，都能增收致富奔向小康生活。”杏河镇

镇长米精辉说。

将村民镶嵌在产业链上

诗意乡村入画来
山水农家留乡愁

——黄龙县白马滩镇乡村旅游发展小记
记者 彭琛 通讯员 张毛毛 陈萌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黄龙县白马滩镇着
力推动文化建设、旅游发展，壮大产业链，真正实
现文化旅游惠民、富民、强民，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来，白马滩镇持续以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以乡村文化
建设增加美丽乡村内涵，丰富群众
精神生活，助力脱贫攻坚迈出坚实
步伐。

走进白马滩镇神玉村，上百年
的老宅，墙上整齐悬挂的用于翻整
土地的镢头、、拉犁等二百余件
农耕生产生活老物件，主题鲜明、
各具特色的“文化墙”，新民风实践
站内收藏的村发展史、家谱祖训等
均让人真实地体验到了白马滩传
统古村落的历史变迁。

“要想真正实现脱贫，不光村
子要美丽、收入要增加，村级文化
也很重要，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村民的幸福指数才会真正提高。
因此，我们在决战脱贫攻坚过程中
多措并举，不断加强文化基础建
设，精耕‘文化沃土’，坚持突出特
色，引导各村挖掘特色文化，真正
让贫困户实现口袋、脑袋同步脱

贫”白马滩镇镇长石玉龙介绍说。
按照生态旅游、传统民俗、红

色文化、休闲健身等不同类型，白
马滩镇分批次打造建设广场、舞台
20余个。自 2019年来，白马滩村
的澽水乐团、乱石滩村的锣鼓喧闹
队、神玉村的乡村舞蹈队、柏峪村
的庆鼓表演队等民间自办社团，坚
持以“文化促脱贫”为主题，创新表
演内容，成功演出5次不断激发贫
困户内生动力，让贫困户越来越强
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
福感。

“以前，因为离镇上有点远，晚
上想吃夜市也不方便，现在多好，
家门口就是休闲娱乐好去处，露天
广场，啤酒搭烤肉，喝嗨了还可以
去舞台上高歌一曲，劳作一天的疲
惫感瞬间消失殆尽，好多群众都反
映精神面貌更好了，和城里人一样
享受生活了。”神玉村支部书记薛
增文乐呵呵地介绍说。

七月的白马滩，道路两旁花
儿竞相开放，清澈的河流穿村而
过，农家小院掩映在郁郁葱葱的
树林中，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花草
丛生，彩蝶飞舞。据了解，在美丽
乡村建设之前，白马滩镇各个村
子不同程度的存在杂草丛生，柴
火乱堆乱放，墙面涂涂画画等现
象。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村子
美起来了，游客络绎不绝，分享到
旅游带来红利的人也越来越多
了。今年来，借助石门峡漂流及
神玉村美丽尧头、“印象圪崂”东
周古寨、千手佛寺精品旅游线，累
计吸引周边县市近 1.5万人，经济
创收2.5万元。

在圪崂驿站上租了摊位的 75
岁的老人刘引便提起现在的生活
脸上就笑开了花，“村子变化太大
了，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大年龄了还
能通过烙黄黄饼挣到零花钱，还攒

了一小笔呢，现在只要来我们这农
家乐吃饭，都必点我的黄黄饼。目
前，全镇直接从事乡村旅游的村民
人数达到980余人，间接从事乡村
旅游达到1850余人，成功带动125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村民通过办
农家乐、开民宿、售卖土特产、手工
制品等收入明显增加，真正实现了
吃旅游饭、享旅游乐，发旅游财。

“啤酒音乐节、自行车赛、漂
流艺术节及每周固定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
到了发展旅游业带来的良好效
益，每次拉着满满一小三轮车的
饮料，回去的时候就卖得差不多
了，平均月收入增加 2000元没问
题的。”和出售小商品饮料的郑
建军一样鼓起钱袋的还有 18家
镇区附近流动商户，而神玉村也
通过各种活动的举办创收受益 5
万元左右。

文化扶贫聚群力

产业扶贫暖人心

● 热闹的乡村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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