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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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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段时间，我准备让儿子去山东学
习养殖技术……”1月 20日，在宝塔区麻
洞川镇金盆湾村村民王占平的养牛基
地，他指着刚刚平整好的一块地规划着
自己下一步打算。

2015年，王占平投资 20余万元购买
了30余头牛崽开始发展养牛产业。王占
平告诉记者，养牛门槛低，技术要求低，

容易上手，是发展养殖的首选。经过六
年的发展，王占平的养殖规模扩大了近3
倍，目前拥有肉牛90余头，成为村里首屈
一指的养牛大户。“从2020年开始就成了
纯利润了，去年收入 60多万元。”王占平
笑着说。

在发展好自己养殖业的同时，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王占平还主动为村上的

10户困难户代养牛，困难户一年只需要
承担几百元的草料费用，一头牛就能有
近万元的收入。

金盆湾村是典型的川道村，过去一
直种植玉米，导致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
入低。2015年，宝塔区房屋征收局成为
金盆湾村的帮扶单位。经过与村“两委”
考察、调研并征求村民意见，宝塔区房屋

征收局决定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产业，拓
宽村民致富渠道。2017年，帮扶单位投
资120余万元建设桃源养殖小区，修建猪
舍 56间，饲料间 18间，助力金盆湾村发
展养猪。

村民高增尚以前一直在外打工，村
里建起养殖小区后，他就回村开始养
猪。从开始的几头到现在存栏 60 余
头。“前几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欠下的
近 30万元的外债，现在基本还完了，今
后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看着猪崽
们争先恐后地吃食，高增尚难掩心中的
喜悦。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
础。近年来，麻洞川镇金盆湾村依托帮
扶单位大力发展养殖产业，改变了产业
结构单一的现状。目前，全村共有养殖
户 64户，以脱贫户为主，其中肉猪存栏
300余头，肉牛存栏200头，靠着养殖大户
的带动，养殖产业已经成为村民致富的
重要途径。

“我们将继续支持鼓励村民发展养
殖产业，把更多农户吸纳进来，扩大养殖
规模，让村民通过养殖来发家致富。同
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打造民富、村
美、产业旺的美丽乡村，让村民在乡村振
兴道路上有更大的获得感。”金盆湾村第
一书记吴栋说。

近年来，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依托
离县城近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以温室
大棚为主的瓜果采摘和以智慧化果园建
设为依托的果树认养，实现了村村有产
业，户户能增收。

冬日的七里村街道董家芽塬村的温
室大棚内绿意盎然，村民董志诚正在大
棚里忙着修剪小瓜，确保春节期间顺利
上市。董志诚对记者说：“小瓜成熟后，
有城里人来采摘的，还有一些商户来批
发。大棚小瓜一年两茬，一茬能卖个5万
元左右。”

董家芽塬村过去以种植苹果为主，由

于树龄过大导致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为
此，村上决定逐步发展以大棚瓜果为主的
采摘业，先后建成50座温室大棚。目前，
董家芽塬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0500元。

村党支部书记董志伟说：“今年，街
道办批准我们在全村范围内建大棚，要
达到每家每户都有大棚产业。村上的经
济发展以前靠的是苹果产业，以后就靠
大棚蔬果和农家乐了。”

七里村街道办还积极引进电商企
业，通过在管村建设智慧果园，发展起了
果树认养。认养者通过手机APP就可以
360 度无死角看到认养苹果的生长过

程。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深圳等 20多
个城市的顾客认养果树。

延长星火燎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敬娟介绍说：“认养分为两种规
格，一种是 8公斤保底的，一棵树 200元；
另外一种规格是 22公斤保底的，一棵树
520元。我们流转了 6.22亩矮化富士果
园，达到认养规格的有 400多棵果树，已
经全部认养完，产值约15万元左右。”

七里村街道办管村党支部书记吕旭
说：“苹果认养模式发展起来后，提升了
全村果树的管理水平和苹果价格。矮化
苹果全部按3块1收购，乔化苹果按2块6

收购，商家网上下单订购，苹果成熟以
后，直接发货送达客户。”

经过多年耕耘，目前，七里村街道已
形成以塬区苹果、川道棚栽、沟道养殖和
城郊村小水果为主的产业布局。“我们将
大力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同时不断完善
二维码追溯体系，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
走集约化、设施化路子。同时，依托管村
认养电商的发展基础与优势，真正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
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七里村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李
论说。

循着轰隆隆的马达声望去，黄龙县
崾崄乡白城桥北崖子村田地里一片繁忙
景象。只见农机手操作秸秆打捆机沿着
一垄垄秸秆快速行驶，“吞”下大量秸秆
后，几秒钟就“吐”出一个高约 1米、重约
40斤的圆柱体秸秆包，随后又将一捆捆
一摞摞绑好的秸秆捆整齐地码放在农田
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以前大量秸秆堆积在田间地头，有的
村民一烧了之，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引发
火灾；还有的将秸秆直接粉碎还田，但没有

完全分解，影响了来年作物的种植。现在
有了大型农机，把秸秆打捆变废为宝，既提
高了还田率，又降低了饲料成本，这一举措
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促进了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崾崄乡主任科员王向龙对
秸秆综合化利用大加赞赏。

近年来，崾崄乡党委、政府以推进绿
色农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巩固护
林防火成果为目标，科学合理利用农作
物秸秆资源，采取政府引导、农户参与的
方式，积极推广秸秆打捆，从源头上杜绝

秸秆堆积和焚烧现象，实现环境保护和
经济增收的双赢。

“以前为了图省事，把秸秆一把火烧
了，后来大家防火意识提高了，自觉把秸
秆拉走，但是费钱费力，现在加大了机械
投入，用秸秆打捆机直接打捆，真是太方
便省事了。”“机械化作业就是比人工省时
省力，这二三百亩地，一亩地打捆个五六
百斤不成问题，一会儿就完了。”北崖子村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机械化秸秆打
捆的好处。该举措一经实施，群众反响热

烈，纷纷点赞。各村干部也主动担责、带
头行动，大力引导广大农户通过打包等方
式，不断提高秸秆利用率，进而改善人居
环境整洁度，稳步推进护林防火工作。

自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开展以
来，全乡秸秆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秸秆
饲草化利用得到加强，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护林防火成果进一步巩固。崾崄乡
将加大举措，力争形成秸秆资源化综合
利用的长效机制，助力春耕备耕、农村人
居环境和护林防火工作。

近日，宝塔区冯庄乡的温室大棚
里暖意浓浓，大棚反季节水果的陆续
上市，不仅让市民在寒冷的冬天能够
品尝到新鲜的水果，也鼓起了农民的
钱袋子。

走进冯庄乡康坪村的甜瓜大棚，一
颗颗甜瓜个头饱满、芳香四溢，甚是诱
人。瓜农王江坪一边采摘成熟的甜瓜，
一边介绍说，去年秋季遭遇强降雨，大
棚维修，使得甜瓜栽种的时间较往年迟
了点，但赶在了年关上市，所以销售也
比较火爆。“每斤甜瓜卖 20块钱左右，
我种了两棚，一棚都快卖完了，现在卖
了近五万块钱了，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与瓜农王江坪一样喜上眉梢的还
有康坪村的草莓种植户施文辉，头茬上
市的草莓赶上了春节时段，供不应求。

2019年，23岁的河南省淮阳县小
伙施文辉独自一人来到延安，通过考
察，在康坪村选中了草莓种植基地，开
始发展起了草莓种植。3年过去了，在
冯庄乡党委的支持下，大棚草莓开启
了施文辉的红火日子。施文辉说：“草
莓刚上市就碰到了疫情发生，我很着
急，但是乡政府特别给力，第一时间帮
我联系客户。这几天复工复产后草莓
基本都被采摘完了，这一棚能赚近五
万块钱。”

春节到，大棚水果“凑热闹”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朋

1月18日，对于吴起县庙沟镇三合掌村脱贫户张文
芳来说是一个喜庆又忙碌的日子。当天，在庙沟采油
队“小白杨”突击队队员的帮忙下，提前杀了两头猪，和
大家热热闹闹地分享了一顿丰盛的“年猪宴”，也一起
分享了她家脱贫后喜迎幸福年的喜悦。

“杀年猪”是当地农村的传统习俗，也是农户迎接
新年的方式之一。天刚蒙蒙亮，突击队队员梁永生、
马隆、宗凯强三人就来到张文芳家，在门口大白杨树
旁架起两根木棍，上面挂上几个挂钩，在角落里麻溜
地搭起个临时烧火灶，放一口大铁锅打满水，再备个
大铁桶盛好烧开的热水，用来给猪脱毛。捉猪、宰杀、
烫毛、破肚、分块……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正宗的农村猪，过去太穷了，只能把猪卖了
补贴家用。现在脱贫了，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今年
一共杀了两头猪，一头早就被订购了，另一头我要拿来
招待亲戚朋友。”张文芳和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品尝着
农家土猪肉，享受着忙碌后的收获，提前感受年味儿。

帮助杀猪只是“小白杨”突击队助力农户脱贫的
一个缩影。他们都是一线普通的采油工，没有惊天动
地的感人事迹，只是坚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困难
家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创建企地和谐、共建美好家
园的企业使命。

复工复产后，宝塔区冯庄乡的菜农们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同时，抢抓农时，管护大棚蔬菜，守好群众的

“菜篮子”。
1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冯庄乡李庄村的蔬菜大

棚，棚内绿意盎然，菜苗翠绿欲滴。54岁的村民冯学
武正在大棚里忙着给小白菜除草。受疫情影响，冯学
武家的绿叶菜种得有点迟，这几天，他多数时间都在
大棚里忙碌。

冯学武说：“复工后，我们忙着锄草、间苗、放水，
等到正月就可以上市卖了。我们家种了 7个蔬菜大
棚，去年收入了20多万元，今年还想再多挣一些。”

和冯学武一样忙碌的，还有菜农史养琪。他家的大
棚里分别种了小白菜、油菜和香菜。由于菜种得早，管护
到位，长势喜人，这几天已经陆续采收。史养琪高兴地
说：“这棚菜基本成熟了，油菜、小白菜批发价一斤两块
钱，生菜、油麦菜批发价一斤三块钱，香菜批发价一斤也
得三四块钱。照这个价钱卖完，能卖个7000多块钱。”

记者了解到，冯庄乡解封不解防，积极抓好蔬菜
生产，守好群众的“菜篮子”，确保菜农的蔬菜种得好、
卖得出。李庄村第一书记马亚平介绍，该村共有蔬菜
大棚 240座，主要以种植绿叶蔬菜为主。农民复工复
产中遇到种植难题，村上会积极联系蔬菜专家线上指
导教学，帮助村民解决种菜时的各种困难。村上还积
极帮助蔬菜上市的村民联系超市、农贸市场，并送货
上门，想方设法让菜农的蔬菜卖上好价钱。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3日电（记者 李云平 恩
浩 ）添草、喂料、加水……春节临近，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养殖户姜玉莲一家3口按时喂养2200只母羊，确
保这些“摇钱树”能正常产羔。

今年56岁的姜玉莲是内蒙古金草原农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胡羊养殖园区二分厂的养殖户，从2020年开始与
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分批认购基础母羊、繁育羔羊。

“公司以高于市场价每公斤 4元到 6元的价格向
养殖户收购羔羊，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约定保护价时，
公司以最低保护价回收。企业与养殖户以约定比例
分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姜玉莲说。

记者在金草原胡羊养殖园区看到，一排排蓝顶钢
结构的圈舍整齐排列，羊舍内怀孕基础母羊已住进它
们的“智能化新居”。上午 9点多钟，正是工人投喂饲
草料的时间，投料车开过，草料顺势撒在食槽内。一
位饲养员紧随车后，将遗撒在通道上的草料扫进石
槽，摊均匀，避免草料浪费。

姜玉莲告诉记者，养殖园区为养殖户提供高标准、
现代化饲养场地，统一购进和配比饲草料，全程指导科
学饲喂，免费提供防疫方案，进一步提高羔羊成活率。

据金草原销售服务中心总经理王东普介绍，公司
组建“羊银行”，向养殖户提供定胎母羊，养殖户繁育、
销售羔羊，构建起“政府+企业+银行+养殖户+保险”多
方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养殖户与公司是紧密合作
的关系。大羊养好了，羔羊存活率高、长势好，养殖户
的收益自然跟着水涨船高。”王东普说。

姜玉莲为记者算了一笔收益账：她家 3口人每年
可以养殖两批定胎母羊，每批 2200只母羊，全年可产
8000多只羔羊。公司和养殖户按照约定比例分成，今
年她家纯收入预计可达50万元左右。

据巴彦淖尔市副市长郭占江介绍，作为全国大型
肉羊出栏地区，巴彦淖尔市正积极引进现代农牧龙头
企业在乡村扎根，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实行“放母收羔”
模式、打造“羊银行”，建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目前，全市已有 2000多户农户享受到

“羊银行”项目所带来的红利。
据了解，今后两年巴彦淖尔市将持续完善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为养殖户发放 30万只基础母羊，实现年
出栏 100万只优质肉羊，可直接带动 100个合作社、
3000户以上农牧户有效增收，提供约 1500个就业岗
位，让肉羊养殖成为拉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念好念好““养殖经养殖经””致富门路广致富门路广
记者记者 孙艳艳孙艳艳 杨亮杨亮

特色采摘热 果树认养火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产业富民小记

记者 乔建虎 王冬

大型农机助力 秸秆变废为宝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田兴哲 白杨越

脱贫户的“年猪宴”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康彦创

蔬菜大棚春意浓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朋

共建“羊银行”组团发羊财

●● 王占平正在喂牛

施文辉正在采收草莓施文辉正在采收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