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着力推动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

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致富增收
记者 乔建虎

2021年，我市着力推动巩固拓展残疾
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搭
建更多残疾人增收渠道，累计投入资金
1000多万元，扶持 100户残疾人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实施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和残
疾人证“跨省通办”业务，让残疾人有更多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陈树东是安塞区镰刀湾镇双山则村
村民，由于脚部残疾，不能从事过重的体
力劳动。安塞区残联在 2010年扶持陈树
东发展起了养鸡产业，经过 10多年的发
展，陈树东的养鸡产业从刚开始的1800多
只蛋鸡发展到了现在的 1万多只，每年也
有了近20万元的收入，成了村里的致富能
手。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陈树东家的养鸡
场，看到宽敞的鸡舍、整洁的室内环境以
及合理的区域规划，已具备一定的标准
化、规模化。不远处，陈树东正拄着拐杖
操作机械喂鸡。

看到记者到来后，他急忙迎了出来，
招呼着记者参观他家气派的现代化养鸡

场，并和记者聊起了安塞区残联对他的帮
助。

“以前，这条路一直不好走，坑坑洼洼
的，一不小心鸡蛋就会被撞烂，连阴下雨
的时候就更得小心，这让我感到很苦恼。
实在是没想到，去年 10月份，镰刀湾镇政
府和区残联一下子给我协调了 30万元的
低息贷款和一台铲车，还动员了全村的残
疾人一起来给我义务帮工硬化养鸡场生
产道路，实在是太感谢了。”指着养鸡场周
围砖铺硬化路，陈树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陈树东告诉记者，除了区残联给他在
道路上的帮助外，还让他享受到了3000元
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2021年还享受了
省级创业补贴的5000元。

同样，安塞区坪桥镇坪桥村残疾人张
长章也在安塞区残联的帮扶下发展起了
养牛产业，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牛群的
数量达到了30多头。

张长章说：“通过搞养殖业然后慢慢
发展，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感觉挺满意

的，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
去年以来，安塞区残联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为抓手，以“巩固残疾人脱贫成
果、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为目标，完善了
6886名残疾人的档案资料，健全了各级残
疾人专门协会工作阵地，拓展了残疾人证

“跨省通办”业务，更好地服务残疾人，因
地制宜,帮助残疾人发展产业，让他们在致
富路上不掉队。

安塞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雷锦艳
说，区残联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
以“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提高残疾人生
活质量”为目标，一是实现了机关效能制
度化，理顺了办事流程；规范了各类档案
资料；完成了全区6886名残疾人的档案资
料；健全了村、社区129个残疾人协会和5
个专门协会的工作阵地。二是实现了服
务群众快捷化，今年我们配备了专门的办
证设备，有效解决了残疾证办理中“多地
跑、折返跑”等问题。三是实现了产业发
展效益化，种养殖业我们通过技术培训、
自主创业、阳光增收、实物发放等因地制

宜为残疾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小事办
实，把大事办好，把难事办成，不断增强全
区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安塞区残联取得的工作是我市各级
残联组织为残疾人办好民生实事的一个
缩影。

2021年，市残联着力推动巩固拓展残
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扶持建成 3个省级扶贫助残示范基地，辐
射带动 150余户残疾人及其家属发展产
业，完成全市 86757名残疾人第三代智能
化残疾人证换发工作，全年累计争取残疾
人事业发展资金3588万元，完成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征缴4841万元。通过基地辐射、
种养殖业扶持、自主创业扶持发展产业，
让残疾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姬涛
说：“我们紧紧抓住残疾人关心的生活保
障、就业创业，托养照护等重点服务项目，
把一件一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残疾
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体会到更多的
幸福感、获得感。”

“菜篮子”拎得稳“果盘子”装得满
——春节期间我市物资储备充足价格稳定

记者 孙艳艳 任琦

春节前夕，一场瑞雪降临龙乡大地。此
时，家住黄陵县桥山街道联庄行政村二组的
孙永春一家也开开心心搬进了新房。

孙永春一家四口在温暖的新房子里一边
做饭，一边看电视。2021年秋季的强降雨中，
他家的几孔窑洞受损严重，黄陵县住建部门
排查、鉴定为危窑危房，不能居住。

对此，黄陵县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孙永春
自筹资金后，选用新型轻钢环保材料，利用最
短的时间建成了新房，在春节前顺利入往。

“去年秋季因为雨灾，原先的窑洞帮背溜
了，不能住了，当时一家人很难过。”孙永春感
慨地说，在黄陵县政府、桥山街道办、村“两
委”的协调帮助下，他联系建筑公司修了新型
轻钢房，从修建到装修入住，一共只用了 40
多天。

孙永春开心地向记者介绍，新房室内平
均温度在 25 摄氏度左右，房子住着干净环
保，也亮堂，很舒服。

据了解，黄陵县在农村房屋灾后重建中，
坚持保障民生优先的原则，把房屋重建、维修
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改变传统居住
方式，提升居住品质，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
步实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确保
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同时，该县还出台相关
补贴政策，采用绿色装配式建筑重建的住户
可提供 10万元以内的财政全额贴息贷款，贴
息期限不超过 3年。

黄陵县住建局副局长迂永贵表示，装配
式建筑抗风抗震、建设周期短、安全性比较
好，还节能环保。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该县在
3个乡镇试点推广了 10户，总面积达到 1000
多平方米，有两户已经入住。

“黄陵县住建局还制定了《农村住房安全
有保障动态监测及帮扶办法相关工作实施方
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最大限度保
障农户住房安全，提升脱贫质量，不仅要让群
众住得安全，还要住得舒适。”迂永贵说。

新年住新房
年味别样浓
通讯员 寇军龙 记者 李欢

● 陈树东在收鸡蛋 ● 张长章在喂牛

姓宏昌：

值守在一线 全力保春运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赵雪峰

樱桃花开惹人醉
鼓起腰包迎春来
通讯员 曹海军 王伟 记者 李欢

● 孙永春一家住进新房

“不能陪家人一起过年确实有点愧
疚，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家人也都能理解。”
从2014年参加工作至今，这已经是延安火
车站助理工程师姓宏昌在岗位值守的第5
个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他和同事们正坚
守在岗位认真细致地做好春运保障工作。

除夕当天，姓宏昌像往常一样在办公
室做着本职工作。不一样的是，这一天是
月底，考勤、绩效工作要进行，他的工作略
显繁忙。90后的姓宏昌是山西灵丘人，大
学毕业后，他怀着“扎根铁路、奉献铁路”
的梦想就职于延安车务段，在陕北一“扎”
就是 8年。父母妻女都在老家，一家人经
常聚少离多。

中午吃饭时，姓宏昌接到车站行车室
的电话通知，切割正线调车作业，干部要
上岗盯控。他就匆匆前往行车室，紧盯调
车作业计划传达、调车进路准备等安全关
键，确保作业安全。他说，像这样上岗盯
控的情况很多，要随时做好上岗准备。

下午，姓宏昌抽空给行车室大门贴了
春联。他说要让同事感受到过年的喜庆
气氛。

又到了现场检查防溜的时刻。姓宏
昌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用品，

检查好备品状态，做好出发前人身安全检
查。他告诉记者，停留车辆防溜工作是火

车站行车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马虎不
得。除过当班人员的交接班检查，值班干
部每天至少也得检查两次。

当天有停留车两列，姓宏昌的检查防
溜工作量不算很大，检查一遍需要 40分
钟，主要检查防溜器具使用是否牢靠有
效，是否按照规定采取防溜措施。

虽然除夕照样在岗位上坚守，但是与
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过年妻子带着两岁的
女儿特意来到延安陪伴姓宏昌过年，这让
他心里暖洋洋的。说起自家的事情，他说
最幸福的时候是和妻子视频聊天，妻子诉
说着家长里短他倾听着，看着女儿蹒跚学
步、牙牙学语，一天天长大，满满都是幸
福。

“因为岗位职责所在，我们必须要坚
守岗位。”姓宏昌告诉记者，这些年过年过
节的缺席，家人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
特别支持与理解。对姓宏昌来说，身边的
同事都是这样，舍小家，为大家，尤其是在
春运这样的关键时候，更需要坚守、奋战
在一线，保证好列车的安全运行，让旅客
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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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黄陵县隆坊镇兰寨子村的
大棚内，一簇簇樱桃花竞相绽放，为寒冷的天
气增添了一抹暖意。

樱桃种植户马超正在大棚内查看樱桃开
花情况。马超告诉记者，他种植的樱桃品种叫
美早，是优质的樱桃品种，为了保障成活率，是
从山东引进的 7年生的大苗，直接移栽回来。
今年 1月份就已经开花，比露天种植的樱桃要
提前两个多月。樱桃开花早、花期短，果实成
熟期也较短，坐果以后，很快就会成熟，预计 3
月中下旬就能上市。

据马超介绍，和传统的种植果树比较，种樱
桃能轻松一点，不用套袋，不用疏果，也不用雇
工，收益也高。“我种植大棚樱桃 1.5亩，去年卖
了13万元。今年受下雪天气的影响，花开得稍
微有点晚，但长势还是不错的，预计今年产量在
1000公斤左右，按照去年的行情，大概收入在
25万元左右。”马超细细地算起了账。

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马超的大棚内还采
用了模拟樱桃生长气候的技术，他按照樱桃生
长的需求，严格控制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
等条件，让樱桃树在最适合的环境茁壮生长结
果。同时，为了让果实长势均匀好看，提升樱桃
的口感，他使用优质有机肥料的同时，还通过叶
面喷施、滴灌回归等方法，使得樱桃果实的营养
更全面、口感更好，因此他种植的樱桃香甜可
口、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据了解，近年来，黄陵县不断推进农业产
业优化升级，从以苹果为主，逐渐发展到苹
果、黄陵翡翠梨、樱桃等多果并举，带动农民
多渠道增收致富，让果农的腰包鼓起来，助力
乡村振兴。

春节期间，我市各大商超、市场纷纷
装扮出节日的红装，门店里摆满了“虎”

“福”系列的年货，浓浓的年味让大家倍感
舒心。

在万达广场永辉超市，记者看到货架
上各种水果、蔬菜、生鲜、粮油等物资种类
齐全，不少市民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购
年货，充满了喜庆氛围。市民张女士表
示，超市物品齐全，价格稳定，补货也比较
及时，让人感觉特别放心。

“春节期间，水果、礼包类等商品销量
特别大。”永辉超市店长郭嘉柯表示，超市
准备了种类丰富、数量充足的年货供市民
挑选，而且商品价格实惠。

除了大型商超，各大市场种类繁多的

对联、福字、灯笼、福袋等春节饰品也受到
了市民的青睐。在凤凰广场荣利市场，前
来购买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

“过年就要喜气洋洋，我专门买了一
些中国结、小鞭炮，回家和家人一起挂起
来，看着喜庆，过年的气氛更好了。”市民
陈静说。

市场里的商户告诉记者，他们一个月
前就开始在工厂挑选货品、订购货品，元月
起就已经将这些货品摆放好售卖。“我们开
了十几年了，来的都是老顾客，现在也没有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在价格上有什么变
化，所以每天来的人都特别多。我们的物
品种类齐全，货源充足，完全能满足市民前
来购买的需求。”在一家名为洋洋喜庆的店

面，老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说。
同时，记者还走访了市区的农贸市

场。在东关街东盛农贸市场，米面粮油、
饮料水果、日用百货等一应俱全。一些与
春节有关的饰品也被商家摆在了摊位显
眼位置，喜庆热闹，年味十足。

“这羊肉看着挺新鲜的，价格也实惠，
我准备买点。”市民相增有一边选购羊肉
一边说。据东盛农贸市场副总经理曹东
介绍，春节期间，他们除了要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也要把好食品安全关，各种商品
都做到索票索证，蔬菜都是一日一检。同
时，商家们对各类年货进行调运储备，确
保春节市场供应。

在延安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水

果种类品种繁多，销售也特别火爆。“这段
时间水果销量特别大，目前，货源都充足，
价格也基本稳定。”水果经销商张艳说。

除了在城市的商超、市场外，乡镇集
市的年味更浓。在宝塔区姚店镇集市上，
无论是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是家用的锅碗
瓢盆，吃穿用可谓是应有尽有，人们也在
赶集的人潮中感受着浓浓的新年气息。

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恒伟表示，从目前
的市场调查来看，全市物资储备充足，种
类齐全，完全可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
春节期间，他们还将继续巡查排查超市、
农贸市场等经营一线，及时掌握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情况，确保全市物
资储备充足，价格稳定。

● 姓宏昌在进行列车防溜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