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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展新颜 群众生活更舒心
本报讯（通讯员 田伟 治国 朱钰

晴 记者 孙艳艳）近日，记者在洛川县
延安市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市一中）家属
院看到，一幢幢住宅楼墙面被粉刷得焕
然一新，院内路面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面，整个小区犹如新建成的一样。

“改造时不仅对墙面进行了粉刷，还
对管道、线路都重新进行了铺设，而且对
小区整体进行了绿化。”谈起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市一中家属楼住户高四季不禁
竖起大拇指，“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的生
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提升，幸福指数也提
高了。”

市一中家属楼修建于 20世纪 90年
代，由于建成时间久，墙皮开始脱落，道
路坑坑洼洼，加之线路、管道老化严重，
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2021年 7月，洛
川县投入880万元对市一中家属楼进行
改造，除了粉刷住宅楼墙面、平整硬化路
面、改造下水管网，还为每个单元楼安装
了防盗门。住户们纷纷表示，改造后的

小区更宜居了，生活比以前舒心多了。
“现在回到院子，感到心情很愉悦。”

居住在同属于老旧小区改造的县环保局
家属院内的住户郑建军感受到了巨大的
变化。去年，洛川县投入 154万元更换
了该小区室外的所有给水、排水、供热管
网，硬化道路，安装大门电子管理系统和
庭院灯、草坪灯，整合外墙管线。

据了解，2021年，洛川县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23个小区39栋楼，改造建
筑面积 9.9万平方米，概算投资 5183万
元，涉及936户。

“结合全县实际，2022年我们将投
资约 9000万元，计划改造 20个老旧小
区，安装电梯 57部，改造项目涉及群众
1655户。项目实施完成后，我们及时对
接相关部门加强后续管理，建立长效机
制，确保保障政策落到实处，让居民切实
感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实惠，进一
步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洛川县
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晓勇说道。

冬日里，天空湛蓝，白雪皑皑。站
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排矸场
顶部眺望，山上白茫茫的积雪与松柏共
舞，层层相接的排矸场在白雪的映衬下
更加美丽。在暖阳的沐浴下，排矸场上
的紫苜蓿和高羊茅正从白雪中冒出了
新芽，迎风生长。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排矸场位于黄
陵县店头镇鲁寺村北雨沟内，距离一号
煤矿约 1.5千米，距离店头镇约 3千米，
总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2018年6月，
一号煤矿向排矸场“亮剑”，投资4500万
元实施了一期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该矿聘请专家到现场考察论证，
并对排矸场进行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修建排矸场内部道路、防排洪涵洞、截

水沟、排水沟、坝体及边坡稳定、绿化
及安全防护工程、防火隔离带等。排
矸场覆土后，分期绿化造地，倾力让黑
漆漆的排矸场逐步变身为绿草如茵的

“大花园”。
“我们以‘重塑地貌、恢复植被’为

主线，按照‘平面造地、立面造绿、梯次
种植’的思路，采用自下而上、推平堆
积、分层碾压、黄土覆盖的排矸覆土方
法，有重点、分层次对排矸场进行绿化、
美化，做到乔灌结合、花草补位、色带搭
配、四季成景。”在排矸场观景台，一号
煤矿副矿长张驰介绍道。

2019年，该矿投资 80万元实施了
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6.7万平方米，满
足了护坡环境复绿和土壤改良的需求；

为了丰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一
步还原绿水青山，2021年该矿投资1900
余万元实施二期综合治理项目，目前已
完成黄土覆盖 8万余平方米，覆土区域
已全部播种草籽，完善防排水设施、排
矸道路延伸、边坡稳定修复、分期绿化
造地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为了从源头减少污染，该矿坚持
“源头减少、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原则，
不断探索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和研究，利
用井巷落底所产生的矸石，对采空区进
行回填，煤矸石制陶粒项目正在与国内
先进单位进行技术对接。

播撒一片绿，喜获满园春。经过近
4年的整治，一个绿草如茵、花香四溢的
矿山“后花园”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排矸

场的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整体生态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实现了从“答卷”到

“画卷”的蝶变。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作为

煤炭行业智能化建设的先行者、探索
者，一号煤矿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为路径，从源头减少
煤矸石的污染，提升绿色发展内涵，走
出了一条资源开采和环境保护齐头并
进的新路子，交上了一份“绿色答卷”。
矿井先后荣获中国最美矿山、国家级绿
色矿山、全国绿色矿山学习观摩基地、
全国煤炭工业环境保护优秀单位、陕西
省节能减排功勋企业、陕西省绿色企业
等称号。

从“答卷”到“画卷”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排矸场的美丽“蝶变”

通讯员 倪小红 记者 孙艳艳

贾金金：

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通讯员 白杨越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刘培乾）眼下正值冬
季果园管理的关键时期，志丹县双河镇在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抢抓冬季果园管理的有利时机，确保做到疫
情防控与冬季果园管理“两不误”。

近日，记者走进双河镇大庄科村，虽然天气寒冷，但
果农们热情不减，村党支部书记白贵新刚修剪完自家的
果园，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同村苏曹用家的果园来帮忙了。

“尽管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冷，但我们也没有闲着，我
们十几个人给苏曹用家的园子帮忙修剪，预计再有 5天
就修剪完了。同时，也能给农民宣传种植果园的相关技
术和要求，让他们提前打好基础，争取明年丰产，增加收
入。”白贵新说。

苏曹用去年靠苹果收入 6万多元，这也让他对苹果
种植充满了信心，这些天他一直忙着在自家果园涂白、剪
枝、清园。“这几天不仅村上的果农帮我修剪果树，镇政府
果树技术指导员也来指导，我更得好好用心把果树管理
好，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苏曹用说。

为加强冬季果园标准化管理，全面提升苹果产业发展
水平和效益，双河镇积极组织果业技术员采取理论传授和
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为果农讲解技术要点，把果农迫切
需要的技术送到家门口。双河镇果业技术员王玉磊表示，
冬季果园管理中的整形修剪，是当前果园管理中的重中之
重，目的是调整果树结果枝组的合理搭配，改善果园通风
透光条件，为来年生产优质苹果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了解，自入冬以来，双河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冬
季果园管理工作，为 2022年苹果增产、果农增收夯实了
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全镇果园涂白、清园、打石硫合剂
等工作已全部完成，修剪已完成总面积90%以上，剩余部
分到月底将全部修剪到位。

“我们按照‘一领两动’的发展思路，在党建引领下，突
出典型带动，狠抓苹果产业，建立了县、乡、村三个层面的
家庭农场发展体系，实行领导干部、村干部包地块、包园
子、抓引领示范带动，压茬推进。”双河镇副镇长王建斌说，

“疫情期间，我们一边抓疫情防控工作，一边抓冬季果园管
理，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逐步形成点亮、线优、面好
的双河山地苹果示范带，真正让农民致富过上好日子。”

冬管正当时 冬闲变冬忙

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报讯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吴
鹏飞） 近日，记者走进黄陵县店头镇
河腰村的蔬果大棚基地，虽然外面天
寒地冻，但大棚里却是一派欣欣向荣、
生机盎然的景象。小乳瓜、黄瓜、西红
柿、草莓、青菜等多个品种的果蔬长势
喜人。

“我们基地种植的水果蔬菜有 20
多棚，在技术部门的指导帮扶下，长得
都很好。”河腰村蔬果基地种植户雷震
一边忙碌一边介绍着。据了解，雷震
大棚里的蔬果是他去年下半年种植
的，从去年立冬开始，他就开始着手大
棚内防寒保温、病虫害防治、补种新苗

等工作，通过县上农业部门的技术指
导，保证了新鲜果蔬在春节前就可以
上市供应。

在蔬果基地，记者还看到不时有工
人正在搭建新的大棚。“目前政府为了
保障群众的‘菜篮子’，给我们基地又投
入了新的大棚，扩大生产，确保大家都

能吃上新鲜的蔬菜。”雷震说。
据了解，为了增加冬季蔬果供应

量，黄陵县提早安排，科学研判，精准落
实，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扩
大种植规模，并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指导。目前各蔬果基地运行良好，为丰
富广大市民“菜篮子”提供了有力保障。

冬季大棚春满园 反季果蔬促增收

● 贾金金正在喂牛

在黄龙县崾崄乡崾崄村党支部，时
常能看到一个年轻女娃忙碌的身影，她
便是放弃县城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
用自己所学知识为村子的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的贾金金。

贾金金是崾崄村支委委员、监委会
主任，90后的她带着“振兴家乡”的热
情，在去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当选
为支委委员，白天她忙着协助村“两委”
服务于村民，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总在
思考如何能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事情。

经过多次和镇上商讨、外出考察学
习、翻阅资料，她最终决定由自己带头
养殖肉牛。

2021年初，定场地、办手续、盖牛
棚、选品种，不出3个月，在家人的帮衬
下，贾金金家的30头牛顺利入住新家。

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 90后来说，
养牛的技术含量太高，比如怎么给牛驱
虫、健胃，怎么做防疫等一系列问题，成
了贾金金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题。于
是，她废寝忘食地加班学习钻研提升青
储饲料的营养、牛的疾病防治等知识。

现如今，养牛场步入正轨，她也总
是热情地将养牛方法传授给村民们。

在她的带动下，崾崄村脱贫户耿福
由原来的几亩薄田到现在的山羊和肉
牛养殖，家里的日子日渐富裕起来。还
有村民陈孝坤，在贾金金的帮助下，不
再为销路和价格发愁……

每当谈起养牛场未来的规划时，贾
金金总是喜不自胜，她计划用自家流转
的 30亩土地种植玉米作为青储饲料，
后期牛粪用于土地施肥，仅饲料这一项
每年就能省下不少费用，加之目前养牛
行情好，未来两年内养牛场规模将达到
70头左右，年出栏30头，净收益可达60
余万元。等到自己经验技术丰富了，资
金充足了，就动员更多的农户养牛，建
立肉牛繁育、育肥、营销体系，让乡亲们
不用为技术和销路发愁，使肉牛商品生
产上规模，建立肉牛生产商业品牌，给
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润。

“很多人问我，你还会离开家乡
吗？我说不会，我要给越来越多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做个榜样，我要让我们村变
得更好，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
兴队伍中来，有年轻活力的注入，我们
的农村一定还有大发展、大变化。”贾金
金说。

● 市一中家属楼老旧小区改造后图景

“最近，我正在给基地上的八月瓜剪枝、施肥”“八月
瓜套种魔芋和食用菌，值得借鉴推广”“现在我们做农业，
互联网思维很重要，我们要借助网红把农产品推出
去”……在“务川创新创业青年交流群”里，类似的讨论每
天都在进行。

这里，聚集了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各个乡镇村寨的乡村振兴人才。他们有的在群里分享产
业经验、最新政策，有的会寻求帮助，他们互相出谋划策，
互相启发。记者加入群中，看着大家热烈讨论，想方设法
扩大产业、提升带富能力，充分感受到他们浓厚的创新创
业热情和十足的乡村振兴信心。

为打开振兴乡村的局面，当地采取“双培养”模式，一
方面培养乡村振兴村级领军人才，另一方面跟踪培养乡
村振兴后备人才。如今，他们中不少人就在这个创新创
业群里。为尽可能挖掘和释放大家的潜力，务川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宋聚超常常在群里叮嘱，希望大家把好的设
想提出来，县里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帮扶。

在宋聚超看来，正是大家持续的热情，让他看到了乡
村振兴的希望。“90后”刘钱波在群里十分活跃，他是县
里确定跟踪培养的后备人才，曾在浙江温州做汽修工人，
又在务川县城开过水果店，这两年，经过前期辗转多地的
学习考察，他响应号召来到务川县丹砂村，租用废弃厂房
养起了兔子。

在群里，大家都认为刘钱波不但有闯劲，还很善于学
习。几年时间，他从养兔门外汉渐渐成了养兔“专家”。刘
钱波一步步找市场，如今他养的兔子卖到了省内外不少地
方。就在春节前夕，他在务川县城开了一家兔子餐馆，主
打全兔宴，生意挺红火。群里不少人争相推荐自家的农产
品进入刘钱波的餐馆，有羊肚菌、香菇，还有各种蔬菜、水
果；也有人推荐临近村寨的村民跟他学养兔技术。

务川县涪洋镇小坪村，涪洋河穿村而过，正是这充足
干净的河水为小坪村孕育了机会。2020年，通过招商引
资，占地100亩的生态养鱼项目落地小坪村。“80后”田坪
是县里确定培养的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因过去有过养鱼
经验，被派来协助发展。他告诉记者，项目主打鲟鱼、鲈
鱼等中高端品种，市场供不应求，甚至已出口马来西亚等
国家。春节期间，创新创业群里推介农产品，小坪村的鱼
就在其中。

务川县已确定领军人才29人，培训后备人才 200余
人。他们不仅“传帮带”，也互相“赛跑”，从而绘出一幅你
追我赶、蒸蒸日上的乡村振兴图景。春节刚过，创新创业
群里有人说“我们要共同携手，把务川的农产品推向全
国”；有人提出了新一年的筹划：写一份策划方案，打造一
个网络带货账号。宋聚超回应大家：“需要政府方面做什
么，可提出来，我们分头行动。”

在一个县创新创业微信群里
看到乡村振兴未来
新华社记者 刘智强 李惊亚

他山之石小康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