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党静 张凡 贺锦坤
记者 李欢）阳春三月，正值大棚果蔬大量
成熟的时候，在黄陵县桥山街道的果蔬大棚
里，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忙碌景象。

桥山街道官庄村果农张生飞家的草
莓大棚内果香四溢，一颗颗草莓在绿叶的
映衬下就像一颗颗红玛瑙，让人垂涎欲
滴。慕名而来的游客拎着篮子不断穿梭
在草莓垄畦中，棚内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今年我种了 8棚草莓，1棚黄瓜，草
莓目前已经成熟，主要供应黄陵、洛川的
水果市场，黄瓜长势也很好，已陆续上市，
供给周边的蔬菜市场，很受大家的欢迎。”
张生飞说。

同样，在黄陵县桥山街道龙首村，52
岁的孙冬锋正在自己的大棚里采摘西红
柿。他种植大棚蔬菜已经整整 20年了，
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他的蔬菜管

理精细、长势喜人。
孙冬锋介绍说，今年他种植西红柿、

黄瓜、辣椒等蔬菜共 6棚，水果西红柿叫
普罗旺斯，是新引进的品种，它的甜度、亮
度以及口感都特别好，预计最少能产
2000公斤，卖上万块钱绝对不成问题。

人勤春来早，不负好时光。在黄陵大
地上，大棚间、田地里，处处是人们辛勤耕
耘的身影……

近年来，黄陵县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优化产业结构，在发展壮大果业特色
产业的同时，把壮大发展设施蔬菜产业作
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又一特
色产业，着力打造以生态采摘、休闲观光
农业为主的“旅游+农业”发展新模式，打
造“农业+”综合体，确保种植有收成、销售
有渠道，让农民从小土地中获得大收益，
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果蔬大棚春意浓 休闲采摘乐融融

本报讯（通讯员 丁福花 袁欣 记
者 孙艳艳）近日，在富县北道德乡湫塬
村，两座毛坯房正在火热建设中。湫塬村
武庄子小组动态监测户朱逢元正乐呵呵
地看着自己的房屋一点点地建起，非常期
待新家落成的那天。

朱逢元的住房问题是北道德乡动态
监测帮扶小组在2021年10月份全面入户
摸底排查时发现的。2021年 10月份以
来，富县遭遇连续降雨，朱逢元的房子就
在降雨中出现了漏水并坍塌。朱逢元告
诉记者，当时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考虑
到长期住在外面不是长久之计，村干部和
乡政府垫资给他修了两间房子，预计今年

4月份就能入住了。
据湫塬村驻村联络员张洋介绍，为持

续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湫塬村驻村
工作队专门召开了防返贫动态调整和信
息采集培训会，就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全面摸底排查工作进行了业务培训。“我
们通过入户走访、群众交谈等方式，及时
摸排监测，为脱贫户争取了各项政策帮
扶，坚决杜绝返贫致贫。”张洋说。

朱逢元因自然灾害原因纳入“动态监
测户”，道德村的雷建云家则是因病纳
入。北道德乡道德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书
记杜中强告诉记者，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的雷建云家，几年前发生了一起交通故

事，看病总共花费了 20多万元，因为是
单方面肇事，合疗报不了，后续治疗的花
费也比较大，家里的条件也大不如以前
了。

在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开展以来，镇
村干部通过入户了解情况后，制定了三条
措施，一是为他们设置了专门的公益性
岗位，二是准备从合疗方面争取报销一
部分，三是争取从民政上让他享受低保
政策。通过三方面的措施，让他们的情
况有所改观，通过扶志扶智以后，雷建
云现在对生活充满希望，“通过各级干
部对我的帮扶，让我家的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以后我也有信心让全家人的日子

变得更好。”
据了解，为全面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北道德乡将全乡像朱逢元、雷建云这样的
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的群众全部纳入动态监测范围。

对排查中发现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根据监测
标准，北道德乡将其纳入常态化监测后，
及时向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进行风险预
警，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发现一户，监测一
户、帮扶一户，动态清零，坚决杜绝出现返
贫致贫等情况发生。

动态监测帮扶 杜绝返贫致贫

小康实践

本报讯（记者 李欢 刘刚 通讯员
叶宗勇 杨雪）“稻花儿的香，香在你心
上，留下最美悠悠时光……”3月 2日上
午，在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村民活动室旁
的广场上，随着一首优美的《稻花香》响
起，“2022寻找最好吃的大米”张家湾镇第
二届百姓品米大会拉开了帷幕。

现场陈列的展台前，参加品米大会的
张家湾镇7个村、1个专业合作社共8支队
伍早已准备就绪。只见S35、稻香2号、宁
粳50等各品种的一盒盒大米整齐地摆在
展台上，旁边的标牌上清楚地介绍着稻谷
的品种和性状特征。

该镇的稻谷种植户们早已聚集到这
里，大家将一粒粒大米放入手心，挨个比
较各品种的大米，谈论着各自种植稻谷的
情况，并向种植专家咨询各种问题。

随着比赛的开始，各参会队伍们也迅
速行动起来，他们将准备好的大米盛入电
饭煲烹饪。不一会儿，热气开始缓缓升
腾，空气中弥漫着缕缕稻米的清香。

评审团成员们端起小碗中蒸好的大

米，逐一细细品尝，从大米的品相、光泽
度、口感以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进行综合
评估。经大众评审团现场投票，最终，由
川庄村选送的S35稻米获得“米王”称号，
川庄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庆军选送
的稻米被评为“最好吃的大米”。

近年来，张家湾镇依托自然禀赋，积
极发挥水稻种植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种养
模式。目前，全镇共种植水稻3200亩，其
中有机水稻示范田 1000亩，并配套实施

“稻鱼”“稻鸭”“稻蟹”共养全覆盖，形成以
川庄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张家湾村、王家
角村、杨家湾等村发展有机水稻产业，形
成沿葫芦河景观带千亩有机水稻产业园
区。

如今，张家湾镇加快新一轮稻谷品种
更新换代，鼓励群众科学种稻，把稻米产
品真正变成了大米商品，水稻产业正在由

“种得好”“产得好”向“卖得好”转变，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实现特
色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和西川大米品牌打
造，有效带动群众致富。

葫芦河边米香飘 现场品尝选“米王”

● 参加评比的农户让大家品尝大米

进行时乡村振兴

● 王树龙和他的养殖场（电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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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初春时节，在山东省潍坊昌邑市柳疃镇青阜农业
综合体的农田里，几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一字排开，白
色的水雾均匀喷洒在绿油油的麦田里。旁边的农田里
还有几台拖拉机来回穿梭。不远处，几台农机走过，黄
色的土壤被翻到上面。

“现在的农活可多了。给小麦打药促分蘖、防病虫
害、施肥，还有翻地，准备种春玉米、花生等其他农作
物。”24岁的植保员张旭说。

而在过去，这样忙碌的景象在这里很难见到。
昌邑北部沿海滩涂面积大，盐碱滩地多。青阜村

就是盐碱滩上的村庄之一。曾经，由于盐碱地上农业
产出低，多数村民外出务工，土地大片撂荒。

为了开发利用这片盐碱地，在外经商的企业家孙
德东回乡成立青阜农业综合体，铺设管道引来潍河水，
借鉴“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打造“海绵村庄”和“海绵农
田”，在广袤田野中建设大大小小的水库湾塘数十个，
把附近村庄和田野沟渠中的雨水收集起来再利用。

走进青阜农业综合体，路旁的沟渠里清水潺潺，几
名工人正在忙着加固、防渗。水塘里，不时有野鸭游
过。

“有的盐碱地原先基本什么也不长，20年没深翻
一回，我们集中流转土地后连续 4年进行了深翻。”青
阜农业综合体负责人孙德东说。

青阜农业综合体先后与国家、省、市科研院所和大
中专业院校组建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工作站、病虫害监
测站，组建了由多名专家参与的科技研发团队，依托人
才和实验室支撑，通过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方
式，降低土壤中的盐碱含量。

记者看到不少地块里，插着许多白色、红色的小牌
子。柳疃镇青阜村党支部书记孙广洲介绍：“那是我们
与高校院所合作搞的试验田，牌子是做标识用的，有
200多个小麦品种、50多个玉米品种在这里育种攻关，
青阜农业的技术含量将越来越高。”

曾经弱土薄收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高产田。孙
广洲介绍，去年小麦亩产1200斤，玉米亩产1400斤。

目前，青阜农业综合体已流转土地超过 10万亩。
除了传统的粮食作物，他们还通过种植苜蓿、棉花、中
药材等耐碱作物来逐步改良盐碱土壤。

天气回暖，正是苜蓿生长的好时节。苜蓿地里，绿
色的叶子正在铺展。随手拨开叶子，就露出紫色的茎
秆。

孙广洲介绍，等过段时间，开出紫色的花更好看。
苜蓿的植物蛋白含量高，是奶牛的高档饲料，一亩纯收
入2000多元。以前，盐碱地上白茫茫、光秃秃，没什么
生机，也没什么色彩，现在，盐碱地上多姿多彩。

最近几年，青阜农业综合体在沟渠池塘种植莲藕、
荷花等水生植物并放养鱼苗、龙虾等水生动物，发展休
闲垂钓和亲子教育，在保证水域收益的基础上增加观
赏性和体验性，吸引城市家庭前来休闲游玩。

孙广洲说：“等到夏天，我们这里更好看。”

盐碱地上的多彩春耕
新华社记者 邵琨

看小康走进乡村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美丽宜居刘老庄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白腾

迎着初春的暖阳，记者走进甘泉县桥镇乡刘老庄
村，宽敞平坦的水泥道路干净整洁，一盏盏崭新的路灯
矗立在道路两侧，沿路丰富的墙体文化将文明之风与
乡村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 61岁的姬培成，以前因为村里基础设施差，
吃水要走几里路用扁担去挑。移民搬迁工程实施后，
村里大力整修村庄环境，一幢幢崭新的院落拔地而起，
享受到政策的姬培成搬了新家，看着新农村的面貌，姬
培成高兴地说：“原来一到下雨天路上都是淤泥，走也
走不成，现在道路也硬化了，巷道也美化了，家家户户
通上了自来水，路灯也亮堂堂的，比以前可好太多了。”

据了解，和姬培成一样入住新农村的总共有27户
村民。农闲时候，村民们就会到刘老庄村的文化广场
锻炼身体，班随娃就是其中一位。只要天气晴好，他总
爱到村里新修的文化广场走走转转，晒晒太阳，新修的
文化广场已成为村民们闲暇时间聊天的好去处。“太阳
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广场上，这还有健身器材，没事
的时间还可以锻炼锻炼。这几年，刘老庄变化很大。”
班随娃说道。

近年来，刘老庄村多举措改善人居环境，大力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净化环境。完成巷道硬化 400余
米，外墙粉刷500余米，外墙图画100余米，栽植各类树
木 500余株，新建了党员活动阵地，完成了刘老庄小
组、孟家洼小组的路灯点亮工程。

● 村民在广场锻炼身体

近日，记者来到安塞区坪桥镇高家湾
村养殖户王树龙家，一进院子，这边“哼
哼”，那边“咩咩”，猪羊成群欢叫，好不热
闹。王树龙正忙着将一车草料均匀地撒
在料槽内喂养羊群。

“一共是两个猪舍、三个羊圈，猪养的
少一些，羊比较多，有 200多只。”王树龙
一边干活一边告诉记者，照顾这些猪羊得
他一整天忙活。“早上天一亮就要起来打

扫圈舍，准备猪吃食、粉碎羊草料，都是牲
口入口的东西，干起来可得细致些。”王树
龙说。

舍饲养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洒扫、
备食、喂养等看起来简单却马虎不得的活
计，王树龙说自己虽然每天干下来都累得
直不起腰来，但是日子却特别踏实、特别
有盼头。

“我是三年前回村开始发展养殖产业

的，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摸索，养殖技术越
来越成熟，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收入也是
一年比一年高。”王树龙说，他家的湖羊一
开始只有40来只，如今已经发展到了200
多只。“去年我卖了一茬三四个月大的小
羊，纯收入有近 6万元。”王树龙开心地
说，这比之前在外揽工轻松不少，收入却
一点不少。

王树龙告诉记者，2019年以前，他和
村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在城里闯荡，主要是
和四五个兄弟一起在安塞城区周边做水
电工挣钱。

“前些年装修市场行情好，我们有时
候还能承包到整栋楼的改水电工程，一年
下来收入也挺不错的。后来慢慢地活少
了，收入也开始下滑。”王树龙说，再加上
自己每次回家看到村里人越来越少，心里
总是空落落的，所以他就想着回村发展。

2019年，王树龙拿出了自己在外打
工的全部积蓄，加上政府就业基金，建起
了两个猪舍、三个羊圈，购买了40余只湖
羊羔和一些猪崽，开启了他的养殖之路。

万事开头难。
“搞舍饲养殖，这可不是咱小时候的

喂一头猪、拦两只羊。”什么季节喂养什么
样的饲草饲料？圈舍的环境卫生要达到
什么样的标准？还有动物防疫问题等等，
都是摆在王树龙面前的一个个大难题。

怎么办？
“我就两个字：学、干。认真学，踏实

干。”王树龙说，既然选择了回村发展舍饲

养殖这条路子，那就得干好。
自此后，王树龙磨着有经验的养殖户

学经验，追着镇上的技术员学技术，逼着
自己别怕脏别怕累坚持干下去。

“刚开始那会儿，夏天天一热，猪羊粪
臭气熏天，整个院子都臭气烘烘的，熏得全
家人受不了，圈舍里的猪羊看起来也都恹
恹的。”王树龙说，幸亏技术员的及时点拨，
他才知道每天都要清理打扫圈舍。认识到
了做好养殖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以后，王树
龙每天清晨的头一件活计就是打扫圈舍。
三年多来，他一天都没有落下过，包括猪羊
的防疫，他都严格按照动物防疫要求定期
做好。“三年多了，我们家的猪和羊没有一
只生过病。”王树龙开心地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为了搞好
舍饲养殖产业，王树龙说自己还硬着头皮
在互联网上当起了“好学生”。

“第一批羊崽出生后，有的母羊奶水
不足，幼崽怎么喂养可让我头疼了好一
阵。”王树龙说那时候，他就天天拿着手机
在网络上搜索学习相关知识，根据网络教
程像喂养孩子一样当起了“羊奶爸”。“不
谦虚地说，我们家羊崽现在的成活率差不
多能达到百分之百。”

“舍饲养殖产业特别是湖羊养殖，市
场好，规模增速快，收入一步一个台阶往
上走。所以今年我还想把管理做得更细
一些，在规模上再扩一扩，让日子过得更
美一些。”谈起今后的打算，王树龙信心满
满地说。

小康梦圆

王树龙：猪羊成群光景美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李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