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时节，记者在延长县黑家堡镇看到，
不少占用耕地的苗木已被清空，还有部分农户
正在利用油锯自发地进行苗木清理。

“苗子已经很多年了，本来是耕地，这么荒
下也不行。今年政府支持提倡清理，以后再弄
其他什么项目，比如大棚之类的。”黑家堡镇中
村村民王超说。

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切实保护耕地，延长
县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工作要求，将保障粮食
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把有限的耕地资源用于粮食生
产，真正让“良田”回归“粮田”。

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延长县
及时制定出台《清理耕地苗木整治耕地非粮化
工作实施方案》，各镇（街道）组建领导小组，成
立工作专班，对照图斑迅速摸排，对一些种植
树苗的农田进行整治，动员农户退苗还田。

黑家堡镇坚持还田于农、还田于粮，提
早谋划产业方向，不误农时，清理出来的土
地要种庄稼，确保不再有违法利用耕地现
象发生。“对照国土部门反馈的 224个图斑，
全面摸排了全镇 824户 3548亩苗木，其中需
清理面积 1648 亩；对已同意清理的 192 户
822 亩苗木全面开展清理。”延长县黑家堡
镇镇长薛伉说，“目前，全镇共清理 446亩，
废弃果枝苗木全部作为生产清洁取暖原
料。”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副主任郝宏建说：“七
里村街道党工委、街道高度重视，共核查出915
亩，其中工业园区占地192亩。目前已全部发
放告知书，清理苗木 202.94亩，力争在清明前
后全部清除到位，确保群众正常生产。”

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清
退苗木是“非粮化”整治工作的核心。目前，延
长县按照中央 1号文件精神和省、市文件，土

地“非粮化、非农化”要求，对4至5年以上、1.8
米以上无价值的油松、侧柏和无价值的苗圃进
行了清理。

“截至目前，各镇（街道）共发出告知书
2300多份，共清理苗木 1497.1亩，全县广大群
众能够按照文件要求，积极配合、自愿清理，效
果明显。”延长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赵
炜说，“后期，我们将进行不断的监督检查，坚
持日报、周汇总，在清明节前把苗木全部清理
完毕，为后期复耕复打好基础。”

据了解，下一步延长县将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
苗木种植乱象的反弹，确保将有限
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同
时，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将进
一步加强对镇（街道）的指
导和督办，确保高质量、高
效率完成专项整治工作。

入春后，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的
蔬菜种植大棚内，却是一派春意盎
然。大棚主人高虎正忙着采摘、打理
小番茄。一串串鲜嫩的小番茄在高虎
的精心培育下长势喜人。

高虎告诉笔者，他家的两个棚都
种植着“千禧”小番茄，这个品种的
优点是耐储存，种植过程中全施用
有机肥料，口感非常好，深受消费者
青睐。

在瓦村，村民种植“千禧”小番茄
将近 20个年头，小番茄已成为百姓的
重要经济收入来源。

正在大棚里忙碌的村民冯涛涛高
兴地跟笔者聊起了这几年的收入：“我
有两个棚，面积在 3亩左右，一年能产
个八九千斤，能收入六七万块钱，我觉
得很满意。”

看着形态均匀、色泽诱人、个头饱
满的小番茄，冯涛涛告诉笔者，最近越
来越多顾客带着亲朋好友自驾来到大
棚内采摘小番茄，既品尝了新鲜的小
番茄，又感受了采摘的乐趣。

据了解，瓦村在保持原有传统番
茄种植的基础上，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充分利用设
施大棚，提升土地利用率，使小番茄采
收期进一步延长，也为农业产业增收
开辟了新路子。

“近几年，我们通过不断地考
察，引进了一些特色种植品种，大
家的反响也都不错。”黑家堡镇瓦
村党支部书记冯丹斌说，“下一步，
我们将带动村民，扩大种植规模，
持续优化品种，走出一条共同致富
的道路。”

春耕时节，鄜州大地春意浓
浓，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 58岁的富县羊泉镇立
石村果农成百林家中有 20亩果
园，闲不下来的他早早就开始修
剪果树，为今年果树丰产丰收做
好充足准备。

“把果树管护好，希望今年有
个好收成。”成百林朴实无华的愿
望也是富县10万果农的心声。

通讯员 杨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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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小番茄 红火致富路
通讯员 李硕 李云龙

● 高虎打理小番茄

本报讯（通讯员 周腾腾）“要学好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
近日，郝盼踏上前往无锡市新吴区的大巴，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三年前，中考失利的郝盼，带着几分失落踏入了宜川县职业教
育中心。进校后发现，原来中职校园也适合自己的发展。他学到
了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也懂得了与老师、同学交流，更重新找到了
方向：“要好好地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

忙碌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三年的中职学习即将结束。在得知
宜川中职学生可以赴无锡新吴区进行“远程连读+异地就业”时，郝
盼第一时间报了名。他乐呵呵地说：“不仅可以外出长见识，学更
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学费全免，缓解了家庭压力。”

抱着和郝盼一样想法的，本次共有宜川籍42名中职学生去无
锡夏普公司工作半年，工作期间享受同工同酬。半年以后，取得江
苏高职对口升学资格后，进入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就读高职，就
读期间学费由苏陕协作帮扶资金解决。毕业后，发放国家承认的
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学生可选择考入本科院校继续深造，或由无
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推荐在当地就业，也可自主择业。

据了解，此次“远程连读+异地就业”进一步加强了宜川县与新
吴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力度，依托无锡职业教育优势和就
业市场打造出的异地就读就业模式，充分让宜川学子享受优质职
业教育，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两地人才经济交
流，为深化东西部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宜川教育力量。

宜川籍42名中职学生赴无锡市新吴区

开启“远程连读+异地就业”新模式

● 学生集体乘坐大巴启程

春寒料峭、天未破晓。
路灯下，冻得通红的脸蛋，打摆子的双腿，一把比自己还高大

的扫帚，他们如同“点点星火”，正在悄悄地照亮延川这座小城。
周末早上六点，一群“小小雷锋”就早早地来到了街头，打扫街

道。昏黄的灯光下，小小的身体吃力地挥着大扫帚，虽然天气特别
冷，但是热情满满。

从滨水绿城至大禹广场、李郃广场、再到刘家湾大桥沿线，处
处都能看到来自城关小学、北关小学、东关小学、南关小学四所小
学的“小雷锋”。他们无人喊冷，也无人叫累，就这样慢慢地打扫到
天亮。打扫完街道后，孩子们又在家长的带领下，暖心地为环卫工
人买来早餐，亲自递到他们手中。

“雷锋的故事孩子很早就知道，平时也教育他要多帮助别人。”
王子齐家长庞磊说，“今天，这个活动能让孩子真正地参与进来，体
会到他人的不易，对孩子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据了解，为开展好“学雷锋志愿服务月”系列活动，延川策划了
“擦亮延川，扮靓春天”清洁活动、“我是时代小雷锋，爱心献给环卫
工”实践活动、“交通文明伴‘童’行”引导活动、“我为雷锋精神代
言”征稿活动等，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希望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可以不断弘扬雷锋精神，让雷锋无
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扎根于全县青少年群体中，进一步推动志愿
服务活动在延川广泛开展，为我县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高质
量发展等中心工作贡献青春力量。”延川县团委书记杨宝剑说。

“雷锋”早已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民族精神，在薪火
相传中，更多的“雷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点点微光，使雷锋精
神更加熠熠生辉。

让“良田”变“粮田”
——延长县大力整治耕地“非粮化”小记

通讯员 苏乐 李伟 记者 刘小艳

◀ 村民用大型机械清理苗木

一把扫帚 两份爱
通讯员 师亚清

● 小学生帮助环卫工打扫街道

人居环境怎样抓 现场观摩取“真经”

本报讯（通讯员 师亚清 记者 刘小艳）“我参加工作时间不
长，例会开到村里还是第一次见，可以在参观中学习兄弟村的好做
法，补齐自身问题短板，我觉得效果很好。”延川县大禹街道马家店
包村干部杨涛说道。

近日，在延川县大禹街道全体领导干部，各村第一书记、村党
支部书记齐聚白家硷村，翻阅档案资料、实地参观、听取介绍等方
式，亲身感受白家硷村人居环境，通过学经验，找差距，补短板。

“我们将例会开到村里，开到田里，就是希望能带大家出来走
走，看看别人家的人居环境怎么样，具体经验做法是什么、现场取
经、带回学成，学以致用把自己村子的各项工作也搞好、弄好。”大
禹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兵兵说。

据了解，此次田间例会以乡村振兴示范村为镜子，让党员干部
从埋头自己干变为相互促进学，从开会听讲学到实地观摩学，真正
做到见贤思齐、取长补短，有力推动各村融合协作，提升干部整体
素质，密切党群干群联系。

● 现场观摩学习人居环境整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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