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力量乡村振兴

走进宝塔区麻洞川镇樊村，一排
排温室大棚整齐划一，错落有致。甜
瓜大棚内春意盎然，村民们抢抓有利
时节，为甜瓜上市做准备。

在种植户刘振团家的大棚里，碧
绿的藤蔓沿着拉绳一圈圈缠绕，蔓上
零星开着黄色的小花，十分招人喜
爱。刘振团和妻子正忙着给甜瓜缠
蔓、打掐，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叶子，把
蔓上多余的芽去掉。“我们的大棚一年
种两茬，一个棚一年纯收入 3 万多
元。”刘振团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通过种植大棚甜
瓜，他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刘振团告诉记者，以前他和妻子
一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
少钱。2019年回村后他开始种植温室
瓜果蔬菜，每年的 1 月份开始栽种甜
瓜，一般 4月份甜瓜就上市了，9月份

又开始种植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能赶
上春节上市，一年两茬效益也不错。

“今年是我种温室大棚的第 4 年
了，近几年来效益非常好，我们家有
两个棚，一年最少收入 6万元。”刘振
团说。

“过段时间来吃甜瓜，我们樊村的
瓜特别有名。”刘振团笑着说，他们村
的甜瓜个头饱满，皮薄脆甜，也不用
愁销路、赶市场，甜瓜一上市就有老
顾客预订，来棚里采摘。有时候他们
也会在路边支个摊，过路的人买得特
别多。

最近天气比较好，大棚里温度一
直保持在 20摄氏度以上，刘振团和妻
子每天都挥汗如雨地在大棚里忙碌
着。他说：“好日子要靠努力奋斗，趁
现在还年轻，好好干上几年，让一家人
的生活变得更好。”

刘振团：年轻就要奋斗
记者 孙艳艳 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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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小康实践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做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连心桥”
——记政协延长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李芬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贾寰 李浩楠

金融活水润春耕
洛川农商行将为农户发放贷款2亿元

一位陕南姑娘，2008年来到延长，把
根扎在了这片黄土地上。十几年间，她
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用心
服务群众，用情温暖群众，争做群众与党
和政府之间的“连心桥”。她就是政协延
长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李芬。

李芬是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主任，工作以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
社区居民，不管大小事李芬都用心做好，
把居民当成亲人，让他们满意。工作中，
她主要负责民政、社保、退役军人、残联
等方面，事多、面广，但李芬干起来可谓
是游刃有余。

“平日里与群众打交道也会遇到不
少埋怨和许多不理解，但一定不能灰心，
要学会换位思考，敢于奉献，还要有充足
的耐心，不断提升自己与群众打交道的
能力，更好地服务群众。”李芬说。

社区干部大多是女同志，平日里，她
们始终冲在前，处理事关居民的大小事
务。延油社区作为新成立的社区，各项
事务都在探索创新中，如何把社区干部
紧紧地团结起来，发挥最大作用至关重
要。李芬是女同志，这是她的优势，走访
社区也成了她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李芬认为，作为一名基层妇女干部，

就是要和社区内的妇女打成一片，倾听
她们的心声，反映妇女之声，发挥“半边
天”作用，同心发力，同向而行。

前不久，延长县两会胜利召开，作为
政协委员，李芬也提出关于当前精神病
人监护和日常照顾工作的建议。

在平时走访中，李芬发现一些精
神病患者缺乏照料，甚至无人照顾，而
且社会对这些群众的关注度也有待提
升，所以要加大对这些群体的关心，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关爱和
温暖。

李芬吃苦耐劳、踏实敬业，有亲和力
的她在处理居民事务时显得更加得心应
手。如今，她拿着自己的办公包，又开始
了走访调查，把居民的实际困难记录下
来，把两会上好的政策传递给居民，解决
好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我感到非
常荣幸，也感到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我
一定会认真履职，立足岗位，扛起肩上责
任，紧密联系群众，发现实情，反映民声，
为政府献计，为群众谋利益，把党的好政
策、好声音传递给群众，同时，解决他们
所急所需所盼，树立信心，为幸福生活努
力拼搏奋斗。”李芬说。

本报讯 （通讯员 任燕燕 记者
王静） 春投一篓苗，秋收万斤蟹。近
日，黄龙 500亩的大闸蟹养殖塘口已完
成种苗投放，为全年的渔业生产奠定
了坚实基础，也为百姓投下了致富新
希望。

“这些蟹苗全部来自与我们合作
的上海海洋大学崇明基地，采购的 45
万只蟹苗是引进的新品种早熟蟹‘绅
江一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优良、
无病害蟹苗。”黄龙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高级畜牧师岳龙奇说。

“我们的新蟹苗长得快，比一般蟹
苗成熟早，并且黄龙县今年全面推行
将公母蟹分开饲养，有利于尽早上市，
抢占市场。”黄龙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主任冯栋说，“分开饲养，也易于捕捞，
正常情况下，预计今年 9月份母蟹就能
上市。”

这段时间是大闸蟹幼苗投放的最
佳时期，在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蟹
农李常喜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工人们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忙着清塘、消毒、
投放蟹苗。2014年以来，黄龙县利用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资源优势，不断发
展绿色生态养殖。目前，大闸蟹绿色
水产品养殖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
要产业之一。

“大闸蟹成活率在 40%至 45%之
间，亩产效益平均在 8000元左右，最高
的时候达到了 1.5万元，总的来说经济
效益比传统农业要好很多。”有 6年养

殖经验的蟹农李常喜说，“今年 3月份
投放幼苗，经过 6到 8个月精细化池塘
养殖管理，母蟹在 9月份就能‘蟹肥飘
香’，公蟹 11月份可以捕捞，整个 180
亩基地里共投放了 6万多只蟹苗，产值
预计能达到 100余万元。”

据了解，大闸蟹养殖已经在黄龙县
形成养殖规模，尤其是在崾崄乡、瓦子
街镇两地，大闸蟹养殖不仅带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还带动了村民就业，成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径。崾崄乡白
城桥村村民张凤玲在李常喜的养殖基
地务工，每月工资 3000元。她高兴地
说：“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工作，不耽
误种地、养牛羊，收入也提高了。”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生态资源优

势，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当地群众依托
水域资源发展水产养殖、开办农家乐、
开发水上乐园等，增收的路子越走越
宽，日子越过越红火。

“自 2014年黄龙县大力发展大闸
蟹产业以来，县政府每年为群众免费
提供蟹苗，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 800万
元，建成养殖示范基地 5个，县域内大
闸蟹养殖户达到 68户。”冯栋说，“今
年，我们将在养殖大闸蟹的同时，试点
养殖加州鲈鱼、鸭嘴鱼等中高端经济
鱼类，填补陕北地区名水产品不足现
状，多元化打造黄龙特色水产养殖产
业链，并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
享受更多‘红利’。”

45万只蟹苗点燃致富新希望

春天里，万物生长。在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
福安村，这座形成于明代的古村落也在焕发生机——当
地政府联手高校以“拯救老屋”为抓手，推动传统村落
保护与乡村振兴。

从昆明主城区出发，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古朴恬静
的福安村。远远望去，这是滇池边的一个普通村庄，
地里的大棚种着花卉、蔬菜，村民自建的红砖楼房一
栋挨着一栋。

走进村里，却别有一番洞天——青石板路磨得光
亮，一丛丛小花在路边娇艳绽放，“一颗印”老宅子、传
统夯土房散布在红砖楼房之间，古树、古巷、古寺、古
井，无不诉说着这座村庄的过往。

“我们村2013年就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福
安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云说，全村有20余座较为完整的
滇中“一颗印”结构传统民居。

早些年，随着花卉、蔬菜种植业的兴盛，发家致富
的村民陆续搬出老房子，盖起了两三层的红砖楼房，
有人因为宅基地紧张，还动过把老宅拆除重建的念
头，一些老房子年久失修，被视为村庄发展的“鸡肋”。

2019年，福安村入选中国农业大学-昆明市都市
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区。“将古村落打造成花巷
引客流入村，将村内闲置资产通过流转盘活打造成业
态，实现城市动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这是城市
驱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含义。”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大
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说。

一个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就此拉开帷幕。在中
国农业大学专家指导下，福安村首先整治村容村貌，
古巷道铺上了青石板，村内沟渠重新清挖规划，种植
花草美化环境。目前，全村 600余户住宅的污水管网
覆盖率约80%，人居环境明显提升。

盘活资产资源才能增强“造血”功能。福安村先
后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昆明古村六坊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已和村民签下5座古民居的15年期限租借协
议，由村集体出资对古民居进行保护修缮，再引入第
三方运营，打造民宿、餐饮、手工艺品制作等业态。

村民姚其林家的老屋是福安村改造的第一座传
统民居。这座建于清末的老宅子是典型的“一颗印”
传统民居。20多年前，姚其林家及另外两家搬走后，
老屋一直空着，日渐破败。2020年，这座老屋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从一家人的记忆成为一个村
的文化窗口，还挂牌设立了专家工作站。

一边是乡愁，一边是烟火气。姚其林还经营着
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豆腐坊，过去一天顶多卖 300
公斤豆腐。福安村改造后，他家的豆腐直接供应给
村里 3家农家乐，不少游客还慕名上门购买，销量翻
了一番。

为打造统一风貌，福安村还由村集体出资，动员
村民把自建房的外墙刷成和老屋相近的朱褐色，新房
老宅错落有致，乡村文化的名片也擦得更亮，从周边
城市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米花糖、土锅酒、刺绣
等也成为特色伴手礼。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0年 7月，大学毕业生
惠敏应聘为福安村新设置的“乡村CEO”，开启了自己
和村庄的共同成长之旅。“读书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以
这种方式建设家乡。”惠敏的家就在3公里外的晋宁区
上蒜镇金砂村。

自 2019年 11月以来，晋宁区统筹各级各类资金
2000余万元用于福安村的乡村振兴工作。2021年10
月，福安村还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呈现
出“文旅共生、农旅融合”的良好态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拯救老屋行动”，
这更提振了村民的信心。“破败杂乱的老房子变成了
乡愁的寄托、增收的宝贝，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约
1.78万元，现在又有13户村民提交修缮老屋的申请。”
赵云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 记者 孙艳艳）“作为草
莓种植大户，春季农忙，正是资金周转的关键时期，有
了这笔贷款，我就不用为资金发愁了。”3月 21日，洛
川县黑木村的草莓种植大户赵超在洛川农商行成功
授信“乡村V贷”后高兴地说。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重要时节，洛川农商行以
“乡村V贷”“防雹网贷”“浓惠贷”“幸福家乐贷”等产
品为依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站式农村金融
服务模式，为农业生产尤其是苹果种植大户提供了坚
强的金融后盾。目前，该行已累计为农户发放贷款
1750笔、8720万元。

为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洛川农商行客户经理
主动上门，对辖区内种养殖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
资金需求等进行逐户走访，详细了解客户生产经营状
况、春耕备耕中的难题，满足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
膜、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信贷资金需求。同时，洛川农
商行设立“绿色发放通道”，限时办理，充分实现了资
金早投放、早到位、早发挥作用。

此外，为了助力复工复产，对因受疫情影响严重、
暂时无力偿还贷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可通过无还本
续贷和延期还本付息等方式，延长贷款期限，延长期
内免收罚息，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
响企业征信记录。

据了解，洛川农商行预计将在春耕备耕期为农户
发放贷款2亿元，切实助推乡村振兴。

福安何以安
——滇池边的“拯救老屋”行动
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庞明广 王明玉

政协委员风采政协委员风采

● 李芬（左）正在走访调研

● 刘振团正在给甜瓜缠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