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万物生长。在招安镇
谢屯村，几十座蔬菜大棚整齐地排列
着。走进村民谢文武家的大棚，一股
热气扑面而来，卷心菜硕大的叶子舒
展着。看着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的茄
子，记者与谢文武一起算起了收入账
和支出账，现在只种茄子，一年下来能
收入10万元左右，扣除成本，仅靠种植
大棚谢文武一年纯收入能达到六七万
元。谢文武感慨地说：“通过种植大棚
我现在光景越来越好了，还在银行有
了不少的存款，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
家过上了好日子。”说着他黝黑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刚种大棚时，还是手工帘子，技
术也不成熟，效益并不是很好。现在
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技术员进行
培训学习，亲自指导，一遇到问题，技
术员就过来帮忙解决，真是帮了我们
大忙了，也让我有信心种好大棚，随着
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大棚技术先进了，
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这几年，大棚效
益也越来越好了。”谢文武向记者讲述
着自己种植大棚的经历。全镇像谢文
武一样种植大棚的群众还有很多，他
们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巩固脱贫成
果，阔步迈向小康。

据了解，招安镇新建3年大苗果园
6500亩，全镇苹果总面积4.9万亩，挂果
面积 2.4万亩，年均产值 4000万元，入
选2021年度中国苹果产业百强镇。新
建大棚219棚、弓棚211棚，种植类型由
以蔬菜种植向反季节水果、花卉栽培并
重转变，龙石头、白渠樱桃采摘和招安、
枣湾西（小）瓜采摘小有名气，川道设施
蔬菜园区初具规模。全镇发展规模养
殖场59个，其中湖羊养殖场22个，存栏
湖羊6000只，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户124
户，人工种草1.5万亩。

4月 8日，周五上午记者走进招安

镇小学四年级四班的教室，正逢梁成
鹏老师给小朋友们上音乐课，孩子们
正在梁老师的带领下深情地唱着《七
子之歌》，课堂氛围异常活跃。同时梁
老师“童趣”般的教学方式让小朋友们
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也激发了他
们的学习状态。

梁老师说：“这次的‘双减政策’，
看似是减少了学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学
习负担和家长的焦虑，但我们老师却
丝毫不能放松，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随着政策的实施，随着音乐教育的比
重越来越大，我们音乐教师应该响应
党和国家对素质教育和美育工作大力
度推进的号召，做好思想准备去奉献
和追求，迎接今后相对更具挑战性的
工作。”

“除此之外，音乐教师必须还要从
能力上完善自身。‘双减’之后的音乐教
育需求数量增大、质量增高，所以，‘双
减’政策实施的同时，我们音乐老师的
视角应该也随之变宽、变远，加强自身
能力的完善，多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去探
索真正的‘以美育人’。”梁老师说。

据了解，在落实“双减”政策中，招
安镇中心小学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经过研究讨论为学生减负制定方案，
减负，提质，增效。落实课后服务“4+
2”模式，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招安
镇严格执行国家“双减”政策要求，让
祖国的花朵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近年来，招安镇中心小学今年稳
步进入发展阶段，招生规模扩大，教学
环境大大改善。中学教育连续17年中
考成绩稳居全区第一，近 8年在全市
87所中学中位居前五。

走进招安镇龙石头村，道路两旁
杨柳依依，干净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
户，绿树白雪中掩映着一栋栋崭新的
农家小院。这是画亦是诗，也是龙石
头村一幅乡村美景图。

然而，过去的龙石头村却是“刮风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景象。“以前我
们村的村民居住环境脏乱差。自人居

环境整治以来，现在村里干净了、美
了、亮了。”村民宋占亮说。

路过村里一家居民小院时，记者
被这家院子的景观吸引。只见一株
株郁郁葱葱的绿植从院子的大门顶
上蜿蜒而出，顺着围墙爬满墙顶，像
一个巨大的盆景。现在刚刚立春，所
有的绿植已经冒出了绿芽，这就是村
民宋占亮的家。他热情地介绍：“再
有一个月，所有的绿植都会开满整个
院子，而且我每年都会种植葫芦、花
椒树、西红柿……这些绿植既美观又
实用。我还把以前的旱厕改成了三
格化粪生态厕所，新改建的水厕通过
三格式化粪池处理粪便，经过密封、
厌氧、发酵三个步骤，将粪液回收利
用到自家菜园里，真正做到了‘肥水
不流外人田’。”

宋占亮说：“从自家小院开始改
造，村民们看到环境美了，生活舒服
了，环保意识也就提升了。”村干部带
头引导村民参与集体大扫除，进一步
美化、绿化、净化村居环境，使美丽宜
居的环境从院内延伸到院外。在村干
部的带动下，村民们不仅主动清理房
前屋后垃圾，参与大扫除，还学习垃圾
分类知识。如今，龙石头村家家户户
自觉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净美村景引
来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在龙石头村的大街上，笔直的
村道干干净净，沟渠、院落不见一点
儿垃圾，家家户户门院亮堂，一派乡
村好风光。美丽的乡村美景是干出
来、管出来的。一直以来，招安镇坚
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改善群众生
活条件、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举
措，抓紧、抓实、抓好人居环境整治，
为乡村振兴再添“颜值”。对村庄环
境卫生进行深度清理，全年更换新置
垃圾收集设施 28个，淘汰了旧垃圾收
集车 1辆，新配垃圾收运车两辆，全镇
21个村、170个自然村实现了垃圾有
效治理，招安等 10个村建立了村庄保
洁制度、门前三包责任机制，在王尧、
周屯、招安村改厕 766个，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巩固提升龙石头市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建成招安、白渠、王窑 3个
美丽宜居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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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GuShi县区故事

● 招安镇的养羊场

从过去外出的打工仔到如今的养
牛专业户，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仅
提升了自己的生活条件，还带动了村
里其他村民的养殖热情，他就是甘泉
县道镇五里桥养牛专业户魏延兵。

一大早，魏延兵就来到自家养牛
场，给牛喂草、打扫牛舍、观察每头牛
的生长发育情况。今年 40岁的魏延
兵，在养牛之前，打过工，养过车，还贩
过牛，但收入微薄，入不敷出，贫困就
像压在他头顶的大山。

“一开始乡镇干部动员我搞养殖
的时候，因为我文化不高，所以心里没
谱。村党支部书记和片长天天给我打
电话做工作，我自己也盘算，靠打工苦
是没少下，但钱都装进别人的兜里了，
自己创业挣钱，那才是好路子。”魏延
兵说。

2018年8月，乡政府为村民建好了
养殖场，魏延兵投资 70余万元购买基
础母羊 100余只。由于初次养羊没有
经验，魏延兵没事就翻书或从网上搜
湖羊的养殖技术，一天到晚，吃住都在
养殖场。2019年 3月，因为羊还没上
市，资金短缺，没钱为湖羊买饲料，听
着羊的叫声，他的心都碎了，经过村支

“两委”的帮助，他在中国农业银行甘
泉分行申请贷款30万元。湖羊开始慢
慢售出，到了2021年的上半年，他先后

卖掉 200余只湖羊，共计 300余万元。
闲不住的魏延兵，多方市场考察，决定
把湖羊售出只剩 50余只，用卖羊的钱
在 2021年 10月份买回本地土黄牛 170
余头。

“我看到我们坡上的玉米秆子、红
薯藤子堆在地里烂掉可惜了，正好可
以用来喂牛，而且牛肉很受欢迎，价格
也比猪肉高。”魏延兵说。

在养殖牛的过程中，魏延兵更是
四处学习、向人请教，不断摸索，总结

经验，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第一批
80头商品牛成功出售，收入73万余元，
当年就走上了致富路，魏延兵毫不犹
豫向村里宣传养牛的经验。

“我现在的光景你们是看得见的，
娃娃上学也不用租房子了，而且全款
在城里买了一套大房子。”魏延兵笑着
对村民们说。

魏延兵的家过上了好光景也激发
了村里其他村民的养牛积极性，同村
的高喜红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发展起

了本地土黄牛的养殖。魏延兵经常到
他家进行免费的养殖技术指导，给他
提供黄牛的市场销售渠道。

高喜红十分感谢魏延兵的帮助，
现在不仅养起了牛，还得到了免费的
技术培训。他说：“以前种的玉米，挣
不了几个钱，现在好了，把玉米收了，
玉米秆还能喂牛，省下不少的饲料
钱。”

经过近几年的用心养殖，魏延兵
家的牛现在已经200余头了，有了稳定
的经济来源，幸福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去年我买牛的时候，村民刘义一
直抱着反对的态度，看见我如今的光
景，他也来和我探讨了，我就动员他养
上 20头牛，技术和销售的问题不用他
操心，没想到，他一口气买了 40头牛，
还把邻村几户也带动起来了，今后，县
城里要吃牛肉的人就再也不用去外面
买了。”魏延兵笑着对记者说。

“以前我感觉打工不用担心，只要
好好做你的工作就行了，所以，他当初
抱着试试的态度搞养殖时，我很不支
持，但我说不过他，就让他开始搞养殖
了，没想到经过他几年的努力，家里总
算告别了苦日子。”妻子李改改笑着说。

“现在养殖技术基本成熟了，规模
还要继续扩大，要带动大家一起过上
好光景。”魏延兵说。

“这样的书记到哪里去找。”在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
村，提起村党支部书记白利山，村民们总是赞不绝口，都说他
一心为民、思想活跃、懂得经营。

初春时节，万物静美。走在闫家沟村，干净的村道、整齐
的房屋、别致的风景，满眼是青山碧水的怡人风光。谁能想
到，这里曾是一个典型的“软弱涣散”村。而今，闫家沟村人
均纯收入达15123元，较全县人均纯收入净增1000余元。

村民们都说，改变这一切的，就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白利山。

大刀阔斧解难题

今年 49岁的白利山是土生土长的闫家沟村人，为了建
设家乡，他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2015年，
他被村民选举成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嫁人不来闫家沟村’，村里太穷了，
但不能让这里的人穷一辈子吧。”回忆起过去，白利山记忆犹
新。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真正代表群众，为群众
多办实事、办好事，带领群众致富，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
任。”白利山说。

白利山任职后跟随驻村片长和第一书记学习抓党建、促
民生等工作，同时争取一事一议项目，硬化村民出入小道 3
公里，这也是白利山上任后为村里干的第一件大事。

“把村民从家门口出入的路修好了，让群众告别穿雨鞋
的日子，群众的心里就敞亮了，致富就有希望了。”白利山说。

与此同时，白利山针对闫家沟村的实际情况，大力号召
全村党员群众，集资修筑下水道等地方的基础设施“差”的短
板。

一心实干为乡亲

村里道路修好后，白利山带领村“两委”成员着手清理村
内垃圾及绿化、美化、亮化工作。

“当时，村里共清运垃圾2吨多，淘汰破旧物件100余件，
大大改善了村内‘脏乱’现象。”白利山告诉记者。

村容村貌得到了提升，白利山又积极向外争取资金，为
村里安装了路灯，让村民们在晚上出门的时候再也不用拿手
电了。同时，结合县妇联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动，把庭院
卫生作为重点来抓，发动各家各户清理自家庭院垃圾，尽最
大可能打造出干净整洁、赏心悦目的宜居环境。

“通过开展‘人人比文明，户户比干净’活动，群众自觉养
成了早晚各打扫一次户内外卫生的习惯。”白利山说。

据统计，全村绿化苗木 600余棵油松等，植草 5328平方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40盏……如今的闫家沟村，实现了排水
管网户户通，村内供水、排水、照明、健身、通讯、安全等各项
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和作为，村民
们全都看在了眼里，白利山辛苦奔波的身影，村民们全都记
在了心里。

敢闯善试蹚新路

“我是2019年开始试着种阳光玫瑰葡萄，去年才是新挂
的果，就收入 1万多元，今年我更有信心了。”村民白小兵笑
着说。

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旅游带动，产业支撑，
融合发展”的思路，白利山再次积极向外争取项目，在蔬菜园
区争取到两个“联栋”弓棚项目，即在 2018年投资 220万元，
建成 48座连体弓棚，并带着白延兵等 24户村民去安塞等地
学习季节水果的栽植技术。

经过多地学习考察，终于在 2019年春季种上了阳光玫
瑰葡萄，每棚栽 60余株，县果业局对他们进行集体培训，现
场指导后，白利山考虑到葡萄苗子是在安塞买的，技术员李
龙也答应过来指导技术，所以白利山建了一个微信群，好让
果农们进一步了解葡萄苗的生长情况，现在葡萄是越长越好
了。

“借助旅游这个行业，去年刚挂上果我就卖了8000多块
钱，两个娃娃的伙食费宽宽有余，十分感谢白书记的带动。”
村民刘小梅高兴地说。

“我最拿手的就是炖土鸡、炒土豆丝，或者是剁荞面，仅
这几样，去年就收入5万多块钱。”村民张小丽说。

游客来了，要有吃住的地方，白利山看到自己的村子和
张家沟村是邻村，考虑到农家乐的生意有一定的风险，就自
己在2017年带头办起了农家乐，没想到生意火爆，使得周边
的邻居也兴起了开办农家乐的热潮，目前共计有10家，虽然
受疫情影响，但户均仍能收入5万元。

目前，闫家沟村先后发展日光温室 120座，设施葡萄
40 亩，红薯、黑花生示范试种 300 余亩；更令人可喜的
是，闫家沟村 2019年获得市级文明村；2020年被评为全
省经济强村；2021 年被评为国家第 11 批“一村一品”示
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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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民腰包鼓了，我的心里才踏实”
——记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

党支部书记白利山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魏延兵：

“要带动大家一起过上好光景”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抓产业

鼓足农民钱袋子

初春时节，安塞区招安镇广袤的农村大地

上，一座座整齐划一的农家小院焕发出新颜，山

花烂漫下的一个个美如仙境的乡村如同一粒粒

种子，在萌生新的希望——乡村振兴。阔步走

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朝气蓬勃、风景正

好，一幅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画

卷正在波澜壮阔中次第展开……

抓教育

让孩子轻松学习

抓美化

让乡村更加美丽● 招安镇中心小学老师在上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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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占亮的农家小院

● 魏延兵喂牛

● 白利山（右一）帮助村民剪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