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力量乡村振兴

“大唐光伏发电项目落户南湾村后，
不仅可以增加群众的收入，而且可以壮大
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
膀。”近日，总投资2.66亿元的大唐洛川杨
舒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在南湾村正式开
工，27岁的南湾村第一书记王荣臻说道。

2021年 7月 26日，洛川县教科体局
干部王荣臻从朱牛便民服务中心贠家塬
第一书记轮换到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南湾
村担任第一书记。“南湾村虽然位置比较
偏僻，但基础设施完好，支巷道全部硬化，
水电网路灯等都已通村，苹果产业也不
错。”王荣臻说，要让南湾村有更大的发
展，他和村党支部书记李彬锋当时都想到
了引进产业。

南湾村由崾岘、南湾、田咀、芦茆、芦
河、菴河6个村组构成，有大量的沟荒地，

王荣臻想在这些沟荒地上做文章，但他还
没有想好用这块地干什么的时候，来洛川
投资的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在县招商
局和杨舒便民服务中心的带领下，主动来
南湾村考察光伏发电项目，王荣臻和李彬
锋的思路豁然开朗。

为了让光伏项目尽快落地，王荣臻和李
彬锋可没有少吃苦头，他们陪着大唐陕西发
电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地到建
设用地察看，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就改骑摩
托，摩托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夏季是草木
生长的旺季，山峁上的荆棘扎在胳膊和腿上
钻心地疼，但想到这么大的项目能够落地，
他们又有了前行的勇气。

眼看着项目就要落地，持续的降雨又
让王荣臻和李彬锋不得不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防汛抗灾上来。他们及时通过微信

群、广播、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家各户做好
防汛准备，有时还和热心群众一起帮大家
铺塑料、买管道、改水路。但由于降雨量
太大，部分农户窑背因雨水渗漏仍然出现
了险情。他们又通过搭建帐篷、危窑户投
亲靠友等方式让住户撤离。

崾岘桥为崾岘、南湾、田咀组必经之
路，该桥在去年的雨季水毁较为严重，王
荣臻及时动员党员及群众 46人次，紧急
改变桥上排水，并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于
去年 11月对桥进行了维修加固，确保了
这三组91户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今年 2月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
我们又重启了光伏发电项目。”王荣臻说，
尽管在这期间，还有几家公司想在南湾村
投资光伏发电，但王荣臻和村干部们觉得
大唐公司的实力比较强，能为群众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地为村集体经济
增加收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大唐陕西
发电有限公司。

王荣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伏发电
项目用地大约 2000余亩地，按照每亩地
每年50元承包款，承包期20年计算，南湾
村大概有200余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这
笔钱分批到手后，对南湾村、杨舒便民服
务中心和洛川的乡村振兴都会起到巨大
的助推作用。

“大唐光伏发电项目开工后，我想把
群众空闲的房子出租给工人居住，这样既
可以避免浪费土地资源，又能为群众增加
收入。”王荣臻说，他们按照不求办大事、
但求办实事的原则，驻村期间力争每周为
群众办好一件事，让南湾村发展得更好，
让南湾村的群众过得更幸福。

王荣臻：让南湾村群众过得更幸福
通讯员 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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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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小康实践

进行时乡村振兴

农机当主力
春耕好风景

看小康走进乡村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治理有效、乡风文
明”。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杨家圪坮镇
有着自己的“秘诀”。

杨家圪坮镇位于延川县城西南23公
里处，与延长县交口镇隔河相连，渭清公路
穿境而过，是延川县的南大门。全镇辖17
个行政村39个自然村4241户14287人，总
土地面积170平方公里，系典型的农业产业
大镇。全镇苹果面积达到 6.2万亩，人均
4.3亩，是远近闻名的“苹果之乡”。

今年以来，杨家圪坮镇不断致力于把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根据乡镇工作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
任务，按照村组地理位置和个性特征，将
17个村划分为上、中、下3个大片区，分别
由镇人大主席、镇党委副书记和一名副镇
长担任大片区负责人，另设置由镇纪委书
记为负责人的监督组，用梯次过渡的用人
办法从根本上激发领导班子的干事创业
热情。

新舍科村是杨家圪坮镇确定的乡村振
兴示范村之一。一大早，镇党委副书记曹
芳芳就来到新舍科村果园里，仔细检查果
树防冻准备、春季果业生产情况。

根据片区划分，新舍科村属中片区，由
镇党委副书记担任大片长，配备小片长1
名，包村干部2名，第一书记1名，驻村队员
3名。同时，新舍科村辖六个自然村，还配
备了村支部书记、副书记、监委会主任各一
名，小队长6名。

“结合当前村上疫苗接种、果树栽植、
耕地‘非粮化’、果树防冻、人居环境等重点

工作，新舍科村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根据
每位干部的特长，为每项工作确定包抓责
任人1名，直接责任人1-2名，设置时间节
点，每天通报工作进展，确保‘人人有事干、
事事有人干’。”杨家圪坮镇党委书记郝贝
说，通过单元化、条块化、区域化管理，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以此有效
督促引导镇村领导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以及
帮扶联系人，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
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同新舍科村一样，在善佛村，由副镇长
樊亮亮担任包片领导，第一书记拓卫军、包

村干部李芬芬、村书记刘春林明确责任划
分，每人包抓一个自然村，各自然村小队长
为直接责任人。

樊亮亮说，通过干部分工包区域，小队
长具体落实，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干部的科
学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有效防
止因工作任务重叠而发生的工作扯皮现
象，提高竞争活力。

用制度管人管事，创新治理出新出
彩。在新舍科村，一个特殊的“驿站”诞
生了。

结合村上居住老年人多、农产品销售
难、农资采购难等实际，村党支部牵头成立

“江山驿站”，设立电商服务、物资代购、产业
互助、劳务输出、老年人帮扶等五项业务。

据介绍，电商服务负责销售特色农产
品，开辟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渠道；物资代
购主要是根据村民生产经营需求，批量代
购有机肥、农药、农具、种子、反光膜、果袋
等农资，降低群众生产成本；产业互助按照
产业类别分为葡萄产业互助组、苹果产业
互助组、养殖产业互助组三个小组，吸纳村
上能人、党员为小组长，带动群众“抱团”发
展产业，为产业振兴固本培元；劳务输出主
要负责为在村居住的有劳动能力群众提供
免费的劳务信息，促进就业，增加收入；老
年人帮扶主要负责关心关爱长期在村居住
的空巢老人，为其正常的生活提供必要的
便利。

曹芳芳说，这样下来每项业务由专人
负责，梯次推进，确保新舍科村每一名干部
和村民都有出彩的机会，每一项惠农政策
都有着落。

让有为者有位，为担当者担当。
“我们每个月都会对各自然村的工作

情况进行排名，排名结果作为片区推荐干
部、评优树模的依据，进一步凸显真正想干
事、能干事的干部。”郝贝说，镇党委明确

“一线识别法”用人导向，注重在乡村振兴、
产业培育、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乡村治理
等基层主战场培养发现使用干部，大胆推
荐重用优秀年轻干部，持续推进“三项机
制”落地见效，旗帜鲜明地宽容探索中的失
误、改革中的过错，真正让优秀者优先、吃
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

人人有事干 事事有人干
——延川县杨家圪坮镇“划片包干”推进精细化基层治理

记者 刘小艳

近日，富县羊泉塬上日头正高，路旁
果园内，每隔几百米远就有三三两两的果
农踩着梯子在果树枝头忙碌，太奇村村民
鲁晓慧也是其中的一员。“老头子被雇去
给别人剪果树了，我家就剩这 3亩地，我
一个人慢慢剪，就当是收个尾了。”鲁晓慧
说。

相比于她一个人打理果园，在距她家
不远的一处，气氛就热闹得多。6个人有

说有笑，手上却不停歇，交错的枝杈在他
们的手中迅速变得井井有条。村民张银
宝说，加上此处的 3亩果园，他家共有 10
亩果园，雇用的这4个劳力都是剪树的好
手，他和妻子就跟在后面刮刮树干腐烂、
给锯口上药，要轻松很多。

在缑家湾村，村民田延虎一手持锯、
一手拿剪，手不扶梯便轻松攀上了树梢，
敏捷的身手和他56岁的年龄似乎有些不

匹配。
“古话常说，熟能生巧，我种了 30多

年的果树，这点技术还是有的。”田延虎哈
哈一笑，“现在儿子结了婚，还有女儿在上
学，将来她愿意考研、读博士我都会供她，
有了这念想，干活就不觉得累了。”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富县开始因
地制宜大力推广苹果种植，短短几年间就
带动发展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发展苹果产
业，当年的“万元户”更是屡见不鲜，如今
苹果早已成为了富县当地主导产业，随着

“两县两区”的成功创建，富县苹果也走向
了更远的地方。

在富县茶坊街道黄甫店村，连片的大
棚整齐地“码”在黄土地上，半透明的篷布
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篷布里是茁壮生长的
草莓、小瓜、吊西瓜、大棚蔬菜……

“我们村共有大棚120座，有45座‘95
式’标准棚是去年新建的，主要以果棚为
主，种植户目前有20多户，这些瓜果蔬菜
除了供应富县当地商超，还会销往延安、
洛川等地。”黄甫店村包村干部琚龙说。

在村民石春梅的大棚里，一颗颗鲜红
的草莓点缀在绿叶间，湿润的空气中弥漫
着香甜的味道。石春梅正忙着采摘草莓、
剔除烂叶，这9棚草莓是他们一家致富的
希望。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石春梅的丈夫
就要开始一天的送货工作，大到连锁超市

小到菜场零售，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仅仅是送货就需要耗费他大半天的功夫。

“这一个大棚每年毛收入在 3到 4万
元，去掉买苗、雇工、承包费等，收益还不
错，只要好好管理，将来的日子还是很有
盼头的。”石春梅边摘草莓边笑着说道。

近日，在张家湾镇川庄村人声鼎沸，
这里正在举行第二届品米大会，一字长桌
上摆放着十多种生、熟大米，村民刘智福
一边品尝着“稻花香2号”，一边说：“我听
旁人说，这次的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尝尝，
选出最好吃、最高产、最好卖的品种，这对
我们农民来说可是大好事。”

2016年，川庄村乘着稻田恢复项目
的东风，开始大力发展水稻产业，价格最
高的时候可以卖到 8元/公斤，不仅鼓了
群众“钱袋子”，也让水稻成为了当地主导
产业。为了使自产水稻在市场上更有竞
争力，张家湾镇政府通过组织品米大会，
邀请专家和群众，选出最优品种进行试种
推广，如今已是第二届了。

“随着气温升高，我们的水稻育秧工
作也即将开始，能否提前选出好种子，直
接关系到群众的收入。”张家湾镇镇长曹
延河说，“水稻种植已是我们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助力，通过这次活动，既增强了
群众的信心和品牌意识，也为春耕吹响了
号角。”

春光无限好 田间农事忙
——富县开展春季农业生产小记

通讯员 吴龙迪

● 镇党委副书记曹芳芳指导农户覆膜

正值春耕时节，四川省宣汉县胡家镇鸭池村的
农田里，几台旋耕机在穿梭。高速旋转的刀片将荒
土、杂草打碎，几分钟后，田地被翻耕得疏松平整。

宣汉县位于大巴山脉南麓，这里农村坡地、山地
居多。宣汉县积极整合项目资金，加强土地整理和
渠系设施建设，推进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探索土
地托管服务，鼓励成立专业合作社。坡改梯、机械
化、田管家，三招实现降低成本、农民受益的目标。

宣汉县家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军回
忆，过去田不成形，机器进不了田，如果要机耕，得
请人把机器抬到田里再去耕田，耕了过后又要请人
把机器抬出来，各种成本算上，赚不了多少钱。

2012年起，宣汉县对农田实施了高标准改造，
小并大，坡改梯，“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的新农
田为全程机械化提供了条件。袁军抓住这个机遇，
先后成立了袁军种植家庭农场和家丰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不但自己当起了职业农民、因地制宜在托
管的土地上发展“稻鱼综合种养”，还搞起社会化服
务，通过规模化、科学化管理，取得了可喜效益。

“稻、鱼收获后，专合社以最低保护价收购，不
用担心销路。”宣汉县鸭池村党委书记冯涌给记者
算起“一田双收”的细账：稻谷按亩产 1000斤计算，
一亩稻田可收入 1800元；鱼按亩产 300斤计算，一亩
鱼可收入 4500余元；稻鱼亩收入达 6300余元，加上
田埂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等的收入，效益相较过去
大大增加。

今年，鸭池村托管土地将扩大到 5000亩，数十
户农民签订了土地托管服务协议，节约直接种粮成
本数十万元。鸭池村生产的绿色优质大米，还申请
了“稻鱼香”商标、自制了礼盒包装，1亩田可增收
3000元，撂荒地变为“金土地”。

宣汉县天生镇新芽村村民向世路也尝到甜头，
今年早早和远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托管
协议。“我家有 3亩地，之前自己种，要买种子、请人
耕田收割，我们按照每亩 700余元的价格把地交给

‘田管家’后，旱涝保收，每亩保底产量 800斤。”他
说。如今，他农忙时到农场务工，农闲时外出打工，
收入不仅增加，而且还有保障。

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海达介绍，土地托管
模式不仅破解了土地撂荒等问题，还增加了农民收
入，壮大了集体经济，助力了乡村振兴。如今，宣汉
县 25个乡镇的村民都晓得，种地可以请专业的“田
管家”——宣汉县已成立 400余家专业合作社，托管
土地 30余万亩，人均增收 500余元。

坡改梯、机械化、田管家
——四川宣汉三招助撂荒地变“金土地”
新华社记者 卢宥伊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雪 王莹）近日，富县牛武镇
寺庄村三顷塬的玉米地里传来“轰隆隆”的声音。田
间，农机专业合作社驾驶员皮明军驾驶着一台旋耕
机正在秸秆还田、旋耕土地。十几分钟后，这块一亩
多的土地便完成旋耕。“过了正月我就没闲着，一直
在地里干活。”皮明军停下农机说。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眼下正是农事渐起，
春耕生产的黄金时节，寺庄村农机专业合作社充分
发挥自身在农业机械化生产方面的优势，开展机耕
作业，助力春耕生产。“合作社 2021年秋天已经完成
了秸秆还田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有序整地，做好备
耕生产。”李智军说，借助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整地
机、播种机等，2022年合作社春耕备耕工作已经开
始。

近年来，牛武镇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解决
支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党支部为核心，
以服务群众为切入点，实施“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探索成立了寺庄村农机合作社。合作
社现有机手 5名，大中型机械 13台，其中 100KW以上
动力机械 3台，旋耕机、还田机、收膜机等辅助设备 36
台，提供耕、种、收、秸秆还田一条龙服务。合作社还
吸纳了脱贫户 30户，党员 18人，以土地承包、代管、
代耕代播、带地入社等形式服务群众耕地 1000余亩，
2021年以来，合作社累计收割玉米 3000余亩，秸秆还
田 2800亩，土地深翻 2800亩，收益 3.79万余元，为农
户、脱贫户减免费用3.5万余元。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连日来，村民们利用
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平整土地、播种施肥，及时有力
抓好春耕生产，为全年丰收开好头起好步。

● 果农修剪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