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桩桩件件暖民心
——甘泉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纪实

通讯员 范筱霞 白腾 记者 朱佳雨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

没有一种力量，比来自于群众更强大。

近年来，甘泉县农业农村局找准农业现

代化发力点，把握乡村振兴切入点，探索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关键点，紧盯粮食生产、

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示范试点建设等

民生实事，深入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走深走实，为推进乡村振兴开好局、起

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时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时节，走进甘泉县桥
镇乡方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挤满了群众。

“各位种养殖大户、村集体组织负责人，把大
家召集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2022年的春季又开
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这一次培训的主要
目的就是在春季生产中，希望大家在各自相关的
农业产业法律法规上、标准化生产技术上、农产
品质量安全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提高……”眼
前正在给群众讲解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是甘泉县
农业农村局技术员，据他介绍，每年春耕生产时
他和同事都会到乡镇（街道）为农户讲解指导种
植技术，这次培训为期6天。

授课中，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蔬菜种植
户马利泉听得格外认真，“我是种小乳瓜的，专
门来参加培训，这次培训的内容非常实用，这两
天正是春季管理的关键时间，人家农业农村局
把培训的课程搬到咱家门口，老师也非常专业，
不会的还可以现场问，老师也解答得很细致。”
他说道。

甘泉县农广校校长马骁介绍，县农广校带
领农业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密切相关的
蔬菜、畜牧、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企、农技、
农村农机管理，植保站等 9个业务单位的技术
人员，开展本轮农业安全生产技术培训。具体
方式是上午开展集中的技术培训，下午开展现
场生产指导培训。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集中理
论和现场指导的培训方式，让村民在春季生产
关键期，学习到更多实用的农业生产技能、产业
知识，帮助村民更好的发展产业，实现农业安全
生产，并生产出更多安全优质的农产品，让每一
位参与培训学习的人员，成为乡村发展的一线
人才，成为县上产业发展的能手，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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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甘泉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技术员张
月云就来到了石门乡柳林沟村湖羊养殖户刘小平
的羊场，两人一见面就聊起了养殖技术。

“喂羊着呢？我们是畜牧中心的，今天下来给
你提供技术指导，你在湖羊养殖上有什么问题没
有？”

“大的问题倒是也没有，大羊都正常，就是小
羊羔有点感冒，还有点拉稀。”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昼夜温差大，注意把保温
做好，再一个就是注意防止羊拉稀，一定要对症
下药，常用的药要备好。”

刘小平今年 48岁，2021年开始在甘泉县石门
镇柳林沟养殖湖羊，看到甘泉县畜牧中心的技术
人员来到自己的羊场，他非常高兴，因为从羊场
开始建设到湖羊养殖过程中，甘泉县畜牧中心的
技术人员都热心提供技术和政策的指导，让自己
少走了很多弯路。

“我本身也养了十来年羊，在养羊技术上也懂
一些，再加上县畜牧中心的技术员指导，我们更
有信心了。就拿我来说，从去年买了 100只繁殖
母羊，现在到今年的 6月份，就能达到 500只，我
很看好湖羊养殖，觉得这个营生挺有前景。”刘小
平说。

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这得益于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建设羊场初期，刘小平光修建就花掉
了 40 多万元，买基础母羊又花掉了 20 余万元。
在政府的扶持下，给羊舍补贴了 25 万余元，再
加上甘泉县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
刘小平羊场的湖羊不仅个大、壮实，产崽量还
多。

“接下来，从 100只湖羊到 500只，我现在准备
扩大规模，到 8月份场子就修完了，修完以后准备
扩大到 1000只湖羊。”刘小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甘泉县畜牧中心的技术人员不仅将实用技术
送到群众身边，还通过手机微信，实时给养殖户
技术指导，一句话随叫随到，让群众的心里暖暖
的。

甘泉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汀介绍，
下一步，甘泉县将根据养殖户需要，进一步加大
培训力度，并邀请省市专家，定期开展相关技术
培训，不断提高我县湖羊养殖水平。同时，加大
政策宣传和政策引领，在规模养殖场建设，还有
饲草加工等全产业链方面下功夫，不断壮大全县
肉羊产业，助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近年来，甘泉
县农业农村局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据统计，
仅 2022年一季度，下乡送技次数达到 175次，组织
各类培训 164场次，提供物资折合人民币 63.86万
元，受训群众达 5240人。

小事连着民生，民生连着民心。“下一步，我局
将全面儿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为乡村振兴奠定良
好的产业基础，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甘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延平说道。

件件惠民生、桩桩暖民心，使得“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的福祉，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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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展技能培训，甘泉县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各中心分别深
入田间地头、圈舍、大棚，对各乡镇村民进行点对点指导。甘泉县
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来到道镇镇兰家川村，他们深入大
棚，对村民实行“三送服务”，送政策、送农资、送服务，实实在在帮
助群众解决春季生产中的困难。

“魏春梅，你们今年上这轨道车跟这个放风机效果怎么样？”
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朱宏飞一走进魏春梅的蔬菜大
棚就询问。

“效果好着了，就是投资了些钱。”魏春梅见了老熟人，立马说道。
“嗯，这个你不要担心，今年都有补助政策。”听了朱宏飞的

话，魏春梅这才吃了定心丸。
魏春梅今年 53岁，种植大棚 28年，现在她种植两个蔬菜大

棚，虽然收益不错，但也非常辛苦。为了减轻劳动量，魏春梅今年
对一个大棚进行了改造，安装了轨道车和放风机。遥控一键操
控，立马解决了大棚运输和手动放风的辛苦。听说这些农资还有
政府补助时，她心里乐开了花。

“我们今年这花了 8000多块钱，对我们农民来说这也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今天蔬菜服务中心的技术员来说，还给我们补助了，
我觉得这好着了，如果说再有这个政策了，我还想上一棚。”魏春
梅说道。

春季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为了让菜农有一个好收成，甘泉
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还给甘泉县道镇镇兰家川村菜农带来了农
资黄板，并且耐心细致地给菜农讲解黄板的使用技巧。

“乔老师，你说这个边缘发黄是什么？”种植户王文华询问甘
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智军，“这明显是由于早衰
引起的……”乔智军也耐心地讲解。

王文华是道镇镇兰家川村村民，今年他家的两棚西都红柿出
现了早衰情况。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智军来
到现场后，通过仔细查看，现场给出了解决办法，这让王文华悬着
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前段时间天气连阴之后，我的西红柿出现早衰现象，这个时候
蔬菜技术服中心的技术人员正好到咱村上送技术，看了我的西红柿
之后，为我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对我帮助很大，感谢技术人员。”王文
华感激地说道。

同村的种植户王招军也说：“我种了一棚西红柿，现在到了春
季，正是白粉虱的高发季节，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专门还
来给我们送来黄板。”

“一年四季在于春，万物复苏之际，正是设施农业生产关键时
期，蔬菜中心及时派出小分队，深入到村镇田间地头，为农民答疑
解惑同时送去扶持政策，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收成，助力乡村
振兴。”乔智军说。

走进甘泉县下寺湾镇下寺湾村蔬菜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甘
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们正悉心查看今年试验种植
的黄瓜等新品种长势情况。

“今年我们立足蔬菜产业的提质增效，试验示范黄瓜、辣椒、
番茄、茄子四大类蔬菜 110个品种，分别在下寺湾镇下寺湾村、道
镇镇示范园进行试验示范。我们采取的是先试验再示范，最后推
广种植模式。这几年我们筛选出来 10多个适合本地种植的蔬菜
新品种，助力我县设施蔬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甘泉县蔬菜技术
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罗桢彬说道。

为进一步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甘泉县在抓好蔬菜产业
规模发展同时，进一步做好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截至
目前，全县建立蔬菜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2个，引进示范推广各类
蔬菜新品种4大类蔬菜110个品种，10多项新技术。

罗桢彬介绍，下一步，甘泉县将继续引进更多的蔬菜新品种，
同时加大蔬菜新技术的示范力度，加强菜农培训的力度，不断做
大做强蔬菜产业，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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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寺湾镇畜牧技术员高志云
（右）深入湖羊养殖场作指导 ▲ 石门镇蔬菜技术员徐龙恩（右）为

菜农讲解辣椒病虫害防治方法

▼ 甘泉县蔬菜技术员罗桢彬（左）
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 石门镇畜牧技术员武乐乐（左）和养
猪户进行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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