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小康走进乡村

洛川县旧县镇探索“三农”发展模式——

村企联营 经济壮大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张敏 田伟

4月 25日，在洛川县旧县镇的姚苌
村农机社会化服务超市，靠墙的货架上
摆放着不同种类的化肥、农药，一台台电
动三轮车整齐摆放在一旁，不时有村民
进来咨询选购。

旧县镇姚苌村农机社会化服务超

市是 2019年 6月引进的一家企业，主要
销售农药、化肥、农机具等农业生产用
品。最近想买一辆电动三轮车的村民
张永奇货比三家后，最终在本村超市下
了订单。“果果车不仅质量好，而且还送
500元的化肥，性价比很高。”张永奇满

意地说。
据姚苌村党支部书记杨滨介绍，凡

是在本村超市购买物资的村民，都会
享受测土配方、果园管理等产前、产
中、产后等各项服务，也相当于“变相
入股”“让利分红”。“前一阵，我们搭建
防雹网的材料都是超市集中采购和运
输的，下来能节省不少生产成本。”对
于这实实在在得来的优惠，张永奇很
是高兴。

在大队农机具超市运营的基础上，
姚苌村还创建了白雀环境管理服务队，
主要负责旧县镇街道保洁、垃圾清运等
工作。过去，当地村民缺少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出门务工又有顾虑，服务队吸纳
本村 6名脱贫户，成功解决了在家门口
就业难的问题。

今年 44岁的党红军在环境服务队
工作半年多了，每个月基础工资 1400
元，有时负责集会的市场垃圾清理，每
月会多赚 500 元，还有一些额外的工
作，收入也会相应增加一些。“在家门
口工作既增加了收入，又照顾了家庭，
还充实了生活，感觉生活越来越好
了。”党红军说。

自 2021年 11月超市投入试运营以
来，洛川县旧县镇姚苌村不断探索“村企
联营”模式，按照低于市场价5%的价格，

提供农机具维修、果园施肥、果树修剪等
有偿服务，预计超市年均纯收入可达 18
万元，村集体经济可实现年增收 4.32万
元。同时，通过“村委会+企业+农户”方
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有力助推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实现村民增收致
富。

姚苌村只是旧县镇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旧县镇紧盯
村集体增收，采取盘活闲置资产、流转集
体土地、入股分红创收、自主经营实体等
方式，引进苗木培育、有机肥生产、果筐
生产等 7家企业，谋划建成村级新型经
营实体 28个，理顺机动地四荒地承包合
同 1600余份，为村集体追回旧欠 180余
万元。在有力助推苹果主导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也使苹果链条产业不断兴
旺。

“下一步，我镇将围绕乡村全面振兴
主线，大力实施‘果业转型、设施晋档、镇
村融合、生态文明、治理有效’五大战略，
坚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产业发展，谋划增收
新产业，不断探索推进企业与果农、企业
与企业、市场与基地联结机制，形成更多
互利互惠带农益农新模式，全面推进我
镇乡村振兴建设新步伐。”旧县镇镇长郭
艳民说。

● 洛川县旧县镇畅源农业有机肥厂工人正在进行封口作业

小康实践

4月 24日，延川县果业办举办夏季果
园管理培训现场会，邀请市果业中心生产
科科长刘光东，通过理论讲解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的方法，向果农们详细讲解了果树
在夏季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防灾减灾、地下
管理、果树环切、疏果定果、套袋和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要点，并通过现场示范，给果
农们教授了拉枝、剪枝、套袋技术。

据了解，自3月6日起，延川县果业办
在全县范围内共举办了果树病虫害防治、
花期防冻、石硫合剂等方面培训174场次，
受训4500人次，为推动全年果业提质增效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 叶四青 摄

田间地头开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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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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陕西省劳动模范名单公布，延
长县蓝耳朵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萌
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近年来，她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立足绿色农业发展，
致力畜禽养殖，建立示范基地和合作社，
推广先进技术，带领群众发展养殖业和
绿色果蔬种植。孙萌也获得“第九届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延安模范”“第
十届陕西省‘杰出青年创业奖’”“全国科
普惠农新村带头人”等诸多荣誉称号。

今年41岁的孙萌，曾从事过质检员、
文员，但她心里一直对这片黄土地有别样
情怀。2011年，孙萌放弃北京高收入的工
作回到延长县，带领群众发展养殖业和绿
色果蔬种植，富裕了一方，带动了一乡。

记者走进孙萌的绿色种植基地，大
棚整齐排列，蔬菜长势喜人，菜苗生机勃
勃，绿意盎然，一派丰收的景象。

“人勤地不懒，种地这个事很简单，
你实实在在对待它，它就实实在在对待
你，干农业确实不容易，没有什么节假

日，有时候也觉得很苦很累，但是每当看
到蔬菜瓜果一点一点长大，看到丰收时
心里就只有喜悦了，感觉它们就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孙萌说。

孙萌全身心地投入到蔬菜种植管理
中，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她就虚心向市
县农业技术人员请教学习。功夫不负有
心人，她种植的大棚成功了，每年收入都
很可观。在种植基地实施有机种植、配
方施肥、水肥监控、节水喷灌、膜下滴灌、
自动卷帘、秋产冬卖、耐寒高产、蔬菜良
种、新技术和错时节、多茬种植模式。

除此之外，孙萌采用“林+鸡+菜+果”
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养殖新路子，坚持以

“合作社+基地+农户”，积极吸纳贫困户
加入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家致富。

孙萌说：“下一步，我们将带动周边更
多的农民加入到绿色种植的队伍中来，另
外，我们还准备把亲子教育也加进来，让
更多孩子知道蔬菜如何在地里生长，普及
孩子们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奏响绿色发展交响曲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延长县蓝耳朵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萌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冯艺艺 黑思琪

● 孙萌（右）在大棚里作指导

她力量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夏蓓蓓）近期，又到了育秧的
最佳时节，在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的拱棚里，稻农们
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农艺师王育红正在给技术人员演示指导：“先把
托盘铺好，再洒土、播种、覆土。切记，一亩地撒种5公
斤，覆土0.5~0.8厘米厚，棚里温度保持38~40摄氏度，
一般18至20天就可以出苗了。”

在川庄村村民崔永萍的遥控器指挥下，育秧机铺
土、撒种、覆土，一块块长方形的育秧盘成品便从流水
线上加工出来。

“我已经连续两年在村里育秧了，去年是人工托
盘育秧，今年是机械化托盘育秧，区别还是很大的。”
崔永萍高兴地说，“一个大棚，人工育秧得12个人整整
干一天，现在六七个人轻轻松松就能育完，省一半人
力。更好的是，机器撒种、施肥都比较匀称，有利于培
养出优质健壮的秧苗。”

据了解，机械化托盘育秧不仅让秧苗质量更稳
定，而且出苗率更高，为水稻育苗按下了“快进键”，也
为水稻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川庄现在建了 20个大棚，为全村育苗 1200亩，
是全镇最大的集中育秧点。除此之外，还有王家角
村、杨家湾村，总共为全镇 3200亩水田提供秧苗。”川
庄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庆军说。

今年，富县建有2个机械化托盘育秧试点，能为全
县60%的稻田提供秧苗。托盘育秧的机械化，打破了
富县水稻生产机械化的短板，让水稻种植在插秧、坝
田、施肥、收割等环节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托盘育秧机械化
提高效率助丰产

近年来，宝塔区甘谷驿镇聚力乡村振兴，发展大
棚樱桃等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近日，记者
来到甘谷驿镇东镇村的樱桃大棚，鲜红、饱满的大樱
桃挂满枝头，甚是喜人。

大棚内，火红的樱桃在翠绿娇嫩的叶子掩映下，
显得格外诱人。种植户苏忠宁正忙着采摘成熟的大
红樱桃，他告诉记者，自己所种植的大樱桃是“美早”
品种，果个大、果色漂亮、耐储存、耐运输，主要以采摘
为主，每年供不应求。

苏忠宁以前在外打零工，有一天他在手机上看到
一则新闻说大棚樱桃前景好，他便多方打听、考察，学
到种植技术后，决定回乡创业。“我是2016年开始回乡
创业的，之前先去大连学了种植大樱桃的技术，并邀
请了一名东北的技术员一起回乡创业。我们村上有
十几个大棚没人租赁，我便租了过来，聘请技术员管
理，现在总共有 16个大棚种植大樱桃，年收入可达 40
万元。”苏忠宁说。

在家门口创业发展大棚樱桃，不仅可以更好地照
顾家，还可以聘用村民来大棚里务农学技术。东镇村
民高凯说：“我们村发展大棚樱桃，我一边打工一边学
种植技术，学上几年，我也可以自己种樱桃了。”

大棚樱桃只是甘谷驿镇的特色产业之一。近年
来，甘谷驿镇聚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红薯、苹果等特色产业，不断拓宽乡村振兴
新路径。

甘谷驿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始终将产业兴旺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主线，始终秉持着将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融入到特色种植产业中去，着力打造一批集旅
游、休闲、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绿色大棚示范种植基
地，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高农民
种植的信心，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红了樱桃 富了村民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杨晓霞

本报讯（曹飞 贠变侠） 2022年，圪台乡在人居
环境治理工作基础上，借助“五级联动”工作机制，聚
焦关键部位，抓牢薄弱环节，坚持分类施策，打造“无
圾”家园，全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步上新台阶。

乡党委、政府制定了《圪台乡 2022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实施方案》，并于2月底召开了环境整治专题会
议，统筹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等专项行动。

随后，按照“八清一改”要求，围绕农村环境脏、
乱、差问题，各村的“五级联动”工作群里就开始了广
泛的宣传，4个支部、24个党小组每天在微信群分享人
居环境整治意义、图片、视频等内容，同时，党小组成
员每周不少于 2次到包联村民家中进行面对面宣传，
鼓励引导村民树立良好的卫生观念，积极参与到村庄
环境卫生整治中。

结合主题党日活动，各支部动员党员干部、党小
组成员带头发扬实干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分组分片
开展集中清理清房前屋后、巷道沟渠、村庄周边及公
共区域卫生18场次，132户群众参与其中。

每月1次的“最美庭院”“卫生家庭”评比也成了圪
台乡人尽皆知的新举措。乡人居办每月对各村进行
一次卫生大评比，评选出优秀村组、农户，并全乡通报
表彰，激励奖励机制激发了更多群众人居环境整治的
热情，在全乡逐渐形成了人人参与、个个作为、户户共
建“无圾”新家园的人居环境良好局面。

垃圾及时清理 村庄更加美丽
黄龙县圪台乡“五级联动”打

造“无圾”家园

进行时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