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来到甘泉县石门镇南沟
门村葡萄采摘园售卖亭，看到前来购买
葡萄的顾客络绎不绝。

“我种了两棚葡萄，一棚‘阳光玫
瑰’，一棚‘夏黑’。今年‘夏黑’能产
1000多公斤，在棚里采摘每公斤是 60
元，估计能卖个 3万多元。”种植户魏登
有说。

今年68岁的魏登有种植两棚葡萄，
2017年开始种植葡萄的他，靠种葡萄每
年都能给他带来3万多元的收入。

这几年，魏登有除了采用传统的路
边售卖的方式，游客还可以进棚采摘。

“去年就一直吃南沟门的葡萄，听说葡萄
熟了，今天叫两个朋友过来摘一点，口感
一如既往的好。”前来采摘的游客曹元武

说，进棚采摘不仅能吃到新鲜的葡萄，而
且能感受到田园生活的乐趣。

近年来，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村采
用“特色种植+观光旅游”的发展新模
式，积极打造特色乡村采摘游品牌，现有
弓棚 133座，荣华梨园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一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聘请省农业专

家对所有葡萄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解
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升
南沟门葡萄品质。”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
村第一书记许鑫春介绍，他们将利用南
沟门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展旅游采摘售
卖活动，打造南沟门葡萄品牌，将葡萄进
行包装后进入大型超市，提高农民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

葡萄飘香南沟门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小康梦圆

他力量乡村振兴

“第一书记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要为当地产业发展想法子、探路
子。”这是曹飞经常说起的一句话。今年
44岁的曹飞是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干部，
2021年8月2日，他主动请缨，奔赴我市

最为偏远的黄龙县圪台乡圪台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

如何为群众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如
何帮助村民寻找出致富路径？如何壮大
村集体经济，走稳乡村振兴每一步？还

没到圪台村，曹飞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圪台村距黄龙县城50多公里，全村

辖7个村民小组，249户773人生活在10
多公里的狭长沟道里。山大沟深，群众
素质低，劳动力严重不足，村级经济基础
薄弱，没有发展资金。虽然村里自然资
源不错，冷凉蔬菜、玉米、野生中药材资
源丰富，但没有农产品收购深加工产业，
终端销售是个大问题。

怎么办？曹飞深感责任大、任务
重。他一刻也不敢迟缓，带领驻村队员
一头扎进村组，开展“六查六问”，不到一
个月，村情民意便了如指掌。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兴旺”。
曹飞把乡村振兴“第一针”打在“产业兴
旺”上。为帮助村民寻找致富路径，他
带领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到留坝县香
菇种植基地考察，打算通过发展合作社
组织、村民种植、企业收购产品三位一
体模式，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经
济。种香菇收成怎么样？效益怎么
样？村民们在心里打起了鼓，有了畏难
情绪，大棚建好了，村民却纷纷退出，改
变了当初想要参与的意愿。曹飞连忙
与留坝县香菇种植基地联系，多次上门
商谈，最后通过招商引资形式，形成村
集体负责建设基地，基地负责种植示
范。2021年 10月，40座高标准香菇种
植大棚在圪台村拔地而起，解决了当地

20多人的就业问题。如今，香菇正在竞
相生发出菇，收获在望。

香菇基地建成后，曹飞并没有停止
寻找新的致富产业步伐。黄龙当地群
众有长期种植玉米的习惯，玉米面、玉
米仁很受大众喜爱，为什么不在玉米深
加工上做文章呢？曹飞和村干部先后
到西安胡家庙、山西运城考察销售市
场。回村后，曹飞便马不停蹄地召集
村民商议，提出建立小杂粮玉米加工
厂。在村民一致赞成的情况下，他又
与村“两委”研究，紧抓国家政策支持
机遇，按照“村集体+企业+农户”的方
式进行建设，即村集体紧抓国家项目
支持建设厂房购置设备入股，企业出
资订单收购加工生产运营，农户根据
订单种植，不仅可以增加村民收入，还
可以壮大村集体收入。目前，日产 60
吨的玉米深加工项目已经动工实施，
预计今年 6月就可投产。

据曹飞介绍，圪台村与界头庙、三
岔、崾崄周边乡镇达成长期收购合作，
为黄龙全县玉米深加工探路；建立了
中药材收购点，开展初加工，为黄龙特
色产业发展加力；与陕西旅游集团加
强联系沟通，力争达成合作，启动续建
圪台村旅游项目，发展生态乡村旅
游。力争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产
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真情驻村 为民办事
——记黄龙县圪台乡圪台村第一书记曹飞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贠变侠 白杨越

● 曹飞（右）入户走访

看小康走进乡村

初夏的吴起，满目葱绿。在这片洋
溢着激情和活力的沃土上，就业创业如
火如荼，乡村振兴蹄疾步稳。

近年来，吴起县通过开发各类公益
岗位，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建设社区工
厂、就业扶贫基地、创业孵化基地，落实
创业担保贷款等就业创业政策，促进了
县域城乡失业人员就业，实现了全县有
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每户
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的工作目标。

用“一技之长”敲开“就业之门”

“感谢就业创业免费培训政策，我上
了特色小吃培训班，学会了剁荞面的手
艺。现在凭手艺吃饭，养活着一家人，生
活美着哩。”吴起县失业人员徐新经过技
能培训，注册了一家主营剁荞面系列的
小餐馆。

在吴起县像徐新这样经过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走向自谋职业的失业人员比
比皆是。吴起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
人说，近年来，吴起县就业中心立足县
情，先后开设、举办了农业技术、厨师、养
老护理员以及刺绣、服装等技能培训班
42期，培训 4898人，培训上岗 3676人，
通过技能培训不仅解决了失业人员就业
问题，还为乡村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
送管理型、技能型人才。

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是实现充分就
业之源。吴起县为了解决城乡未就业劳

动者普遍存在劳动技能单一、技术含量
低的不足，一方面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
按需定向培训；另一方面同职业技术院
校合作，长期培养较高技能人才，稳定扩
大就业。同时，还协助 4家县域就业创
业培训机构认定了培训资质，业务上实
行统一管理，分类指导。培训人员范围
包括脱贫劳动力、易地搬迁劳动力和农
村转移劳动者。

参加就业创业培训的学员，熟练掌
握了一技之长，实现了就业梦想，缓解了
县域就业压力，助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三驾马车”扶助弱势群体就业

在吴起县，社区工厂、帮扶基地、孵
化基地是帮扶脱贫劳动力、弱势群体就
业、创业的“三驾马车”。

吴起县可开发的资源丰富。以农产
品为主的小米、荞面、洋芋、沙棘、糖瓜、
南瓜、羊肉通过深加工、细包装进入市场
广销各地；以传统工艺为主的羊毛地毯、
刺绣、糜子粘画、剪纸等产品，在企业的
运作下，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既有效
地解决了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
在“家门口”就业，又为他们带来了可观、
稳定的经济效益。

吴起县庙沟镇中台村村民刘彩娥，
丈夫去世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一个残疾儿
子。移民搬迁后，为了解决他们一家人的
生活，在吴起县就业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刘

彩娥成了就业扶贫社区工厂的一名职工。
就业后的刘彩娥说：“在家门口就业，有了
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我的孩子。”

同样在就业帮扶基地上班的白巧
粉，对于现状，满意却并不满足。她
说：“搬迁到县城，我的眼界宽了，思想
变了，不能一辈子打工，等条件成熟了
自己开店做生意。”

吴起县借助本地资源，充分落实就
业补助政策，先后建设了济源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永平农家土特产经销有限责
任公司和全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等 11
个就业扶贫基地；建设了社会福利总厂、
肥土地特色小杂粮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
社区工厂；建设了创业孵化基地3家，共
计安置弱势群体478人。

创业担保贷款圆了“创业梦”

积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有
创业意愿、资金短缺的劳动者提供创业
担保贷款资金服务，提高了吴起县广大
创业者的热情。

创业者们在创业过程中，必然会吸
纳城乡劳动者就业，就业者积累了一定
经验又开始了创业。良性循环的就业创
业势头不断拉动着吴起经济。

齐湾子村村民蔺福高校毕业后，申
请了创业担保贷款，建起了大棚，种植反
季瓜果蔬菜。如今，他拥有大棚 10余
座，种植的反季大樱桃、西瓜、甜瓜、油

桃、毛桃、葡萄、草莓品质好、价格公道，
很受消费者欢迎。

产业做大了，蔺福不仅安置了10余
名劳动力，还带动了周边40余户村民共
同致富。

张坪村村民刘景荣原来是贫困户，
为了帮他早日摆脱贫困，吴起县就业中
心帮他办理了 8万元创业贴息贷款，鼓
励他发展养兔产业。现在，刘景荣逢人
就说：“创业担保贷款帮助我脱了贫，致
了富，摘掉了‘穷帽子’。”

吴起县的创业明星郝海宏以10万元
创业担保贷款资金起步，资产越滚越大。
做强了企业，安置了一批弱势就业群体。
残疾人徐丙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好心的郝总把我安排在安洁物业
上班，很照顾我。”徐丙荣是吴仓堡镇雷
子涧村人，人老实话不多，但说起郝海宏
来，言语里满是感激。

据统计，近年来，吴起县创业担保贷
款发放资金 6758余万元，助力了 389人
自主创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吴起县在就业
服务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宣传引领职
介、以职介拉动培训；以培训带动创业、
以创业促进就业”的工作思路，精准把握
就业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全
县80%的未就业劳动者得到了就业创业
政策扶持，县域失业率一直控制在3.8%
以内。

打好就业创业“组合拳”
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吴起县就业服务工作小记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杨卫星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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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大棚樱桃采摘季节。延川县
延水关镇中塬村樱桃园里，樱桃已陆续成熟
上市，供游客品尝采摘。

走进樱桃园，放眼望去，一串串红樱桃掩
映在绿树丛中，甚是好看。鲜嫩饱满的樱桃
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吸引了不少游客慕
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品尝初夏的甜蜜。

游客张女士说：“今天第一次来樱桃采
摘园，没想到在咱们延川也有这么好的樱
桃，果实特别大，吃起来特别甜，小朋友们特
别喜欢。”

“我这片园子种了乌克兰3号、美早、布鲁
克斯、俄罗斯 8号 4个品种，它们的盛果期都
是错开的，既能延长采摘期，还能延长售卖
期。去年，种植的樱桃大多数都送人了，剩余
的由于果实大小、口感、色泽等差异，价格从
每公斤70元到80元不等，还卖了3万多元。”
农户董忠林乐呵呵地说，“今年的管理模式和
去年相比有所不同，因为樱桃管理要求比较
高，所以今年从用肥到管理投入都更大，用工
多、用肥也多，长势也比去年更好，收益肯定
比去年好。”

董忠林的这片樱桃占地 7亩，于 2018年
种植，2021年已初步见利。“根据今年的开花
量，如果不出意外，我感觉亩产量差不多能达
到500公斤。根据去年的价格，我的这片园子
今年卖个10多万元没有问题。”董忠林信心满
满地说。

近年来，中塬村在全力打造优质苹果主
产区的同时，积极提倡鼓励群众发展特色水
果产业，以补齐村上产业品种单一的短板。

目前，村上的300亩杂果园，有樱桃、桃、
桃李子、夏老梨、夏苹果、葡萄、秋富士等各种
水果，从6月份开始便可陆续上市，一直能持
续到11月份。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延
水关镇中塬村在政府的帮助下，推动樱桃种
植特色产业全面提档升级，樱桃带“红”了延
水关镇的乡村采摘游，成为果农增收新渠
道。中塬村第一书记呼海东对今后的发展
信心满满，他说：“我们将继续大力发展樱桃
产业，在延伸采摘游产业链上下功夫，让外
地的游客到延水关镇有樱桃吃、有地方玩，
推动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增收。”

中塬樱桃真诱人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康盼

初夏，在宝塔区临镇镇觉德村的甜瓜拱
棚里，村民王随红和村干部正忙着采摘甜
瓜，看着新鲜硕大的甜瓜，王随红脸上挂满
了丰收的喜悦。

“现在销售出去 500余公斤，这段时间 1
公斤能卖 30元左右，后期还能卖 1000余公
斤。”王随红说，受疫情影响，今年销售情况
和往年相比略有下降，乡镇干部们第一时间
就与各大商场、超市对接，帮助他们销售。

据了解，觉德村现有拱棚 2300座，全部
种植西瓜、甜瓜、蔬菜等，凭借着村民的勤劳
耕作，去年村上人均纯收入达到2.3万元。

王随红说：“我这棚小瓜和西瓜预计能
卖 8万元，后半年倒茬种辣子和豆角，还能
卖 2万元。现在生活好着呢，自己干比出去
打工强多了。”

川道的群众忙着采摘售卖西瓜甜瓜，塬
上的百姓也忙着给苹果树疏花疏果。这段
时间，任家塬村村民冯学芳和村民们一起在
果园里搭建防雹网。今年，临镇为搭建防雹
网每亩补助 1000元，这让冯学芳对发展苹
果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任家塬村共有果园面积 3200亩，其中，
幼园 700亩，挂果园面积 2500亩，防雹网覆
盖率达到 95%以上。村党支部书记周钦锋
说：“就因为上了防雹网，我们村的苹果提高
了商品率，每年都卖的是商品果，能给全村
农民增收500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临镇镇坚持农业高质量发
展，按照川道甜瓜蔬菜、塬上有机苹果、沟道
生态养殖的农业产业布局，不断夯实农业基
础，增加群众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觉德瓜儿甜又甜
记者 刘小艳 黄建斌 通讯员 郝波

● 游客进园采摘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