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游客展示自己采摘的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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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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李长清：苗店村的“大忙人”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李青梅

小康实践

“道虽通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为群众办实事，就要从点滴小事做
起。”说这话的是安塞区砖窑湾镇苗店村
党支部书记李长清。有着20多年党龄的
她为人公允热情，多年来担任村上的妇
女主任、党支部委员和镇上的人大代表、
党代表。2018年3月，李长清当选为苗店
村党支部书记。

4年多来，李长清用心用情解决村民
生活烦愁，不遗余力推进村上发展大事，
成了苗店村的“大忙人”。她手上常拿的
记事本里，记满了村民的急心事、揪心
事、烦心事和村上的产业计、发展计、奋
进计。一件件、一条条，都是她对苗店村
的责任与担当、承诺和落实。

修过水桥，装变压器

李长清刚上任的时候，正是黄土地的
料峭三月，春的温暖尚未能把冬的寒冷全
数翻篇，但村民春耕准备工作却误不得，送
粪、犁地都得一趟趟下了河再爬台上山。

“可犯难了，春上那会儿冰刚化，满
河滩都是冷森森的泥，背粪拿犁，实在不
好走，一不小心就跌得满身泥水。”村民
高随生说，还有秋底收庄稼，因为有河挡
着没法用农用车，只能全家老小齐上手，
一人一背往家背。

看着村民农用车空放用不上，家家
肩扛背背去种地，李长清郑重地在记事
本上写下“修1座过水桥”，同时也将这件
事烙在了自己的心上。

去镇上、跑区上，说情况、报材料，找部
门、寻项目……一趟不行两趟，这回有不足
下回抓紧完善。很快，苗店村修建过水桥事
宜通过“一事一议”项目审批、立项、开工。

项目开工后，李长清依然天天扎在项

目地，时时盯、处处问、事事跟。“我咋能不
操心？修这座过水桥，放在全镇、全区是
个小项目，但在我们苗店村，那就是能结
束祖祖辈辈春耕秋收蹚河过水的大事。”
李长清一定要盯着才能放心，位置选在那
儿、地基实不实……她要确保这座过水桥
当年秋天就能用、用就能用好几辈儿。

2018 年秋，陕北黄土高原天高云
淡。苗店村新建成的过水桥上，高随生
开着农用车拉着刚收割的一车谷子回场
院。“一趟就全拉回来了！有了这座过水
桥，我们苗店人往后种地收庄稼再也不
用愁‘粪到不了地’‘粮回不了家’了。”他
开心的笑颜在夕阳的映衬下更加美好。

修了过水桥，李长清还有一件心头
大事——为村上安装2台变压器。

苗店村分为前、中、后3个村组，但只
有1台相对老旧的变压器，因此常常会出
现村民生产生活用电电力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打雷下雨天气，还会出现漏电的
情况，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村民邱晓
宏家就住在距离老变压器六七米远的地
方，一到雷雨天气就担惊受怕的。

邱晓宏说，李长清来自己家看了好
多次，积极和电力部门协商沟通，用 3年
时间为村上安装了2台变压器，彻底解决
了村民用电电力不足问题，从根本上清
除了苗店村用电安全隐患。

翻新老旧大棚，新建日光温室大棚

“村上有长效致富产业，村民才能有
长期稳定收入。”李长清知道，建产业是
苗店村长足发展、苗店人生活更好的关
键所在。

上任后，李长清先对村上原有的31座
老旧大棚进行翻新改造，上自动卷帘机、

升级电网、完善水窖……让全部旧棚变新
棚，当年棚均产值较之前就翻了一番。

不够，远远不够！
面对苗店村“土地流转难、遗留问题

多、群众工作难做”等现实，2019年，李长
清下决心趁势扩大村上大棚产业规模。
她领着村“两委”干部一家一户上门做村
民思想工作，解村民矛盾、调邻里不和，
讲土地流转的益处、说大棚种植的美好。

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80座高标准新
型日光温室大棚在苗店村的土地上稳稳
矗立起来，同时硬化生产道路 4.5公里。
成排连片、鳞次栉比的大棚基地，实实在
在地填补了苗店村多年来建不起规模性
产业的空白。

村民张二娃说，以前村上没啥好干
的，家里的地东一块、西一片，想好好种点
地都难，所以只能年年撂下婆姨娃娃外出
揽工。“干最累的活儿，挣最少的钱，家里
还照顾不上。”张二娃说，“村里一建起新
的大棚基地，我就回村和婆姨一起种大
棚。这两年，不仅有活干、有钱挣，还能好
好顾家，一家人的日子开心了不少。”

如今，苗店村村民几乎都和张二娃
一样，一年四季忙活在大棚里，务哺蔬
菜、侍弄大棚。整个村上，从冬到春、从
春到夏，来收菜的客商源源不断。村民
从腰包里的钞票越来越多，手机上的收
款消息越响越密。苗店村也由曾经的产
业薄弱村一跃成为砖窑湾镇乃至整个安
塞区有名的大棚蔬菜专业村。

建休闲公园广场，办文化娱乐活动室

夏日的傍晚，饭后暑热渐散，村里的
休闲公园广场上，老太太们伴着音乐节奏
扭秧歌，小孩子们你追我赶闹腾着，年轻

人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正在怡然闲话……
“晚上屋里闷，出来活动活动，既锻炼

身体，又放松心情。”李大爷说，这个休闲
公园广场是2020年才建起来的。“美丽乡
村建设，李书记和我们大伙儿商量，说咱
农村人也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就建
了这个公园广场，让村民在劳动之余有了
休闲活动的好去处。”李大爷说，一到春夏
秋天，村民傍晚时分基本都聚在这里。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大家对更加
美好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更高。在村上建
设休闲文化公园广场的基础上，李长清与
村“两委”又马不停蹄地在村部阵地建了
村民文化娱乐活动室，并配备了农业生
产、文学典故、科普读物等各类书籍，以及
象棋、骨牌等休闲娱乐器具，积极引导村
民开展文明向上的休闲文化娱乐活动。

同时，在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部门
的指导与支持下，建立了苗店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党的方针政
策、推动移风易俗、开展志愿服务等，持
续提升苗店村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和精
神文明建设。

从基础设施完善到产业发展推进，从
促进村民增收到提升精神文化生活，4年
多来，李长清在苗店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上脚踏实地前行、兢兢业业服务，为全村
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忙碌奋斗。李
长清也先后荣获安塞区“优秀村党支部书
记”、延安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村民日子过得越好，我就越高兴。”
李长清说，“乡村振兴，我将竭尽所能带
领苗店村村民进一步扩大设施农业产业
规模，不断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全面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5月26日，记者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洛川苹果试验站时，站长安贵阳正在
和同事查看育种场果树的长势，不时抬
手疏去树上多余的小果。2012年试验站
落户洛川以来，站长安贵阳便来到洛川
开展科研工作。

扎根洛川的 10年里，安贵阳带领同
事们在品种选育和苹果深加工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近年来洛川县推
广的矮化密植模式，更是凝聚了他不少
心血。

“我们在矮化密植这方面通过多年
研究，指导洛川建了几万亩的矮密果
园，这部分矮密果园一亩地相当于原来
乔化果园两三亩的效益，在面积不变的
情况下，产量效益都会得到大幅度提
升。”安贵阳说。

安贵阳作为洛川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为全县苹果产业发展作出了长足贡
献。同安贵阳一样，近年来洛川县已经
聘请了56名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和8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苹果产业“把脉
开方”，助推产业振兴。目前，已经有5个
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洛川，发挥高层次
人才聚集带动优势。

“不能老记着只在春季施氮肥，9月
份秋施基肥的时候也要大量施入氮肥，
施入氮肥以后增加树体越冬的储藏营养
水分。”作为洛川县本土人才，洛川县苹
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屈军涛，
一年四季奔走在洛川大塬的果园里，指

导、培训，是洛川县家喻户晓的苹果专
家，也是康振生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专家
组成员，并入选了延安市“圣地英才计
划”项目库。近年来，屈军涛积极发挥自
己连接院士专家和本土技术人员的“枢
纽”作用，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共同参与
院士专家工作站各项科研活动，为洛川
县培养出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深入基层开展科技培训，抓科技示

范园，培养职业农民。截至目前，全县通
过不同的形式，开展知识培训，先后培养
农民技术骨干300多人，发挥了很好的示
范带动作用，通过培养基层业务骨干，业
务人才，助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最终实现助推乡村振兴。”屈军涛告诉记
者。

群策群力，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洛川县进一步营造礼遇人才的

良好氛围，不断探索实施相关优惠政策，
真正从外到内，从上到下让各领域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凤栖街道办好音村的大学生赵晓亮

就深有体会。2019年赵晓亮决定回乡创
业，在村里发展蛋鸡养殖。建成运营后，
效益明显，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时资金
遇到了难题。洛川县人才中心得知情况
后，积极对接联系，为赵晓亮争取到了
20 万元的无息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
急，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扎根家乡发展的
信心。

“以前存栏 1.3万只，扩建之后现在
存栏 3万只。我也希望产业规模的扩大
能够带动周边村民一起致富，为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赵晓亮说。

高端人才的引进和本土人才的培育，
让洛川县在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道路上越走越宽，也进一步体会到

“人才振兴”带来的好处和优势。目前，洛
川县共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3291人，充分
激发人才潜力，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组织部门作
为人才振兴的牵头单位，一定会引领相关
部门单位和乡镇，抓好做足乡村人才振兴
工作，千方百计吸引各方乡村人才回乡干
事创业，破解农村‘空心化’，努力改善乡
村人才结构，涵养乡村人才‘蓄水池’，奋
力把洛川县打造成产才融合新高地，为乡
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洛川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霍海峰说。

筑巢引凤 凤舞蹁跹
——洛川县打造产才融合新高地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文斌 吴舒捷 记者 孙艳艳

小满前后，农事进入到一年中最繁
忙的阶段。连日来，在宝塔区甘谷驿镇
何村村、李家河村辣椒种植基地里，农户
们忙着移栽辣椒苗，从打孔到栽苗再到
盖土，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年初，甘谷驿镇党委、政府带领
何村村、李家河村党支部经过市场调研
和组织学习后，引进订单辣椒企业延安
博冉工贸有限公司，新建辣椒种植基地2
个，辣椒种植面积达400亩。由企业全程
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签订订单收购协

议，形成了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基地规
模化种植、农户参与生产、订单式销售的
农业产业体系，不仅可以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还可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李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高延东介绍，
李家河村是陕北典型的拐沟村，距镇域
中心8公里左右，一直以来都是小农户种
植、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温饱有余，致
富困难。经过甘谷驿镇政府组织考察、
学习，引进延安博冉工贸有限公司发展
辣椒订单农业，由村委会统一流转土地，

村民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务工生产，辣椒
成熟后由公司统一收购，既解决了土地
闲置问题，土地流转还能保底，村集体也
有收入分红，村民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务
工就业，一举多得。

“我家里有 13亩土地，往年种玉米、
高粱，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今年改
种辣椒，光土地流转，一亩就有400块钱，
还能在这里打工，一天 180块钱，活轻松
了，挣的却更多了。”何村村民张和平说。

延安博冉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甄延

军说：“我们在 2个辣椒基地里共种植了
3个品种的辣椒和牛角椒，6月份左右就
可以上市，光这 2个基地的辣椒，产值便
可达到200余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甘谷驿
镇把培植特色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
要抓手，以农业技术服务为支撑，通过“党
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短、平、快”等高效作物，全面
推动全镇种植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切实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四月杏花挂枝头，六月杏果等你摘。6月 1日，延
川县延水关镇孙家山村漫山的黄杏，迎来了丰收的季
节。颗颗金黄色的杏子，镶嵌在翠绿枝叶间，散发出迷
人的香气。

当天，“乡村振兴 杏好有你”主题采摘活动在孙家
山村举行。游客进杏园、赏民俗、听民歌，乐不可支。
在黄杏采摘园里，金灿灿的大黄杏挂满枝头，摘下杏
果，咬上几口，清甜中带点酸涩，让“吃货”朋友们直流
口水。

孙家山村素有“延黄杏儿第一村”之称，其地处黄
河之畔，土壤肥沃，光照充足，当地群众栽植杏树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全村有杏树300余亩，以丰园红杏、红
太阳杏、金太阳杏、梅杏为主。
“这是我家的 2亩新杏园，山那边是老杏园，一共有

15亩。今年果实结得好，线上线下销售也可以，这几
天就销售了六七千斤；游客在园里采摘，可以免费吃，
买的话一斤10元。”果农高瑞说道。

黄杏果肉厚实，质地细腻，汁液中多，离核甜仁，口
感酸甜不溶质，含有多种有机成分和人体所必须的维生
素及无机盐，营养丰富。同时，杏果还具有良好的医疗
效用，主治风寒肺病，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毒等。

“通过这次主题采摘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村
的‘黄金’产业。目前，村上杏树挂果面积300多亩，通
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及‘口碑效应’的宣传，已经卖出
1万多斤，创收10多万元。”孙家山第一书记张建忠说，

“下一步，我们计划引进更多的优质品种，吸引外出务
工的青年回乡创业，让我们村的产业能够成为集中连
片产业，并做好杏树的精细化管理，保障杏的品质，为
下一步深加工做好铺垫，让村民在产业中真正受益。”

麦收季来了。这几天，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丁村
赵家村村民赵宪常和儿子赵凯更忙了：驾驶农机，从
这个地头到那个地头。

20多年前，赵宪常也是一名种地的农民，为方便
播种，他购买了一台小型拖拉机。由于感受到机械化
的便利，赵宪常还成立了一家农机合作社，兼职当上
了农机手。

以前，农民种植作物单一，农机服务有淡旺季。
这些年，随着农业种植品类丰富，赵宪常父子俩的农
机越来越忙。后来，他们成为专职农机手，奔波在各
地为农户服务。

赵凯介绍，春天，他们在河南开封为农户耕地旋
地，驾驶拖拉机在潍坊为菜农播种；夏天跨区麦收作
业，从西往东，从南往北忙活一个月左右；秋天，当地
种菜需要拖拉机手，秋收也需要联合收割机；冬天，当
地姜农需要耕地。

“我们基本全年不停，收入是以前的好几倍。”赵
凯说。

从一开始的机械式，到现在的电控式，赵凯换了
五六台联合收割机，也见证了农业作业水平的提高。

“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大户农场一天作业300亩不
成问题，而且粮食损失还比以前少。”他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小麦97%以上依靠机
械收获。2021年，通过综合措施我国机收损失率降低
了1个百分点，相当于挽回了100亿斤粮食。

随着农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许多农民有了
新身份，他们乘着互联网的东风，闯出了致富新路径。

徐金玉没想到自己能从农民变身成为一名网络
主播。徐金玉今年39岁，家住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
孝兴家园，一个黄河滩区迁建社区。过去，徐金玉常
年在外打工，这两年，在街道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帮
助下，徐金玉学会了短视频制作、网络直播。

“老师手把手教，免费学习，我学会了网络宣传销
售。在家门口，利用网络平台直播卖茶叶，我再也不
用外出打工了，现在自己当老板。一开始发货雇 2个
人，现在雇4个人都忙不过来呢。”她开心地说。

不仅如此，端起新饭碗的农民专业化水平越来越
高。大喇叭、志愿者、村道上排队做核酸的村民……
中国青州农民画画院里，与泥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王
化芹在认真画着一幅新作品。

“这是一幅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品。我们农
民画，画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情。”她停下笔对记者说。

王化芹今年51岁，生活在山东省青州市邵庄镇兴
旺村，家中世代务农。2016年 4月，她参加了青州市
组织的免费农民画培训，零基础开始学习。从此，她
放下锄头、拿起画笔，开启了新的人生路。

青州农民画是中国农民画的重要流派之一。这
几年，王化芹成立了益荣农民画院，带领更多的乡亲
在农忙之余画农民画。目前，青州农民画已走出山
东，足迹已至河北、江苏等省份。

“日子越来越好，我越画越有奔头。”王化芹说。

看小康走进乡村

● 安贵阳（左）查看苹果生长情况

宝塔区甘谷驿镇发展“订单辣椒”——

企业做后盾 农民放心种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贺功

机手、主播、画家……
“三农”变化之农民新职业
新华社记者 邵琨

相约六月“杏”好有你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