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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夏木青翠，河水淙淙。
驱车行驶在王湾村笔直

的柏油马路上，一股新风扑
面而来。初夏时节，公路旁
改造后的坡屋顶式居民院落
点缀在绿树花海间；宽阔平
展的河谷两岸，瓜菜大棚排
列有序，在日光下透出浓浓
的墨绿。

这一切，用无声的语言
讲述了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
的发展变迁……

“早知有王湾，何必外
出游。”从吴起县城驱车至王
湾村，不到 10公里的路程，
明显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
的立地条件，使得王湾村在
发展城郊型经济上收效良
好，王湾香瓜、王湾大杏、王
湾葡萄和洛河香菇等农特产
品声名鹊起，王湾村也成为
县城居民和过往客商休闲观
光、体验采摘的好去处。

近年来，王湾村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按照“支部引领铸魂、旅
游带动富民”的思路，充分发
挥乡村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优
势，以“乡村旅游”为引爆点，
依托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通过“支部主导、旅游公司带
动、村民参与”的模式，整村
推进集体经济融合发展。

目前，该村开发建设完成吴起特色游乐园
项目，集民俗展、特色小吃、特色采摘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模式初见成效，探索出一条依靠民俗
文化、游乐园带动乡村旅游、发展生态观光农
业的新路子，不断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以前的脏水臭水变成了今日的绿水清
水。”村民郭银芳是土生土长的王湾村人，家门
前的臭水沟在镇政府争资立项下，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现在满河槽的绿水清澈见底，人们
还可以在水面上划船游玩、休闲垂钓等，她喜
滋滋地告诉记者。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王湾村人还
追求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

去年以来，白豹镇采取项目捆绑的方式、
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办法，先后从乡村振兴、财
政一事一议项目中争取资金，选择新农村立
地基础设施条件好的优势村组，集中实施坡
屋顶改造、初心公园建设、绿化亮化村庄工
程、群众文化大舞台、村牌建设及污水统一处
理、卫生厕所配套等项目；同时，依托云龙园
特有的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建成拥有大型儿
童游乐场 1处、拓展训练基地 10.2亩以及 5家
农家乐、62座特色采摘大棚的乡村采摘旅游
业综合体。

王湾村的“面子”变了，但它的内核却是
“里子”的丰润富有。

在白豹镇王湾村的 244国道过境线旁，一
年四季总能看到一排排摆放整齐、色调统一的
瓜果摊位销售正旺，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过往客
商，成为王湾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采访中得知，王湾村现有日光温室大棚 62
座，以种植宇龙西甜瓜为主，近年来推广种植
5棚新品种樱桃、葡萄、大杏，后来又陆续推广
种植火龙果、草莓、油桃。现有大田梨果园、葡
萄园 7座，占地 31.6亩，百只圈养鸡户 5户，千
只散养鸡户 6户。数字显示：近年来，王湾村
年人均纯收入突破 2万元，2018年被授予全省
首批“千村示范、万村达标”村级党组织标准化
建设示范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村民冯向阳
夫妇是王湾村远近闻名的瓜果种植能手，他家
种植的大杏、香瓜总能提前上市，而且口感香
甜，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有机产品。他说：“种植
大棚也需轮换倒茬，今年种甜瓜，明年就种蔬
菜，这样种出来的瓜果蔬菜才口感好、色泽美、
无公害。”

据了解，冯向阳夫妇种植大棚一年下来
收益能有 10万多元，而且足不出户，在家门
口就能种植销售，平时还不耽误家里的其他
农活和照顾老人。现在他家在城里有楼房，
村里有庭院，开上小轿车，生活越来越美好。
像冯向阳家一样过上幸福生活的人家在王湾
村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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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白豹镇洛河食用菌产业园内，几十个
食用菌大棚排列整齐，格外显眼，大棚里香菇袋
上结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香菇。

2020年 4月份，白豹镇按照“一园两万三百
四千”的产业布局，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组建成立
了白豹镇富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
食用菌产业，目前已启动食用菌园区三期项目，
园区香菇产能将提升至 100万棒。附近的村民
们都利用农闲时间来这里赚取“外快”，每天有
30多个村民进行着采摘、烘干等工作。

“农闲时间我都会在这里打工，剪一筐5元，
我一天能剪 20多筐，每天能挣 100多元，一年能
增收近万元。”吴起县白豹镇土佛寺村67岁的刘
桂彩老人一边剪香菇把一边高兴地说。

“我们这个园区采取‘企业+基地+合作社’

的运营模式，吸纳5个集体经济空壳村和63户建
档立卡户入股分红，同时还吸纳周围群众在这里
务工，在高峰期，每天打工的人都有 80余人，每
年支出劳务费30多万元。”白豹镇洛河食用菌产
业园总经理徐国伟说。

“去年 9月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分红，共为全
镇5个村64户建档立卡户发放资金30.6万元，其
中返还股本11.4万元、分发红利19.2万元。”白豹
镇副镇长姚长青介绍道。

从“传统农业”到“设施农业”，从“单打独斗”
到“抱团取暖”，从“收入单一”到“收入多元”，吴
起县白豹镇正沿着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经营
的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
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
画卷。

“以前我们一家 6口人生活过得并不宽
裕，通过参加烹调技能培训班，我开了一家
早餐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起
县铁边城镇村民白琴花，一边忙碌着生意，
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

“我现在年纯收入预计能有8万多元，下
一步我还准备继续扩大店面。”周湾镇建档
立卡户李志慧父母常年生病，家庭开支远远
大于收入，2021年她从吴起县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举办的烹饪班结业后开了一家吴起特
色小吃店。

吴起县的荞面饸络、剁荞面、黄米馍馍、
清水煮羊肉等等一系列特色美食名扬周边
省市，为了传承吴起特色小吃，促进劳动者
就业创业，近年来，吴起县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针对市场需求，面向就业重点群体，开办
了 20余期地方特色小吃培训班，培训 1858
人，培训后自主创业就业960余人。其中，剁
荞面在延安市人社局组织的“地方特色小吃
技能大赛”中两次获得一等奖。

除此之外，吴起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还
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开设了农业技术、养老护
理员以及刺绣、服装等技能培训班。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干起来也很顺手，
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48岁的王生花是吴起县吴仓堡镇人，她
在参加养老护理班培训后被吴起长征老年
公寓招聘为养老护工，月收入2000多元。同
样 33岁的唐霞 2021年 5月在养老护理班培

训结业后，被延安惠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聘
为职工。她说：“我对养老护理工作很感兴
趣，现在月收入3000多块钱。在工作的同时
我还在不断学习，力争通过考试取得高级养
老护理员资质。”

据了解，2021年以来，吴起县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通过与延安惠民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合作，开办养老护理培训班4期，培训合格
学员 560余人，上岗 195人。有的学员培训
结业后虽然不想找工作，但在家庭中成为了
护理老人的主力。吴起县瞄准市场，通过切
实有效的养老护理培训，为吴起老年康养打
造了一支有情怀，有热情，有奉献的专业养
老护理队伍。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培训是就业之
源。为了鼓励更多劳动者参加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吴起县在学员培训全程免费的
基础上，还制定了五条激励就业创业措
施：一是不定期举办培训人员就业招聘
会，促进学员与企业签约就业；二是对创
办个体经营的学员，优先办理创业担保贷
款，最高金额为 20万元；三是对创办企业
的学员，通过申请可优先办理最高 300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四是为创办经营实体
的学员发放 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五是
对技能大赛获奖学员通过媒体广泛宣传，
提高知名度。

近年来，吴起县在就业创业培训工作
中，始终坚持“以培训带动创业、以创业促进

就业”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需要什么，我
们就培训什么”的原则，全面做好职业技能
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就业竞争力，培养出
了一大批技能型人才。截至目前，培训脱贫
劳动力、易地搬迁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

4898人，培训后上岗3676人。同时，还采取
线上直播、回放、实时解惑等方式线上培训
672人；全面落实以工代训补贴政策，鼓励多
家经营困难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为企业培
训员工1341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山清水秀的王湾村

一技在手 致富不愁
——吴起县免费开展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通讯员 徐志全 杨卫星 记者 王锋

● 吴起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开办养老护理培训班

良田沃野绘新景
——吴起县白豹镇发展现代农业小记

记者 王锋 通讯员 温巧莉 徐志全 张娜

五月的吴起，万物勃兴，生机盎然。
走进吴起县白豹镇，大棚里绿油油的葡萄长势喜人，果树上挂着许多小苹果，香菇袋上结

满了密密麻麻的香菇……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模样。
今年以来，白豹镇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按照党建兴镇、产业富镇、生态靓镇、

平安护镇、民生惠镇“五大”发展思路，紧扣“五提”工作要求和“3+3+X”产业体系，持续优化
“一带一区”产业布局，奋力描绘“果满盘、菜满篮、猪羊满圈、香菇满园”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我和老伴从2019年开始种植大棚，今年种
了甜瓜、大杏和葡萄。这几年，每年都能挣10万
多元。”白豹镇王湾村村民冯向阳正忙着给葡萄
绑枝，他说，以前种玉米、土豆，一年忙到头，也赚
不到多少钱，村民多以外出务工为主，良田撂荒
的不少。如今，镇政府带领村民发展大棚种植，
土地成了香饽饽，大家都抢着种。

王湾村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村现有
日光温室大棚 62座，种植西瓜、甜瓜、樱桃、葡
萄、大杏等水果。现在正值西瓜、甜瓜上市的时

间，王湾村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是销售瓜果的小商
贩，该村的西瓜、甜瓜远近闻名，路过的人们总要
买上几斤尝尝鲜。村民们依靠大棚种植，不仅解
决了自家蔬果销售问题，而且提高了收入，2021
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多元。

近年来，白豹镇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积
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大棚种植，建
成日光温室大棚 400 座，让村民从“靠天吃
饭”走向“靠棚致富”，为村民增收致富搭建了
新平台。

汽车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前行，快到达白豹
镇李桥村的山顶时一片片果园映入眼帘，村民们
正忙着给果树拉枝、疏果，三三两两的身影穿梭
在一排排果树间。

“现在是拉枝、疏果的最好时节，我们村的
苹果最高可以卖到 20元一斤。”李桥村党支部
书记刘建国说，近几年，李桥村按照“政府引
领+支部带动+合作社运作+农户参与”的发展
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投资 25万元，建成 100亩
李桥村高质高效苹果示范园，今年该村共有
450亩果树挂果，其中李桥村高质高效苹果示
范园 100亩果树全部挂果，预计实现产值 50万
元。

“我们着力打造精品果园，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此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一方面降低了成本、

减少了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统一管理，保证品
质，最关键的是可以在市场上找到稳定的销路。”
说起合作社带来的好处，白豹镇二级主任科员李
元滔滔不绝。

为了把各种特色产业做大做强，白豹镇积极
引导各村组抱团取暖，整合各类资源，将分散的
土地连成片，让分散的农民抱成团。通过合作社
集中代管的模式，村民可共享合作社的收益，还
可以在合作社打工获取劳务工资，每人能在合作
社获得“分红+务工薪金”两份收益，拓宽了村民
增收渠道。

目前，白豹镇发展山地苹果1.6万亩，其中挂
果面积达5500亩，建成苹果冷库14座，配套灌溉
机井26口，铺设灌溉管网20公里，产值约550万
元，苹果效益初步显现。

从传统农业到设施农业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

从收入单一到收入多元

● 土 佛 寺 村 67
岁的刘桂彩剪香菇把，
赚取“外快”

● 李桥村
村 民 在 给 果 树
拉枝

● 李 桥 村
山地苹果园

● 王湾村村
民冯向阳给葡萄树
绑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