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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佳威 高
雷波）眼下正是施工建设的黄金
季节。宜川县宜云路（交里至刘家
桌段）改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工地热
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

6月20日上午，笔者在宜川县
宜云路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
沥青摊铺机在不断地铺撒滚烫的
沥青，胶压机和钢轮机来回碾压
着路面，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戴着
草帽，跟在机器后面修补路面边
缘。

据项目负责人说，该项目目前
已完成全线路基工程、底基层全部

完工、基层 9公里、面层 4公里、排
水 3公里、新建小桥一座，旧桥加
宽改建一座和部分绿化工程，占总
工程量 70%。剩余部分路面、排
水、绿化和交安工程。

据了解，宜川县宜云路改建工
程项目位于宜川县，起点位于交里
乡与X201顺接，路线自南向北经
太泉村、刘家桌村，终点位于刘家
桌村附近，路线全长 15.40千米。
项目采用四级公路（I类）技术标
准，预算总投资7034.67万元，项目
于 2021年 8月开工，计划工期 17
个月，于2022年12月完工。

“这个网搭起来以后，我就感觉
心里踏实了，再也不怕冰雹来袭
啦。”6月20日，在延川县文安驿镇
万亩果园中，果农苗文慧高兴地说。

烈日下，工人们穿梭在整齐的
果园里，搭建水泥杆，布设铁丝网，
在苹果树上方搭建着防雹网，搭起
苹果产业发展的“丰收网”。

苗文慧说，他在镇上有20亩老
果园。近几年，每年都遭遇冰雹，导
致收入大幅缩水。“今年搭建防雹
网，政府出资55%、个人投资45%，
以后苹果丰收多了一份保障。”

为了预防雹灾、低温冻害天气
及鸟虫害等对果树造成伤害，影响
苹果产量，延川县农业农村局果树
站在文安驿镇万亩果园里实施了
果园防灾减灾项目，通过搭建防雹
网，给苹果园穿上抗冰雹灾害的

“防护服”。
“我们镇现在有苹果 2.5万多

亩，挂果面积 1.2万亩。当前影响
苹果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就
是冰雹灾害，现在我们镇计划投资
429万元，争取在 6月底完成 1500
亩防雹网搭建任务。”延川县文安

驿果树站站长高侯磊说。
“今年，我又栽了10亩短枝富

士，现在正在顶芽期。政府帮我找
的技术员，村里找了几个村民帮
忙，盼望着果树早成型、早结果，早
收益。”苗文慧说。

有了专业技术员的指导，再加
上政府出资为果树搭建防雹网，苗
文慧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看
着眼前的景象，他乐呵呵地算起了
收入账。

“老果园一年能收入 10万元
左右，新果园 3年后挂果，一年能
增收 4至 5万元，一年收入差不多
14至 15万元，比起以前收益多了
很多。”苗文慧说。

近年来，延川县文安驿镇以提
升苹果全产业链为抓手，坚持高端
优质生态导向，推行果品种植、打
造苹果区域品牌，积极推动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果园实施高标准、严
要求、精细化管理，配套水肥一体
化、防雹网、沼肥池，推行化肥“零”
使用，有机肥“全”覆盖。现有苹果
产值 1.2亿元左右，实现苹果种植
户人均收入2.5万元左右。

走进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中心
王渠村集体千头养猪场，工作人员
正在忙碌着将猪场沼液装在车上，
准备拉到果园里进行施肥。

2020年5月，按照全县村集体
经济发展“1551”目标要求，王渠
村开始筹建千头养猪场，2021年 7
月建成投用。经过一年多的发
展，走出了一条“果畜结合、循环
发展”的新路子。

在运营初期，王渠村集体千头
养猪场就与新希望集团合作，由集
团提供仔猪、饲料、养殖及防疫技术
等，猪仔每长一公斤，村集体就能有
2.3元的收益，2021年纯收入 26万
元。今年上半年，猪场进圈猪仔930
头，预计收益18万元。同时，猪场产
生的沼液还可以用于浇灌果树，按
照每茬千头计算，每茬产生 1500余

方沼液，一年两茬，可以满足3000亩
果树施肥，有效解决了王渠村果园
有机肥投入不足问题。

果农白会保种植了 60多亩果
树，今年正值果树挂果的关键时
期，需要投入大量的有机肥。正当
白会保为肥料一筹莫展时，村集体
猪场产生的沼液解了他的燃眉之
急。

“猪场产生的粪水相当多，给我
们果农免费提供车、管线，把这个肥
水浇上，果树的长势相当好。拿我
60来亩果园来说，我算了一笔账，肥
水施一遍就能省1万多块钱，一年浇
上 2次就将近省 3万来块钱。”果农
白会保说。

“果园用猪场产生的粪水，再加
上一些复合肥，形成果畜循环的产
业链，这给我们带了实实在在的效

益。”王渠村党支部书记尚好前说，
“通过果畜结合不仅可以节约成本、
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还确保了村集
体经济收入稳定，为全村苹果产业
提质增效奠定了基础。”

猪场建起后，给其他村民也带
来了实惠。今年 59岁的村民李建
国，由于年龄较大，无法外出打工，
村上便雇用夫妇俩在猪场打工，用
李建国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现在的
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

村民李建国说：“我出门打工也
没人要，我们夫妻俩就在这里打长
工，一年能挣个 8万多元，我感觉在
这里打工挺好的。”

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村民
的果园肥料问题基本解决了，村党
支部书记尚好前还想着猪场今后的
发展。

尚好前说：“猪场一年能出栏两
茬肉猪，一茬纯利润就是 12万元左
右，一年下来也就是 20多万元。今
年这一茬猪出栏以后，我们打算扩
建，再增加一倍，效益会更好。”

近年来，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
中心全力推进苹果产业和畜牧业结
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村子按照“果畜
结合、循环发展”的思路，结合村情
实际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努力实现村强民富。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果畜循环
发展的思路，抢抓政策机遇，不断壮
大养殖规模。”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
中心主任张彩平说，“今年计划新建
贺渠村集体千头养猪场一个，力争
用 3年时间实现 7个村村集体千头
养猪场全覆盖，每村村集体收益突
破30万元以上。”

“今天，当我以一名工程师的身份
回头再看自己当初的选择时，除了无
悔以外，最能表达我内心的两个字便
是骄傲。”延川壬庚新材料有限公司反
应部值班工程师纪成成如是说。

江阴，位于长江咽喉，经济发达。
延川，偏居黄河之畔，红枣之乡。两个
南北小城因为苏陕合作而缘牵千里。

时间拨回到 2018年，壬庚新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EPS项目落
地延川。这是在江阴市的大力支持
下，延川引进的首个台资项目。

此时，大学化工专业毕业的纪成
成还在外地干餐饮、跑销售，未来一片
迷茫，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是一个
梦想。直到有一天，纪成成接到家人
打来的电话。

“家人告诉我，老家延川有一家台
资化工企业在招聘，让我回来试试。”
一时间，纪成成心中那团被浇灭的梦
想之火被点燃。

“面试那天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清
楚，当时工厂还在忙碌地筹建中。”在
纪成成的脑海里，还以为这家企业是

化工厂，做不完的流水线，加不完的化
学品，甚至放不下的铁锹。

“筹建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当地很
多年富力强、头脑灵活的一些大学生、
年轻人，他们都更愿意到西安这些大
城市去工作、去创业。老话说得好，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我们想
方设法为延川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
养人才。”公司生产课长夏国宗说道。

自动化的生产线，先进的管理理
念，上岗前赴江阴培训，手把手传授经
验。就这样，纪成成留在了壬庚，现在
的他已经是一名工程师。

“我为自己在这个企业工作感到
骄傲，我为自己能为延川腾飞助力感
到骄傲，我坚信我的公司会越来越好，
我的家乡未来可期。”纪成成说。

为深入贯彻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
点帮扶工作精神，更好地发挥苏陕协
作共建园区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江阴
与延川两地通过共建产业园区，推进
产业转移，加快产业集聚，积极支持西
部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探索出了
一条“共建共享，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园区共建工作犹如一条条连接江
阴与延川的彩练，将延川工业园区建
设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紧紧地缠绕了起
来。在“区区联动”“区企联动”“人才
联动”“招商联动”不同模式的作用下，
延川园区发展建设，形成了以文安驿
工业园区为核心，永坪化工园、贾家坪
工业园、马家河农产品加工园相依托
的“一区四园”发展格局。

2020年 8月，江阴临港经济开发
区与延川县工业园区签订了结对共建
协议。2020年，江阴市扶持 810万元，
建成延川县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孵化基
地4栋标准化厂房和2栋综合楼，并引
入 4户中小企业进驻发展。2021年，
继续扶持 760万元支持园区标准化厂
房和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随着园区共建的不断发展，一批批
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江阴市政府积极鼓
励本市企业转移落户至延川园区。目
前，已有4户江阴企业落地延川县工业
园区，累计完成投资达5亿元。

离家近、门槛低、收入稳定，老百
姓都说“这是个吹糠见米的产业”。“没

有来到壬庚之前，我在治超站当治超
检测员，每月挣 2100块钱，想买个啥，
不敢买，没有钱。现在，在壬庚每个月
能拿到5000多块钱。”同是延川壬庚反
应部值班工程师的赵艺臻说。

既“输血”，也“造血”，企业的引
进，让更多像纪成成这样的延川大学
生回到了延川，为家乡的腾飞助力，也
为更多的延川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2021年，园区共解决就业2382人。

江阴引进的企业，不仅解决了就
业，也为延川产业发展、经济腾飞按下
了快进键。延川苹果作为延川的支柱
产业之一，已经走出了延川，销往了全国
各地，甚至国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果
农们发现，传统的纸盒包装不但在运输
过程中容易损坏，而且也难以保鲜。

“我们原来运输是纸箱运输，运输
过程中，苹果损坏得比较多，收入也就
大打折扣了。”延川果农高世台说。壬
庚生产的环保包装材料正好解决了这
一难题，保障了果农的收入不打折扣。

目前，延川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1162 公顷，收储土地 4043 亩，建成
2278亩；入驻企业 30户，规模以上企
业 9户；累计引资额达 45.5亿元，完成
投资31.16亿元。仅2021年，园区就实
现工业产值 172.47 亿元（其中永炼
147.41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亿
元，实现税收 9550.74万元（县级收入
3320万）。

在不断开展合作互动的同时，两
地认真总结历年经验，探索合作共建
园区的新模式、新路径，坚持与“十四
五”规划相衔接，园区带动、项目引领，
夯实产业基础、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人
才培养，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群众稳定
致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之畔，从东部
沿海到黄土高原，苏陕协作正在向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富成效拓展，加
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
发展的良好局面，江阴、延川将在深化
合作中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为延川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东西遥望，相距千里，却因“对口
援建”的“姻缘”而紧紧相连。站在新
的起点，江南小城与黄土腹地的协奏
曲，正在继续谱写。

山沟沟里的“大合唱”
——苏陕共建园区助力延川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师亚清

搭起防雹网 丰产又增收
通讯员 刘小艺 周鑫顺 记者 叶四青

道路改建施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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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头养猪场 富了全村人
——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中心王渠村产业发展小记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刘培乾

连日来，宜川县云岩镇结合养老诈骗犯罪特点，开展多样式、全场
所、广受众的打击养老诈骗宣传活动。在乡村广场、学校附近、集市等
人流密集场所，党员干部将横幅挂在醒目地方，将宣传单发放到群众手
中，将鲜活的受骗案例大声地在人群中讲出来，积极鼓励群众向身边亲
朋好友分享防诈、反诈知识，不断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切实捂
住老人的“钱袋子”，守好群众的“养老钱”。 通讯员 王贝 摄

捂住“养老钱包”警惕诈骗风险

● 果农在搭建防雹网

● 施工人员正在硬化道路

● 村民在果园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工作人员通过监控查猪场内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