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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风清 民风淳 家园美
——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育文明乡风助乡村振兴

通讯员 任燕燕 赵鹏飞 记者 杜音樵

进行时乡村振兴

20222022年年66月月232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程浩楠程浩楠 视觉视觉//李延庆李延庆
组版组版//王娟王娟 校对校对//尉丹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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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
硬仗。记者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采访了解到，当地正
以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所、治风“五治”工作为抓
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新变化。

一段时间来，在贵阳市修文县龙场街道放马坪
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国文对“治房”工作中的宜居农房
建设，一度心存异议。

“要是请代建单位，推进速度可能大不一样。”一
遇上街道党工委委员徐雷，他就抛出自己的见解。

“老李，现在我们做工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以
项目形式发包建设就完了，一定要把老百姓的主动性
调动起来。”徐雷耐心地解释道。

在随后一同走村串户的过程中，一处处乡村建设
的火热场面，一个个群众投工投劳的身影，让李国文
的认识逐渐有了转变。

来到村民周芳敏家中，用水泥修建的院坝中间晒
着麦子，周边用红砖砌筑的围墙内，栽种着蔬菜。

“听说政府有补助，我们就自己动手改造了。”周
芳敏笑着说，现在村里到处整治得漂漂亮亮，就像公
园一样。

“她家院坝原来是牛圈，粪污横流。”村党支部副
书记徐柏万告诉记者，在宜居农房建设中，当地给予
农户砖、沙、水泥等原材料一定补助，待后期改造完成
验收后，还会分级奖励，群众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激发
出来了。

记者漫步时看到，一栋栋亮丽的房屋掩映在小果
园、小菜园和小花园之中，有的人家还把石磨等老物
件用于庭院改造，脏乱差的居住环境不复存在。

“想改成什么样，全看群众个人意愿。”徐雷说，在
整个建设过程中，他们杜绝“穿衣戴帽”、流于形式，而
是因地制宜“梳妆打扮”。

在村医方仲玉家，他请的三名工匠正按照设计砌
围墙。干了十多年泥水匠的王彬说，今年自己尤其忙
碌，简单的装修活，村民自己可以干，但涉及一些创意
造型，还得找他们这些有经验的师傅。

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的效果明显。据现阶段建设
预算，修文县有 1566户在进行宜居农房建设，以户均
9000元建设成本计算，如果群众投工投劳，在确保施
工质量和标准前提下，户均可节约成本约 20%，因此
当地可节约资金约281.88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贵阳市在宜居农房建设中，仅农
房风貌整治就要完成10000户。贵阳市人民政府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此过程中，将把“群众高兴不高兴、赞
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充分发挥群众
主体作用。

激发群众的积极性
——贵阳推进宜居农房建设见闻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仲夏六月，万物华实，行走在富县
富寺路羊泉段沿线，一座座管理精细的
苹果示范园映入眼帘。

“今年我们参与了镇上的苹果示范
长廊建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果园周边
的环境面貌。通过安装果园门、牌匾、
围栏、种花等措施，咱的果园像旅游景
点一样漂亮，到果园来干活心情都愉悦
了不少。”示范园果农赵博说。

今年以来，羊泉镇以“抓点、连线、
促面”为思路，科学谋划苹果产业示范
长廊建设，有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努
力实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总目标。
羊泉镇将苹果产业示范长廊建设作为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实
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抓
手，着力解决示范园覆盖面不够、传统
经验性种植依赖性强、三产作用发挥不
足、物资不集中、包扶力度不够、技术服
务不到位等问题。

今年是示范长廊建设的起步年，目
前参与建设的果农有18户，在建设过程
中，各示范园严格落实科学化管理措施
和包扶单位负责人包抓示范园制度，成
立“专家—镇—村”三级技术服务团队，
实行准入淘汰机制，最大限度争取产业

扶持资金和物资，不断提高苹果规范化
经营质量和效益。

“我们按照镇上制定的周年管理计
划，落实了包括间伐、强拉枝、石硫合剂
涂干防治腐烂病、树盘覆黑膜（草帘）、
人工授粉、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管理措
施，今年，果树树势明显增强。”果农周
宝君说。

羊泉镇还为示范长廊果园免费发
放了拉枝绳、拉枝带、黑膜、草帘、有机
肥、黄板、石硫合剂等物资，大大降低了
果农的投入成本。包扶单位将包抓示
范园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从
技术、物资上给予果农最大帮助。

“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我们也更有
信心和能力管好果园了。”周宝君高兴
地说，“我会继续按照示范长廊建设要
求管好自己的果园，同时带动果农积极
提高果园管理水平，尽快加入示范长
廊。”

“通过综合施策，全镇将逐年增加
示范园数量和面积，实现村村都有苹果
示范园，力争到‘十四五’末，苹果产业
示范长廊公路沿线示范园创建率达到
50%以上，努力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走在前列。”羊泉镇党委书记李龙说。● 果农给果树拉枝

近年来，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把
农村路域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风文明建设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
置，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
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和吸纳村
民就业，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
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改善家园环境，打造淳朴民风

“现在我们村的人看到垃圾都会
习惯性地捡起来，自己家更是收拾得
干干净净，一眼望去整个村子干净整
洁，房前屋后杂物摆放整齐，家户院内
干净。”神玉村村民刘增民说。

2021年以来，神玉村积极践行“绿
色崛起、先锋行动”，以“五清六治一提
升”为抓手，定期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干
部群众每周积极加入村级环境卫生整治
大军。同时开展“美丽庭院”评比活动，
积极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养成文明
卫生习惯，潜移默化带动群众进一步美
化庭院、扮靓家园，让每村每户都成为一
张“生态名片”。

厚植孝道文化，营造良好家风

“孝道村”作为神玉村的名片，具有
悠久的历史，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先后

通过漫画文化墙、展牌、村史馆等向游
客展示文化内涵，进一步推进孝道文化
传承。

薛家“勤俭持家、诚实做人”、刘家
“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李家“耕读传家、
育人成才”等的家风家训及各种乡贤事
迹，都会在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通过
文艺节目展现出来，融入正能量，传承好
家训，弘扬好家风。

“这些良好的家训家风也是‘孝道’
的一部分，村里人注重‘孝道’是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也是引领树立乡风文明新
风尚的重要内容。”神玉村第一书记冯骁
说道。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乡风文明孕育出了神玉村村民热爱
生活、开朗乐观的性格，镇村也大力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十星级文明户”“好婆
婆”“好媳妇”“好乡贤”评选等活动，农闲
时神玉村人人学党史、学传统文化、讲身
边的好人好事，营造出孝老爱亲、邻里互
助的文明乡风。

“村上成立的红白理事会、村民理事
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和村级乡
贤，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对思想落后的村
民不断教育引导。现在，大操大办、厚葬

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已经没有了，
村民养成了人人遵守村规民约、维护村
规民约的好习惯。”神玉村党支部书记薛
增文说。

如今，神玉村村风更清，民风更淳，

村民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形成
“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管、新
风正气广泛传、陈规陋习当即改”的生动
局面，一幅产业旺、农村美、农民富的斑
斓画卷徐徐展开。

富县羊泉镇打造苹果示范长廊——

管理精细化 果园似景点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赵鑫隆 杨雪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杨晓
霞）眼下，正是大棚蔬菜瓜果成熟的关
键时期，也是种植户最需要技术指导的
时候。近日，宝塔区蔬菜技术推广与营
销服务中心的农技专家们深入田间地
头，手把手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助力农民
有个好收成。

走近宝塔区河庄坪镇刘兴庄村，棚
内的西瓜、小瓜长势喜人，今年 35岁的
刘浪浪正在自家的西瓜大棚内浇水管护
着即将成熟的西瓜。他告诉记者，3年
前他回乡创业，在村上种了4个大棚，这
几年通过宝塔区蔬菜中心技术员的帮
助，自己管护的蔬菜瓜果一年比一年好，
特别是今年，丰收在望。

刘浪浪说：“刚开始种的时候遇到很
多困难，经过宝塔区蔬菜局技术人员的
上门培训，我现在的技术逐渐提升，到目
前为止，大棚种的西瓜、西红柿、甜瓜长
势都特别好。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
们用的是蚯蚓肥，没有土传病害，根系特
别好，现在的西瓜，下面长一个，上面长
一个，相当于有二茬西瓜，收益要翻倍，

按照现在的种植模式，这 4个棚一年下
来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

同样在大棚里忙碌的还有宝塔区枣园
街道上砭沟村的菜农李银强。一大早，他
就和菜商在大棚里忙着采摘成熟的豆角，
并以每公斤6块钱的批发价格向外销售。
说起大棚一年的收入，李银强开心地算起
他的丰收账。“我的这些瓜果、蔬菜卖得好
的原因主要是技术人员的上门指导，没有
好技术，就没有好收成。今年我的小瓜卖
了4.5万元，我又种了一棚豆角，头茬已经
卖完了，收入大概在1.4万元。”

今年以来，宝塔区蔬菜技术推广与
营销服务中心的技术员们随时对包抓的
大棚进行技术指导和管理，农户只要遇
到难题，随时可以通过视频进行讲解，并
定期到大棚里现场解决。据了解，该中
心还将继续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把科
学的生产技术搬进田间地头，为农民讲
感兴趣、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专业
技术，培养新型职业技术农民，延伸农技
队伍群体，真正发挥出农业科技在乡村
振兴中的良好作用。

农技专家进大棚 情系农户送“真经”

● 村民整治环境

“我这窑背以前没有整修过，加之去年下雨有了安
全隐患，现在整修后和村上其他人的也统一了，自己住
着舒心，感觉也安全了。”近日，在洛川县菩提镇咀头
村，村民陈章留看着自家马上整修完工的窑背高兴地
说。

咀头村辖三个村民小组，219户 876人。近年来，
咀头村从拓宽、绿化巷道，清理村内环境、提升群众文
化素质等方面入手，快速推进全村生态宜居工作，切实
给村庄“洗了把脸”也“换了新装”。

据咀头村党支部书记郝林军介绍，该村先后硬化
巷道6300米、种植绿化树1200余株、种花种草1800平
方米左右，安装路灯 90盏；为群众修建文化活动广场
两座，凉亭两个，走廊40余米。

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生态宜居，还要有兴旺的产
业支撑。菩提镇在大力发展苹果主导产业的同时，因
地制宜，针对川道地理地形特点，统筹规划产业发展，
在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引导川道群众发展各类特色
产业。

王家河村村民王甲才一直靠种川道地，每年的收
入基本只能保本，后来在镇领导干部的引导和帮助下，
王甲才依靠养殖产业走上了致富之路。

“我现在养了18头牛，收入比较可观，趁着现在体
力还可以，我想继续扩大规模，让我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王甲才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菩提镇坚持把将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第一引擎和重要抓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工作思路，截至目前，
全镇新建矮化密植园587.6亩，搭建防雹网1000亩，举
办各类苹果生产技术培训13场次，培训果农2600余人
次；打造高标准“绿色长廊示范带”10公里，堡公路沿线
栽植海棠、樱花等绿化树种5000余株，种植花卉5万平
方米；引进有机肥加工厂、塑框生产加工厂、枝条粉碎
厂、绿色生态猪生产示范基地和肉牛养殖场等 6家企
业。

“下一步，以防返贫动态监测为着力点，以基础设
施提升为发力点，以产业振兴为落脚点，着力抓好产业
发展‘五用、五抓、五提升’，全面推进全镇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让群众在乡村振兴工作实施中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菩提镇镇长赵烨说道。

产业“多轮驱动”
村庄“换了新装”

——洛川县菩提镇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小记
通讯员 田伟 任健 记者 孙艳艳

看小康走进乡村

● 农技专家与农民一起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