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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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门源：

高原油菜花开铺就“金色花海”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 李琳海 陈杰

百吨地磅助农 产销联动兴业
——中国石油延安销售分公司帮扶吴起县周湾镇牧兴庄村小记

通讯员 刘燕

看小康走进乡村

第一书记卖桃记
记者 李星棋 通讯员 杨路路

牛儿壮 日子甜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叶四青

种下“杏”福果 走上幸福路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李云龙

“谁来第一磅？测测准不准。”吴起
县周湾镇牧兴庄村第一书记王京州问
道。“我来，我的是电瓶车，跟油箱轻重没
关系。”村民蒋润满一边大声应着一边将
自己的三轮车开上地磅。这标志着由中
国石油延安销售分公司向牧兴庄村捐赠
的100吨地磅完成安装交接。

牧兴庄村主导产业是种植和养殖
业，有拱棚48座，种植面积43亩，年经济
收入可达 30万元左右。村上种植的贝
贝南瓜软糯香甜，远近闻名。但因为没
有地磅，客商不愿上门收货，村民只能靠
着三轮车自行运输外销。

延安销售分公司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与牧兴庄村支委商量，决定捐赠一台
100吨地磅，吸引客商上门收货。

“有了这100吨的地磅，半挂车也能
进村收货了，这可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
大问题。”牧兴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刚高
兴地说。

牧兴庄村共 308户 1166人，建档立
卡户 62户 170人。2019年以来，延安销
售分公司6名领导班子成员精准帮扶牧
兴庄村 12户建档立卡户，4年入户走访
慰问 20余次，为村上捐建幸福院一处，
修建篮球场一处，捐赠地磅一台。并先
后派公司的杨亮、王京州作为驻村干
部，帮助牧兴庄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
业。杨亮作为 80后干部，扎根牧兴庄
村两年，帮助村上建起了幸福院，帮助
村民发展猪、牛养殖产业，圆满完成了
脱贫攻坚任务。王京州作为 90 后干
部，2021年来到牧兴庄村继续投入乡村
振兴事业。从没干过农活的他，当上第
一书记后，学起了干农活，村民都夸他干
活利索，是个好后生。

“第一书记什么都干，组织召开乡村
振兴座谈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
届选举、组织学习县委乡镇各类涉农会
议精神传达、参加疫情防控点值班和森
林防火值班，参加苹果种植技术培训会、
大豆玉米套种培训会以及其他志愿服务
活动。”王京州详细介绍着他的工作，正
如他所说，“我要珍惜基层历练机会，扎
实工作，扎根基层，全力做好巩固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为助力牧兴庄村产业稳定发展，延

安销售分公司与周湾镇座谈，确定产业
振兴方向，将周湾镇生产的贝贝南瓜、荞
麦等7类农作物纳入便利店货架和直播
间，在指定加油站设立“乡村振兴”专柜
销售。延安销售分公司在选购节日慰问
品时，优先选择产业扶贫产品，将员工福
利与消费扶贫相结合，为牧兴庄村产业
发展加油助力。

“贝贝南瓜是牧兴庄村的特色农产
品，南瓜中含有丰富的果胶、蛋白质、氨
基酸、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物质，是健
康饮食不可或缺的蔬菜……”在延安销
售分公司“消费扶贫、情暖圣地”直播间，
工作人员热情地向现场客户和网友介绍
着来自牧兴庄村的扶贫商品。

“你们的农产品可以通过中石油的
线下便利店和线上直播间销售，公司和
员工都会尽全力促销，推动牧兴庄村特
色产业发展。”张亚斌信心满怀地向村民
说着多渠道帮销思路。

“政府帮忙给我们改造危房，自来水
给我们拉到院子里，大病有合疗，按月有
补助。你们还常来看我们，小杨小王还帮
我们卖猪卖牛，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现在的日子好多了，吃的、穿的、住
的都不愁，有了你们帮忙销售，我们就能
大胆放心种好南瓜了。”……村民们对当
下的日子非常满意，也十分感激延安销
售分公司的帮扶。

“请大家多支持闫盾的工作，帮老百
姓解决难题……”日前，在延安城投微信
工作群里，副总经理刘静这样呼吁道。

“给我来60斤。”置业公司的庞德第
一个响应。

“我要30斤。”企业管理部杨阳说。
……
很快，闫盾车上的后备箱里的水蜜

桃就被订购一空。他一手拿笔，一腿劈
叉踩在后备箱上认真记录着，“这几天还
要多跑些地方，村民的桃子都熟了。”

闫盾是延安城投集团驻宝塔区万花
山镇佛道坪村第一书记。疫情给当地村
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影响。近期，
村民王佃兵家的 4亩多水蜜桃成熟了，
但销路不畅，眼看要烂在地里了。王佃
兵的 3个儿子外出打工，他只能靠自己
路边零售 3斤、2斤，看着树上的水蜜桃
一天天成熟，王佃兵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得知这一情况后，闫盾琢磨着怎么

帮助王佃兵解决桃子滞销的难题。他主
动找到王佃兵说：“你这样在村里卖桃子
是不行的，销量太有限了。我有车，现在
不是流行后备箱集市吗，我试着给你卖
一些桃子。”

“万花水蜜桃上市了，欢迎采摘。”
“今天卖了185公斤。”……连日来，闫盾
当起了“外卖员”，每天线上线下忙得团
团转，朋友圈里都是销售水蜜桃的信息。

“昨天销售 133公斤，今天销售 185
公斤……几天下来，闫书记已经帮我卖
了 500多公斤桃子，后续还会有单位要团
购，这下心里安定多了。”王佃兵感激地说。

接下来，闫盾还打算利用晚上下班
时间，去夜市继续帮王佃兵卖桃子。“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切实增加村民经济收入是第一书记
的重要使命。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发挥
所学所知，带领佛道坪村村民过上好日
子。”闫盾说。

盛夏时节，走进延长县交口镇刘铁
塬村的杏园，金黄色的杏子挂满枝头，到
处飘溢着香气。

“好甜啊，这杏真好吃！”
“我要多摘点，带回去给家里人也尝

尝。”
……
燥热的天气抵挡不住忠实的“吃货”

朋友们。在“延长金杏”采摘园里，游客
慕名而来，大家一边拍照，一边采摘。摘

下杏子，咬上几口，口味清甜略带点酸酸
的味道，幸福感爆棚。

“延长金杏，口感好，果肉很甜，我要
多摘一些，多买几箱，带回去给我的家人
和员工们尝尝。”游客贺利军听说延长金
杏熟了，专程从延安赶过来，谈及杏子的
味道，他赞不绝口。

延长金杏，原名吊干杏，原产自哈萨
克斯坦，国内主产区在新疆，因成熟后不
脱落，在树上自然风干而得名。吊干杏富

含抗氧化物和多种矿物质元素，对健康十
分有益，有活血补气、抵抗慢性病的功效。

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基础。为发展
壮大特色产业，增加群众产业收入，2019
年，延长县引进吊干杏 6000亩，仅交口
镇就建成了2500亩。

刘铁塬村村民刘海洋介绍说，2019
年引进“延长金杏”，今年开始挂果。从
目前来看，老百姓特别喜欢吃，收益不
错，大家后续发展的信心很足。

今年，交口镇金杏初挂果亩均产值
达到 3万余元，预计到盛果期亩均产值
将达到 5万元以上，成为特色产业的又
一张名片。

该镇党委书记李东安说：“今年我们
计划在原有2500亩杏树的基础上，再发
展2500亩。同时，要做好杏树的精细化
管理，保障品质，加强宣传推广、开拓市
场，切实打响叫亮‘延长金杏’品牌，让村
民真正在产业中受益。”

近日，辣椒进入了采收期。走进
宝塔区甘谷驿镇何村村、李家河村
辣椒种植基地，一串串青辣椒挂满
枝头，翠绿欲滴，村民们正忙着把成
熟的辣椒采摘装袋，脸上满是丰收
的喜悦。

何村村、李家河村是陕北典型的拐
沟村，村民常年靠种植玉米、红薯为生，
产业单一、管理粗放、收入较低。为了
优化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

年甘谷驿镇党委、政府多方考察，引进
延安博冉工贸有限公司，发展“短平快”
辣椒产业，新建辣椒种植基地2个，面积
400余亩。

辣椒种植基地采取“党支部+企业+
基地+农户”发展模式，由村集体流转村
民土地，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并与
村集体签订辣椒订单收购协议，保底分
红，形成支部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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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村民还可以在园区打工，拓宽了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

何村村民何继平说：“我今年光土地
流转费就拿到了4400元，在村里的辣椒
基地摘辣椒每天有 150元的收入，预计
今年在这里务工收入在4000元左右，活
不重，还能照顾家里。”

延安博冉工贸有限公司技术员马儒
昌介绍说：“目前，我们的辣椒供不应求，

每天的采摘量近3000公斤，采摘完后马
上装车，发往广州等地，市场价能卖到每
斤3元，收益很不错。”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甘谷驿镇按照
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现代化发展的
产业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和特
色产业优势，围绕红薯、辣椒、樱桃、大棚
瓜果等特色产业，加大绿色食品认证和
品牌化建设，全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唱响乡村振兴“椒”响曲
通讯员 贺功 记者 王静

夏日炎炎，走进子长市热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在田
间地头、沟道河滩，随处可见水草丰美、牛群快意啃食
的生动画面。在养牛人一张张快乐的笑脸里，一幅牛
儿壮、日子甜的幸福画卷徐徐展开。

“去年卖了6头，今年又产下4头，按照去年的价格
算，又能卖将4万元。”今年58岁的王建平开心地说道。

牛儿长得膘肥体壮，看到它们快乐啃食，王建平脸
上笑意满满，“除了养牛收入，我还种点玉米、洋芋、谷
子，一年下来收入都在6万多元了。”

王建平所在的村上只有 13户住户，其中 12户养
牛，1户发展山地葡萄。村上植被茂盛，水源充足，为
养牛产业孕育了好基础。近年来，随着各级部门对养
牛产业的扶持力度，村上家家户户养上了牛。今年74
岁的王巨胜养了近 20年的牛，由于年龄逐年增加，无
法养好自家的17头肉牛，在外打工的儿子王侯小回到
村上继承父业。

“大牛都是我父亲的，我负责放养，产下的牛崽归
我，今年我家的牛已经产下了8头牛崽，秋后全卖了的
话，能卖个6万多元。”王侯小高兴地说道。

热寺湾便民服务中心是子长市的养牛“重地”，有
“牛乡”之称。楼沟村、姜家坪村、王家沟等村成为养牛
专业村，成立了养牛合作社，建成规模性养殖基地，以
扎实稳固的产业发展和稳步提升的养殖效益，带动了
其他村子群众一起忙牛事、赚牛钱、做牛人，养牛产业
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主导产业。

热寺湾养牛业的发展带动了玉米、谷子等种植业
的兴起，种植业反哺养殖业，这种良性循环互动发展
的产业格局，正在热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壮大发展起
来。目前，热寺湾便民服务中心玉米种植面积约
8400亩，发展山地苹果 1000余亩，养牛 3372头，养猪
3463头，大棚 57座，拱棚 397座。随着乡村振兴的推
进，各级政府对养牛产业扶持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
的群众加入到养殖的行列，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牛
气冲天”。

盛夏时节，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沿张汶高速公路
驱车 1个多小时，就进入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油菜
花铺展出“金色花海”，天地间融为一幅浓墨重彩的天
然画卷。

9日，“金色花海帆正扬”交响音乐会在该县苏吉
滩乡苏吉湾村举行。高原大地是舞台，绿色的群山和
金色的油菜花为背景，观众享受着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门源，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处一个
四面环山的高原盆地，浩门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

油菜，是门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全县种植面积多
年来保持在60万亩。盛夏时节，盆地内遍地是盛开的
油菜花。

依托油菜产业的花海旅游，让很多农牧民吃到“旅
游饭”。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祁志新说：“月初
刚刚通车的张汶高速门源段，使门源的交通变得极为
便捷。”

依托独特的花海资源，门源县开展了“青海人游门
源，周边人游门源，门源人游门源”活动，还开拓“周末
微旅游”等方式，打造“西宁后花园”，以及全省“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的北部高地”。

在万亩油菜花海景区，酸奶摊主、该县青石嘴镇居
民马福军正乐呵呵地忙前忙后。他说，本地产的酸奶
非常受游客欢迎，这几天他的摊位生意也很好，每天都
能挣上几百元。

景区负责人韩晓庆说，“花海旅游”带动群众增收，
效果十分明显。景区给当地群众无偿提供了 80个摊
位，一个花季下来，人均增收在 6000元左右。景区自
从6月底开业以来，每天游客保持在3000人左右。

过去，由于大山阻隔，门源到省会西宁路途遥远且
不好走，现在交通便利了，利用一个周末就可以潇洒游
花海。今天早上从西宁前来游玩的美术教师雷延鸿
说：“行走在山水间，心情舒畅得很。大美青海的感觉，
真是酣畅淋漓。”

雷延鸿说，南方的油菜花开得早，给人一种春暖花
开的感觉。而到青海看油菜花，正赶上青海最舒服的
季节、最凉爽的气候，青海地广人稀，令人胸怀开阔，给
人震撼的美。

“这么好的旅游资源，还得归功于现在生态保护得
好，才有山清水秀花好的自然景观。”门源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李晓清说。

● 帮扶干部在大棚查看蔬菜长势情况

● 闫盾一边销售一边记录客户订单

● 王建平细心照料肉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