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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我有 10余亩仁用杏和梅杏，今年
大丰收了，按市场价下来，1公斤8块左
右，光杏这一项能收入 1万多块钱。”这
个夏天，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前园
子村村民谢祥宏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
入。

近日，前园子村仁用杏和梅杏迎来
了大丰收，一颗颗红的、黄的杏子挂满
枝头，微风吹来，果香四溢。村民们家
家户户忙着采摘果实。听说杏子、杏仁
都能卖个好价钱，村民们的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近年来，志丹县张渠便民服务中心
在主抓苹果产业的同时，采取“以短补
长、长短结合”的方式，根据各村实际，
充分盘活有利有效资源，多元化布局产
业增收项目，有力地推进了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前园子村现有杏园3700多亩，人均
2亩。由于往年收成不佳，加之销路不
畅，村民们对这项产业重视不够。今
年，杏子大丰收，每亩产量达到 1500多
公斤，村民们的信心受到极大鼓舞。

“今年我们这杏也大丰收了，村里
还给我们买了脱皮机，帮我们卖，销售
也不愁了。”村民武斌忠说，“我要好好

照料这十五六亩杏园，一年下来能卖个
1万多元呢。”

为了将这千亩杏园充分盘活，前园

子村党支部全力为村民们搞好服务，及
时购买了脱皮机、碎壳机，帮助村民节
省劳力、节省时间，同时积极与承德露

露等厂家对接，拓宽销售渠道。
村党支部书记王三兴说：“我们村

上要做好仁用杏的深加工，在包装、销
售上为村民搞好服务，争取把这项产业
做好、做大、做强，成为农民又一项长期
增收的致富产业。”

前园子村的杏子产业只是张渠便
民服务中心发展特色产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中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采取“长期苹果产业+短
期特色产业”，以短补长、长短结合，积
极探索发展“短平快”的特色产业。

如今，贺渠村借助距离安塞区近的
优势，大棚产业欣欣向荣；王渠村的苹
果产业和千头猪场走上了果畜循环的
发展路子；李渠村的乡村游和小杂粮种
植也在探索实践中……这些多元增收、
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力地推动
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党总支副书记
刘炜说:“我们在抓好苹果主导产业的
同时，也将根据各村实际，盘活、利用
好各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发挥好党支
部带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
用，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口，就能增收致
富。”

杏儿熟了 农民笑了
通讯员 郭哓莉 李康 记者 刘小艳

7月8日，2022年度延安市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仪式在黄龙县举行，全市15名
新时代好少年身上蕴含的榜样
力量鼓舞人心，感染了现场的
每一个观众，激励着更多青少
年见贤思齐，努力成为祖国建
设的有用之才，为实现中国梦
奉献智慧和力量。延长县实验
小学四年级（1）班学生刘玉彤
就是其中一位。

“让更多的人爱上延
长梆子”

今年刚满 10岁的刘玉彤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她活泼可
爱、待人友善。喜欢读书的她
更爱好钻研，尤其是非遗文化，
虽说年纪小，但她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传承着当地非遗文化，
身边的人亲切地叫她“小专
家”，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着专
业，而她也成了大家心中传承
非遗文化的“小天使”。

读书是一种习惯。受父母
影响，刘玉彤在很小的时候就
喜欢上了读书，在没识字前，父
母利用闲暇时间坚持为她读故
事书，有四大名著，也有安徒生
童话，她便成了父母最忠实的
听众。上了小学后，读书已成
了她每天的必修课，而她对地
域文化类书籍兴趣最浓，这也
敲开了她传承非遗文化的心灵
之窗。

“正月里来是新春，喜庆秧
歌扭起来……”一次偶然的机
会，父母带着她观看秧歌汇演，其中，梳着两只小辫的小
朋友手拿梆子，摇头晃脑地蹦蹦跳跳，顿时深深地吸引了
她。从这时开始，她便接触上了延长梆子。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正因热爱所以坚持。刘玉彤利
用课余时间开始学习梆子舞，一套动作分解成数个小动
作，一遍一遍练习，直到自己满意、父母认同为止。就连
表演时的表情，她也对着镜子一次次练习。

同时，为了更多地了解延长梆子，刘玉彤还在网上查
找相关信息，去文化馆收集资料。每次有所收获时她都
与父母分享。当得知延长梆子是极富陕北特色的民间艺
术时，她还主动要求父母带着自己去延长梆子民间艺术
的发源地下盘石村，找村里的爷爷奶奶了解梆子舞的起
源，并现场指导自己的舞蹈动作。就这样，她很快成了学
校里梆子舞队伍中的一员。

平日里，刘玉彤把自己学习梆子舞的心得与同学们
分享，相互之间进行表演，看表情、动作是否到，力量是否
恰到好处。周末时间，她还约上几个好朋友，一同去广
场，为过往的人表演梆子舞，还想人们讲述延长梆子文化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为了能更好地展示梆子舞的魅力，
她还开始学习中国舞，把自己的舞蹈底子打得更扎实。

“让更多的人知道家乡的特色文化，让更多的人爱上
延长梆子。”这是刘玉彤的小愿望。

“让延长剪纸更好传承发扬”

“太美了，太形象了！”在一次县文化馆组织的非遗文
化作品展上，刘玉彤又对延长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观回来后，刘玉彤又开始学习起了剪纸。当得知
延长剪纸非遗传承人李志梅、刘琴经常到校园里现场教
学，为学生们讲解剪纸民间艺术时，她便主动申请加入课
堂，现场学技。周末时间，刘玉彤又跑到文化馆刘琴的剪
纸室进行学习。

折纸、画图、握剪等每一个环节，刘玉彤学得都非常
认真，心灵手巧的她似乎有剪纸的天赋，从简单的十二生
肖、蔬菜等图案剪起。慢慢地，刘玉彤开始脱离了画图，
心中有图、剪随心动。剪的每一幅图画，她都细细地进行
整理，夹在笔记本或者书中，时不时拿出来翻看，找找之
前与现在的差距和不足，再精益求精。过年的时候，她还
把自己的剪纸作品赠送给邻居，增添节日的气氛。

除了延长梆子、延长剪纸，刘玉彤还收集延长石板
画、延长麻子油等其他非遗文化资料，只要一有时间，她
就会去传承人家里，与他们谈天说地，了解他们在非遗文
化传承路上的坚守。而刘玉彤也充当起了非遗文化的义
务讲解员，在文化馆组织的活动上，刘玉彤都向观众讲解
非遗文化，号召大家一起学习，把非遗文化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

为了能更好地讲解，刘玉彤还主动报名了播音主持
兴趣班，学习发音、语速以及站姿等，让自己能够以最佳
状态把非遗文化展示给更多人。

刘玉彤哭过、累过，从最开始的怯场，到现在的自信，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即使年龄小，但在非遗
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刘玉彤绽放出了最美的自己，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为胸前的红领巾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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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彤（后排右一）和队员们一起表演节目

 无人机打响“玉米保卫战”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马家湾村，一望无际的玉米增密度示
范田里，扶摇直上的无人机正在打响“玉米保卫战”。作为农
业高新装备，无人机成了田间地头的“香饽饽”，有效缓解了
农业植保环节长期存在的“打药难、打药慢”问题，实现了“让
苦农变成酷农”的升级转变。

“虫害对农作物的影响很大，玉米在不同的生长时期都
可能会遭遇虫害的问题，所以要提早监测。”贾家坪镇副镇长
杨晓寒说，贾家坪镇马家湾流域共有淤地坝面积 5180亩。
其中，正沟坝面积 2600亩，全部示范种植增密度玉米；侧沟
坝面积2580亩，种植玉米、高粱各半。

眼下正是生长关键期，该镇很早就指导村民在地里放置
了病虫监测系统。近期，杨晓寒和村民们在对玉米种植和玉
米大豆复合套种田块进行病虫害调查时，发现个别地块病虫
害由点状向片状发生趋势。经过认真观测，决定对地下害虫
危害严重的地块，用 90％的敌百虫制成毒饵诱杀或用 50％
辛硫磷乳油 2000倍液喷雾进行防治，对玉米螟危害严重的
地块，用BT乳剂300-400倍液喷灌心叶防治。

“政府之前给我们租农耕器械帮忙翻地、覆膜，最近天
旱，又组织的放水浇灌，现在又害怕玉米不好出穗，调用无人
机帮我们喷药。”贾家坪镇马家湾村村民王世俊对政府的帮
助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他开心地说，今年玉米的长势很
好，大家都很有信心，期待有个好收成。

“今年，按1.4元每斤的预期价格计算，亩均产值能达到
2800元，亩均增收840元。按户均种植10亩计算，在村每户
农户玉米种植收入2.8万元，增密度种植增收8400元。”杨晓
寒心中早已存了一本明白账，对群众实现产业富民信心满满。

 技术帮扶促增收

“进入6月以来，我们每天都和乡镇负责人早早来到地里
观察作物生长，确保在任何生长期都不出现问题。”7月12日，
在贾家坪镇高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延川富民露天蔬菜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甄宁刚正在帮助村民调试机器，灌溉蔬菜。

今年年初，贾家坪镇政府根据全镇产业布局，为助推乡
村振兴，有效解决“三类户”产业问题，在镇域中心位置规划
发展了300亩高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并从辖区12个行政村
中每村选取一户致富带头人，一户有劳动能力的“三类户”，
组织成立了延川露天蔬菜种植合作社，帮助“三类户”发展产

业，实现脱贫致富。
近期正值贝贝南瓜和螺丝椒生长旺季，甄宁刚每日组织菜农

浇灌、除草、掐头等，观察到部分蔬菜已发生病虫害由点带面的现
象，于是，他又及时组织菜农喷洒农药，确保农作物长势良好。

“经过我们细致管理，蔬菜的生长情况还算可以，预计贝
贝南瓜每亩能生产 1500公斤左右，螺丝椒每亩能生产 2500
公斤左右。”贾家坪镇石窑村村民高宝平开心地说。

“贝贝南瓜只要产量得到保障，村民们的收入就不愁，因
为我们早就签订好了销售合同。”甄宁刚说，在此之前，延川
富民露天蔬菜专业合作社已与山东森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以每公斤2.4元的价格保底收购贝贝南瓜，预计年
产值达到150万元。

“螺丝椒按照市场批发价格每斤1元估算，年产值100万
元差不多。第二茬蔬菜成熟的话，白菜、甘蓝亩产预估3000
公斤、产值6000元；西瓜、西红柿每亩估算1万元左右。”甄宁
刚对基地的发展胸有成竹。

 全力保障增产丰收

在贾家坪镇双庙村拱棚种植基地，村民折延红正忙着将
刚采摘的甜瓜装袋封口，等待收购商上门来取。

在镇政府和县蔬菜办技术员的帮助下，折延红定期浇
灌、精心观察预防病虫害，每天像照顾孩子般操心着他的大
棚蔬菜。如今，他种植的 10棚小瓜，长势喜人，均已上市。
据了解，他的小瓜根本不愁卖，按照市场价保守估算，每棚可
以卖到6000元左右。

“西瓜现在已经卖完了，下一步，准备把大棚清理出来，
种茄子、莲花白，到了秋天，又能卖一茬蔬菜。”折延红不仅能
吃苦，懂技术，对自己的大棚产业发展更是有规划、有思路。

“入夏以来，我镇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明显偏
少，全镇范围内出现轻度旱情，给农业生产及农作物生长造
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杨晓寒说，虽然近期雨水较多，但是
前期全镇农作物受旱面积达2.3万亩，镇村两级积极采取应
对措施，派出农业技术人员进村挨户进行农作物抗旱救灾指
导，全镇投入抗旱设备40台，送水车146辆，人力1158人，浇
灌面积1890余亩。

2022年，贾家坪镇粮食种植面积共 22342.5亩，较 2021
年增加种植面积 5100亩。今年以来，贾家坪镇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产业夏季管理，落实各包片领导负责各村，主管
产业副镇长负责技术指导，积极跟进各村农作物种植各个管
理环节，全力保障秋收成果，助力村民增产增收。

“这次退回来近 10亿元的资金，及
时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解了公司的燃
眉之急。”延长石油延安能化公司财务
资产部副经理高咏虎高兴地说。

这都得益于富县税务局推行的组
合式减税降费政策。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是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位
于富县工业园区，项目概算投资 216亿
元，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 68.97亿元。
近年来因受疫情影响，陆运交通受阻，
运输成本提升，产品销售迟滞，致使企
业资金回笼慢，资金压力较大，雪上加

霜的是，今年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使企业生产成本巨幅提升，致使企业资
金严重受困。

富县税务局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
上门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服务，优化办
理退税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为该公司落
实增值税增量开通“快车道”。当日，该公
司财务人员在富县办税大厅发起退税流
程，不到半个小时，共计9.95亿元的留抵
退税税款已准确、及时、快捷兑现到位。

高咏虎介绍道：“我们将这部分资
金主要用于加大生产能力，充分释放产
能，提高经济效益，及时偿还银行贷款，

降低生产成本，加大新产品研发，生产
高附加值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
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按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
加强对企业审核，指导帮助企业排解退
税风险，让纳税人对政策红利应享尽
享，在对延长石油延安能化的退税过程
中，认真践行‘陕速办’‘直达快’‘享，不
来即享’等便利举措，帮助纳税人解决
实际办税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为市场主体减轻税费负担，成为稳
经济增长、稳市场主体、保民生就业的
关键举措。”国家税务总局富县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局长郭邦毅说。
自今年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实施以来，为了让资金尽快到达市场
主体，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富县税务局
对标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总体部署，深入落实省市相
关措施，第一时间成立了增值税留抵退
税专项工作组，将涉税政策措施落实工
作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积极
发挥税收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作用。截
至目前，富县共为68户企业办理了增值
税留抵退税,办理留抵退税金额共计
12.222亿元222亿元。

“减税降费解了我们公司燃眉之急”
通讯员 夏蓓蓓 叶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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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几场大雨过后，
天气转晴，日照充足，苗木
茁壮。在延川县的沟道川
道、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
务农田，争分夺秒给农作
物提质增产的生动画面。
与此同时，乡镇干部和技
术员也在四处奔走，除草、
喷药、浇灌……在他们的
助力下，一项项农事正在
有序进行，为下一步增产
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 杏儿丰收，杏农喜出望外

● 折延红打掐瓜秧 ● 杨晓寒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