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20222022年年77月月2828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强王强 视觉视觉//李延庆李延庆

组版组版//李瑞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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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泥土的青春最靓丽
——记宝塔区麻洞川镇麻洞川村驻村干部刘墨琪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香香

送教上门 情暖儿童
通讯员 侯翠 康宁 记者 任琦

看小康走进乡村

7月盛夏，陕西省千阳县张家塬镇王家庄村的直
播间里，赵晓青的镜头对准一堆红彤彤的苹果。不
一会儿，它们就将搭乘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2020年，从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物流管理专
业毕业两年后，赵晓青辞去在上海月薪过万的工作，
返回家乡千阳创业。拥有 13万亩苹果园的千阳是全
国知名的矮砧苹果生产基地，赵晓青决定做直播售
果，“我的初衷很简单：想让父母种的苹果卖得容易
些”。

靠着一部手机，她走上一个人的创业路。销量
一度上不来，她曾经愁眉不展。“困难时，我得到了
5000元的大学生创业补贴，还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电
商培训和实地考察。”赵晓青说。从抹芽、绑枝到套
袋、采摘，从撰写脚本到拍摄剪辑，她亲力亲为。

赵晓青的直播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订单。如今，
28岁的她带出了近 20人的直播团队，其中还包括不
少农村“宝妈”。直播带货也从只卖本村的苹果，扩
展到当地甜瓜、核桃、油桃等特色农产品。去年，这
支团队仅销售苹果就达200余吨。

在千阳，每年有 60余名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苹
果和奶山羊产业相关工作。千阳县委书记刘方斌
说，县域特色产业给大学生创造出广阔的就业舞
台。年轻力量的注入，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
的人才支撑。

和赵晓青一样，如今，“去基层、到一线”的就业
观念，已经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所接受。

去年夏天，长安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硕士毕业生
耿杰放弃了进入省属建筑设计院的工作机会，来到
陕西省山阳县成为一名选调生。在山清水秀的秦岭
腹地，她找到了新的舞台。

重新拿起画笔和图纸，耿杰发挥专业特长，绘制
墙画、改造民宿，参与到山阳县法官镇法官庙村的环
境整治中。昔日平平无奇的小山村，如今绿水环绕，
民宿点缀山间，随手一拍，皆是美景。“节假日和周末
的短途旅游很火爆，去年游客量近8万人次。”她说。

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特岗教师计划……
一系列面向基层的就业服务项目不断发力，带动着
越来越多有知识、懂技能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广阔
天地锤炼身心。2019年至今，位于秦岭南麓的洛南
县通过“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到 54名大学生到当地就
业。“他们活跃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有效解决了山
区县人才短缺的问题。”洛南县人社局党组副书记余
林生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基层工
作一年后，洛南县柏峪寺镇“90后”干部王佳敏如此
吐露心声。

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的她，2021年通过“三支一
扶”计划来到柏峪寺镇工作。在当地一家艾草制品
公司担任党建指导员期间，她发现企业里的党员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带动作用。经过调研，王佳敏和同
事们一道，探索出“抓头雁带动经济发展，抓人才带
动创业就业，抓能人带动群众增收”的“党建+产业”
工作法。党员逐渐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陆续培养
出40多名技能人才，并带动66户群众增收。

“扑下身子为民服务，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王佳敏说，脚踏泥土，螺丝钉也能成为顶梁柱。

（参与采写：张健）

陕西高校毕业生：

基层就业绽放青春
新华社记者 陈晨 张思洁 李亚楠

近日，黄龙县界头庙镇碾子塬村连翘
相继成熟，村民们在种植基地正忙着采
收。

碾子塬村 90%的耕地为山地微梯田，
是中药材连翘的绝对优生区。2022年村
上以打造“黄土高原连翘第一村”为目标，
共引导 123户群众，发展连翘 1500余亩，
打造了后傲、柏树峁、问子洼3个百亩示范
基地和范红路、石红路两条黄花大道。目
前，全村共种植连翘 2100余亩，其中挂果
连翘园120余亩，综合产值近100万元。

记者 孙艳艳 摄

“只有把双脚踩在泥土里，扎深根、
沐雨露、向阳生，才能让青春之花绽放
光彩。”看着绿浪翻滚的玉米地，驻村干
部刘墨琪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

2021年 8月，刚考上公务员的刘墨
琪被派驻到麻洞川村担任驻村干部，在
一年的驻村工作中，她走村入户，为民解
困，沾满泥土的驻村工作让她的青春更
加靓丽，她成长了许多，也收获了很多。

“我母亲刚住院回来，花了 7 万多
元，报销后自己只承担 1万多，多亏了
你及时给我们申请和办理报销手续。”
在入户走访时，村民陈卫激动地对刘墨
琪说。

作为一名新的基层干部，刘墨琪以
前没有接触过基层工作，对各项惠民政
策、村户实际情况等都不了解，乡镇工
作繁多且复杂，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作
为新人的她没有经过充足的学习那就

得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她没有畏惧，而
是比其他干部更加努力、用心。

为了尽快了解村情，刘墨琪白天一
次次进村入户与村民交流，夜里“恶补”
各项惠民政策，在短短不到 1个月的时
间里就熟悉了各项工作。

为村民积极申请各项社保救济，帮
助脱贫户了解就业培训、创业贷款稳固
脱贫……如今的刘墨琪不仅成了领导干
部的“好帮手”，也成了村民的“贴心人”。

麻洞川镇是传统农业乡镇，每年丰
收时节也是主汛期，防灾减灾的任务特
别繁重。为了切实做好村里的防汛工
作，刘墨琪坚守岗位，积极奋斗在防汛
一线。

“延平，一会儿有大暴雨，你一定要
把周围的排水渠疏通到位。”

“老殷，抓紧时间把果树山上的防
雹网全部打开，今天的大雨可能会夹杂

着冰雹。”
……
6月 10日，延安发布雷雨大风黄色

预警信号，为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刘墨琪挨家挨户通知后，又连夜前
往有防汛隐患的蘑菇种植大户李延平
家的大棚查看。

“防汛工作不容忽视，一定要做到心
中有数。”在前期的排查中，刘墨琪将有
可能出现险情的地方都登记在册，熟记
于心。防汛工作开始后，她挨个到有风
险隐患的地方实地查看，走访入户了解
转移群众生活情况，直至村民全部安全，
用自己的坚守诠释着驻村干部的担当。

连日来，麻洞川镇全体党员干部一
直处于防汛、抢险、救灾的临战状态，刘
墨琪的婚期定在 7月 17日，直至 7月 15
日她才请了婚假。政府发布防汛通告
后，即使在家里操办婚礼，她也不忘叮嘱

村干部盯死看牢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点。
“虽然驻村只有一年时间，小刘已

经把自己当成麻洞川村的一员了，走哪
里都放不下工作，放不下村民，踏踏实
实地为村民干了很多实事。”麻洞川镇
副镇长苏婷说。

基层是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也是成
长成才的“练兵场”。工作之余刘墨琪
还发挥摄影的业余爱好，每逢乡镇各单
位举行活动时，她都主动请缨拍摄照片
和视频，并精心剪辑发布，提高群众对
镇政府各单位部门工作的知晓率，也让
村民对乡镇干部的付出有了更多的支
持和理解。

奋楫者先，勇为者成。刘墨琪表
示，她将继续用心用情守护好这一方水
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潮
中，带领麻洞川村村民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本报讯（通讯员 王俊香 记者 叶四
青）“聘我担任东方红村乡村振兴顾问团
团长，我感到十分荣幸。”近日，聘任为乡
村振兴顾问后，子长市李家岔镇乡贤人士
谢金儒开心地说。

谢金儒说，自己将团结联系“顾问团”
全体成员，全力协助村“两委”班子推进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在村庄长远规划、项目
资金争取、招商引资、壮大村集体经济、培
育文明乡风等方面重点突破，力争将东方
红村早日建成“党旗红、生态优、产业强、
农民富、乡风好”的红色美丽村庄。

据介绍，李家岔镇为全镇19个行政村

共聘任99名乡村振兴顾问，希望他们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全力当好家乡招商引
资的“领头雁”，吸引、整合、带动多方资
源，参与本村发展投资和建设，实现村集
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投资者受益

“三赢”目标。
聘任前，李家岔镇通过发布公告、审

查资格、村“两委”推选，再根据各村实际
情况，确定团长 1名、乡村振兴顾问团成
员5-7名，主要发挥参谋员、统战员、融资
员、信息员、宣传员和指导员“六员”职
责，通过组建顾问团，聘请一批心系乡情
故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较好发展潜

力，有志于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成功人
士回乡继续发挥正能量，为全面推进富
裕、文化、宜居、幸福李家岔建设提供坚
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让“顾问团”
发挥“智囊团”优势，真正起到家乡人才
推动家乡发展的作用。

“这些乡贤人士，可以说是我们村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金牌‘智多星’，
他们积极为我们村出谋划策，时常关注
和支持村里的发展。今年东方红村被中
组部确定为‘中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村，争取和引进各类资金3460万元，这些
项目的落地，实实在在推动了我们村的

乡村振兴工作。”东方红村党支部书记谢
海林介绍说。

李家岔镇党委书记徐雪峰表示，镇
党委、政府将竭诚为“乡村振兴顾问”营
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年底在全镇范围
内评选10名优秀乡村振兴顾问，对有志于
长期服务乡村、表现优异的青年乡村振兴
顾问，各村将纳入村级后备干部培养，适
时选拔加入村“两委”班子。对表现突出
的乡村振兴顾问个人授予“荣誉村民”称
号，并优先将其作为各级“两代表一委员”
推荐人选，确保回乡人士待得住、干成事、
有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任燕燕 周咪 记
者 杜音樵）“从小在城里长大，乡村对
我来说其实是有些陌生的……”西安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2021级学生张睿谦对于
乡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互联网，他想象
中的乡村是村民们过着惬意的“田园式”
生活。

7月 8日，张睿谦跟随学校团队来到
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印象圪崂”劳动
实践基地，进行为期7天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暑期的时候，大学生总想来农村
体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但

以前村里人往往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
走出这里。”神玉村第一书记冯骁的话令
张睿谦和同学们深受触动。

在实践基地，他们住在农户家，体验
传统的乡村生活，感受田园风光的魅力；
他们体验农事活动，认识了耧、耠、犁、耙
等农具，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厚重；他们
与村民同吃同住、谈心聊天，实地感受白
马滩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风土人
情。

在村广场的“议事树”下，他们感叹
白马滩镇悠久的人文历史。这里不仅有

广为传颂可歌可泣的“赵氏孤儿”故事发
源地九郎庙，更有陕北红军革命活动的
光辉遗址——五角山。“瓦子街战役、游
击队打仗、练兵场、五角山，这都是我印
象深刻的红色记忆，虽然咱这地方小，但
值得后代学习的精神很多……”村民冯
有堂朴实的讲述让前来实践学习的队员
们听得出神，仿佛置身其中。

实践队队员王博说：“白马滩镇不
但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而且有非常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次研学自己学
到了很多，也真正接受了一场精神上

的洗礼，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要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
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力
量。”

据了解，白马滩镇先后获得第十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国家卫生乡
镇、陕西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省旅游特色
名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全镇按照“生
态立镇、文旅带动、项目支撑、全面振兴”
的发展思路，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将农业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推动了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子长市李家岔镇99名乡村振兴顾问上任

“领头雁、智多星”共推家乡发展

大学生暑期体验乡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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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眼睛在哪里，你给老师指一下……”近
日，洛川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李培佑和往常一样来到
学生张子烁家中，为他进行能力培训。

今年8岁的张子烁是永乡镇平阳村人，吃饭要喂，
走路要扶，没有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2020年该县特
殊教育学校通过县残联大数据筛查，后经专家委员会
鉴定将他确定为需要上门送教的孩子。

“我们对孩子进行测评时发现，孩子没有基本的
语言能力，认知与肢体方面也很差，如果别人去接近
他，他会特别烦躁，不愿意和人交流。”说起最初孩子
的情况，李培佑印象深刻。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老师根据孩子的实际生
活和身体状况，细致观察，制定出精细的教案。“我第
一次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对色彩特别感兴趣，当时我
就想可不可以把色彩应用到康复训练中，用彩笔插孔
训练手指灵活度，锻炼他的精细化能力。”洛川县特殊
教育学校康复训练老师班虎军说。

据悉，每次送教上门安排三节课，每节课授课 20
分钟，老师们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动作和丰富的
表情和孩子交流，辅助孩子做康复训练。如今，张子
烁性格逐渐开朗起来，也学会了一些生活技能。“以前
不爱接触陌生人，现在会主动找小朋友一起玩，动手
能力和模仿能力也提升了。”家长李军侠对孩子的变
化感到十分开心。

近年来，洛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通过逐村逐户筛选
排查，统计出全县共有 46名 6-15岁残疾儿童需要上
门送教。截至目前，累计送教 70余人，3000余人次。
校长党文龙表示，学校会持续做好送教上门工作，让
残疾儿童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茁壮成长，为家
庭解困，为社会分忧。

印象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