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家乡，退伍不褪色；进社会，天高任鸟
飞。穿上军装，他们是保家卫国的铮铮男
儿；脱下军装，他们是引领发展的“排头兵”。

在延川县永坪镇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中，广大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中再当“排
头兵”，用心做事、用情做人、用力工作，把
个人理想价值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
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奋斗”的精神，为民解难、为党分忧，在
基层一线贡献力量，用扎实细致的行动引
领推动着乡村振兴，为镇域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务实笃行 扮靓村庄颜值

8月26日，夕阳西下，永坪镇高家屯村
委会干净整洁的广场上乐声悠扬，七彩风
车随风摇曳，村民们踏着节拍起舞。“有这
么美丽整洁的环境，我站在风车边，和村
里的姐妹们扭起大秧歌，感到特别高兴。”
高家屯村村民高四女一边扭秧歌一边说。

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的“翅膀”，高
家屯村经历了由脏、乱、差变身更宜居、更
美丽的过程，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快。其
中，带头引领全村大变身的退役军人、高
家屯村党建联系点负责人陈陆卿付出了
不少心血。

“刚开始，有些村民不理解，大家有埋
怨也有争吵，有些人觉得我们做的是‘面
子工程’，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作‘贴金’。
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放弃，只要大家最
后看到好结果了，肯定都能理解。现在村

上发生的变化，就是我们多年的努力换来
的回报。”陈陆卿说。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大整治，是乡村振
兴的一大基础保障。为提升村庄环境卫
生“颜值”，陈陆卿带领村党支部书记助
理、村组干部挨家挨户动员，一家一家进行
整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民们同心协
力、相互协作，共同担当环境“美容师”，提升
村庄“颜值”水平。看到村庄有了更加干净
整洁的生活生产环境，村民们都放心了。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房前屋
后成为村民的‘小花园’‘小菜园’，亮出美
丽人居新‘颜值’，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
风采。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今后我将继续
发扬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尽自己
所能为村民办更多实事。”陈陆卿说。

乐于助人 彰显军人本色

在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不
少退役军人还以乡村为“战场”，积极助人
为乐，热心服务群众。

“这个孩子踏实，来到村上后就一直
忙前忙后，常来家里给我们老两口儿帮
忙。你看现在，我们家院子里的杂草没有
了，大棚里的西瓜也卖了，这都多亏了海
峰。”说起退役军人姚海峰对自己家的帮
助，黄家圪塔村村民高忠祥感激地说。

在消防部队服役 16年 7个月的姚海
峰，2022年3月调整至永坪镇黄家圪塔行
政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员。在工作中，他
积极协助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完成村

上的党建、防返贫监测排查、疫情防控、人
居环境整治、雨露计划、拱棚示范基地项
目等各项工作，打造出业强、人富、村美的
乡村振兴“永坪样板”。

除了帮助村民清扫卫生、发展产业，
姚海峰还积极乐于助人。今年夏天的一
个下午，姚海峰因身体不适到医院输液，
回家路过圪台沟游泳馆时，发现一个小孩
上半身泡在水中，双手一直不停拍打水

面。情况紧急，姚海峰来不及多想，立即
跳入水池将小孩抱起，救至平台处，并立
即采取急救措施进行救助，待孩子生命体
征正常后，他将孩子安全送还给家长。

“退伍不褪色，转业不转志。军营历
练了我的体魄与品格，带着这份信念，我
将以实际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乡村
振兴中书写一个军人的责任、一名共产党
员的担当。”姚海峰说。

本色不更改 倾心为民忙
——延川县永坪镇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白永丽 记者 叶四青

● 陈陆卿（右）在村民家中走访

他力量乡村振兴

20222022年年99月月88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瑞李瑞 视觉视觉//杨红亚杨红亚
组版组版//景小燕景小燕 校对校对//石芳蔚石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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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延川县依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宿旅游产业——

乡村美如画 游客乐忘返
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呼浩浩

小康梦圆

初秋时节，黄龙县瓦子街镇蔡家川
村的白菜迎来了丰收季。田地里，绿油
油的白菜长势旺盛，十分喜人。菜农们
忙着将白菜采摘、分类、装车，田间地头
充满了欢声笑语。

蔡家川村气候土壤条件较适合白
菜、甘蓝、辣椒等蔬菜品种的生长。近
年来，该村通过打造高效绿色蔬菜种
植示范基地，引导农户大力种植甘蓝、

白菜，不仅保证了“菜篮子”供应，拓宽
了群众的致富路，还进一步优化了种
植业结构，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

菜农郭建宏今年种植了 100 多亩
白菜和甘蓝，这几天他一边对白菜进
行采摘和销售，一边积极联系批发
商。郭建宏说：“今年白菜的价格不
错，我种植的白菜长势也很好。我的

白菜每亩大约产 5000 公斤，按照当前
的市场价，收益有 5000元左右，效益还
是非常可观的。”

白菜喜获丰收，不仅让菜农获得了
良好的收益，还为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带
来了经济收入。这段时间，脱贫户刘永
红、张永梅等人利用空闲时间在白菜地
里务工。“这段时间是白菜的收获季，我
只要有时间，就在白菜地里务工，给家

里增加一些收入。”张永梅高兴地说。
蔡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董孝介绍

说，近年来，村“两委”和“四支队伍”立足
于市场需求，依托良好的资源和交通优
势，积极探索“党支部+订单+农户”的发
展模式，大力发展甘蓝、白菜等蔬菜种植
产业，并不断加强辣椒、甘蓝、白菜的科
学田间管理，让蔬菜产业成为促进农民
增收的重要途径。

喜看白菜绿波涌
通讯员 韩婷 赵芬芬 记者 杜音樵

170多种果树苗、迷你小西瓜20元一个、草莓苗一
年能卖400多万元……在重庆市丰都县枣丰协作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园，负责人侯俊、王合兴向记者介绍大
棚里的果蔬品种时，如数家珍。“未来农业不再是靠天
吃饭，而是靠科技赋能、产业融合变得好种、好吃、好
看、好玩。”王合兴说。

侯俊此前主要做园林生意，王合兴是种植高山蔬
菜的“老把式”。谈到为何投资农业，侯俊告诉记
者：“我们俩一个有资金、一个懂技术，都曾当过乡干
部，对农业农村有感情。相识后我们一拍即合，2015
年来到丰都县仙女湖镇投资建设农业园区，希望为乡
村振兴做点事情。”

仙女湖镇海拔较高，辖区内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南天湖。侯俊、王合兴一方面利用当地高山气候资源
和山东省枣庄市对口援助专家团队技术，建设果蔬种
植、种苗繁育基地；一方面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
工厂、酒店、采摘园延长农业产业链。他们的农业项
目已投资 7000多万元，通过村集体经济入股、土地流
转、村民务工等利益连接方式，每年支付村民务工工
资 120多万元、土地流转金 60多万元、村集体分红 20
万多元，带动4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总人口约 85万人，42万农
村人口中约有 26.5万人在外务工，绝大多数是青壮
年。谁来种地？谁来振兴乡村？丰都县委书记张国
忠认为，既要服务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也要通过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公共服务，吸引对农业
农村有情怀、有能力、有资源的“新农人”下乡，培育乡
村振兴生力军。

在龙河镇洞庄坪村的涂溪湖畔，以农耕研学、凤
凰文化为主题的凤鸣湾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正在紧
张建设。该项目的参与者37岁的徐鹏既是“海归”、作
家，如今也是“新农人”，在村里租了房子长住，和驻村
干部一起推动乡村振兴。

热心公益的徐鹏去年底来到洞庄坪村，被这里的
优美生态所吸引，但发现村里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
留守儿童多，仅靠捐款难以推动乡村振兴。于是，他
发起了乡村振兴“鸿鹄计划”行动，捐出70多万元稿费
成立“鸿鹄教育基金”，和自己的几位“海归”朋友一起
为洞庄坪村规划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留守儿童。

“我们向留守儿童捐赠图书，带他们去城市开阔
眼界；改善乡村道路、吸引年轻人返乡，田园综合体建
好后，让村子能‘自我造血’，从而达到我们‘鸿鹄计
划’做强一个产业、美化一片村落、培养一批人才、激
活一方文化的目标。”徐鹏说。

据统计，丰都县现有种植业、养殖业、电商、文旅
等不同领域的“新农人”727人，带动2.2万多户、7.8万
多名村民增收就业。张国忠说，丰都县正着力构建

“心回家、人回乡、力回引”的服务机制，谋划成立“新
农人互助会”，通过政府扶持、资源整合培育更多“新
农人”，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振兴。

近日，记者走进延川县甄家湾村的一
处民宿小院，院内的窑洞内干净整洁，卫
生间、水电等设施一应俱全。院落中栽种
着各种农家菜，可以带给游客别样的采摘
乐趣。游客在此处，可看余晖温柔洒落，
听微风伴着流水，赏黄花随风摇曳，能尽
情感受静谧的自然气息，别是一番滋味。

近年来，甄家湾村打造民宿经济，为

村集体创收，让村民增收。
“我把闲置的3孔窑洞入股了村上的

民宿，今天分红，我领到了 6600元。”日
前，在甄家湾村村集体经济分红发放现
场，村民白彩莲满脸的喜悦。2017年，甄
家湾村将闲置的14院64孔窑洞进行了统
一流转，村民可将闲置窑洞进行租赁或入
股村集体经济得到分红。同时，依托影视

拍摄、教育研学、写生创作和传统文化体
验“四大基地”，大力发展乡土影视经济、
观光旅游经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
续增加村民收入。

一系列惠民举措的落地实施，让甄家
湾村的“沉睡资产”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和
盘活，村民不仅在家门口当起了群众演
员，也可以通过民宿产业增加收入。2019
年至今，甄家湾村已累计创收328万元，其
中民宿经济就达150万元。2021年，甄家
湾村为入股村民发放分红共计20万元。

“我们将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民宿影
响力和带动力，发挥民宿的示范效应，为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加快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
撑。”甄家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杰满怀信心地
说，未来的甄家湾将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来，
来了不想走，走了都怀念”的地方，一个“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而在15公里外的文安驿古镇，来自广
州的游客周婷菊此时正带着家人入住了
古镇民宿。“我在网上预订了古镇的民宿，
趁着放假有时间，带着孩子们来感受一下
陕北的民风民俗。一来到这里，他们就被
丰富的驿站文化、高原文化、红色文化、知
青文化所吸引，可以亲身体验感悟延安精
神，孩子们也显得特别开心。”周婷菊说。

文安驿古镇由延川县政府与陕西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大美术文化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合力打造，是一个集千年“古
道”驿站、千孔百年“窑居”建筑群落、千名

“知青”红色记忆、一部路遥“人生”小说原
版的文化旅游名镇。周婷菊所居住的民
宿整体设计既蕴含着浓郁的陕北文化气
息，又充分展现了现代酒店的豪华别致，让
游客充分领略和感受到双重的酒店文化氛
围。尤其在夜幕下，每个独立院落若隐若
现，错落别致，古色古韵，更显古镇意蕴。

据该民宿负责人介绍，2018年至今，
民宿年均收入达600余万元，其中酒店民
宿经济就达到350余万元，年均接待游客
50余万人。

乾坤湾度假村、清水湾民宿、牛尾寨
民宿、碾畔民宿、会峰客栈……在延川县
乾坤湾景区，民宿旅游产业发展得更是红
红火火。

“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各具特色的居住
环境，而且出门就能领略壮观的自然风光
和独具地方色彩的历史古迹。”“沿黄观光
第一索道、5D动感球幕电影《穿越黄河》
和黄河漂流等各种精彩的娱乐项目都让
我们可以尽情玩耍。”游客们纷纷表示。

2021年，乾坤湾景区民宿共计收入470
余万元，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延川县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
资源，大力发展民宿旅游产业，持续深入
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
与性与积极性。延川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不断打造特色民宿旅游文化品牌，
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以奋进争先的姿
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刘建虎 李伟）
近日，记者来到延长县郭旗大棚示范园，走进种植大
棚，一根根长势优良的蒲瓜映入眼帘，蒲瓜在藤蔓上摇
摇欲坠，好似向人们宣告它们已经成熟。大棚外，村民
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正有序地将采集的蒲瓜进行分
拣、打包。

“这个瓜很好管理，抗病性比较强，产量特别高，一
个瓜平均在1.5公斤左右。按目前市场价来看，1公斤
能卖到2元到4元，这一棚下来能卖一两万元。”种植户
郝小鹏告诉记者。

蒲瓜是一种常见的瓜类蔬菜，属于葫芦科，南瓜
族，性喜高温，具有明目、护肤养颜等功效，具有良好
的产业发展前景。县蔬菜中心副主任祁雄说：“蒲瓜
这个品种抗病性、抗逆性都比较强，产量比较高，粗
放式管理都可以。同时这个瓜的品质、口感都比较
好，我们经过实验从炖汤、清炒，然后包饺子、红烧
等各种吃法尝试，发现它的口感很好，并且它还具
有降糖和美容利湿等功效，特别适合大棚种植，同
时对丰富我县农业产业品种也是一种有益的补
充。”

近年来，为进一步优化全县蔬菜种植结构，丰富种
植品种，延长县先后从棚体结构、规模扩张、新品种的
实验示范等多方面工作着手，根据市场需求的多元化，
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先后引进了樱桃、草莓、吊干杏、
葡萄等日光温室种植。今年，该县又引进了蒲瓜试验
种植。按照“规模化发展、精细化管理、品牌化销售、工
厂化育苗”的发展思路，该县还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培育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延长县设施
蔬菜转型升级。

祁雄表示，今后延长县还将继续在种植结构上和
种植品种上下大功夫，然后为全县设施农业再增添
各种新活力，通过新品种的引进，多渠道增加农民的
收入。

目前，延长县共有蔬菜面积3.13万亩，共产各类瓜
菜13.8万吨，产值达2.49亿元, 实现菜农人均收入1.2
万元，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2%。

重庆丰都：

“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生力军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周凯 蒋彪

延长县丰富种植品种助民增收

蒲瓜走俏“钱”景好

● 民宿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