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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会，不要怕，张嘴、头稍微后仰就
好了。”9月6日上午，在富县北道德乡北道
德幼儿园，采集咽拭子的医护人员一边洗
手消毒、取样留样，一边耐心地引导学校师
生有序采集。

为确保 2022年秋季开学安全、有序，
富县组织全县医护工作者为64所学校、近
3万名师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筑牢了防
控疫情防线，让广大师生安心入学。

通讯员 任桥桥 摄

核
酸
采
集
进
校
园

﹃
大
白
﹄
助
力
开
学
季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王刚）“咱们村
子正依托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进行升级改造，现在道路硬化
了，路灯装上了，我们老人下午在广场坐着下下棋、唠唠嗑，
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洛川县永乡镇冯家村81岁的老党
员冯保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变化。

“我们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优势、组织功
能、组织力量，保护和利用好红色纪念设施；坚持将传承红
色基因转化为村党组织带领村民建强组织体系，改善村居
环境的生动实践，实现冯家村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两促进
双提升。”冯家村第一书记吴冰说，冯家村还将筑强组织阵
地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抓手，突出基层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对村庄整体布局、功能分区、景观塑造等
方面进行精心规划，目前已添置路灯 280盏，硬化巷道 360
米，建设休闲文化广场等，不断改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

距离冯家村不远处的羊吼村，位于永乡镇西 10公里，
辖5个村民小组171户722人，村情复杂，自然跨度大，但闲
置土地资源的盘活和拓展空间很大，村“两委”班子深思熟
虑之后，决定采取“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助推党建”的措施，
将项目、资金、资源进行打包，整合资源，探索合股经营发展
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动力源”。

“通过‘党建+产业’的持续用力，我们带领群众发展红
薯产业，目前村上种植红薯50余亩，年产量达到了10万公
斤左右，可增加村民收入 20余万元；探索‘集体+闲置土地
资源+企业’的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将村上1300亩治沟造
田土地承包给企业，用于发展畜牧产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
收益3.9万元。”羊吼村第一书记孟彦鑫说。

目前，永乡镇“党建＋特色产业”“党建＋村企共建”“党
建＋乡村旅游”“党建＋基层治理”等模式开始全面推进，全
镇村级党组织正在焕发出别样活力，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巩
固提升，惠民生、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保
持健康发展态势。

“党建＋”吹响
乡村振兴幸福号角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孩子放暑假
后，大人都忙着管果园，没有时间和能力辅导孩子的假期作
业。”近日，洛川县老庙镇沟头村党支部书记郑文奇牵头摸
底，村委班子成员经过商议，让返乡的7名大学生给村里的
30多名中小学生辅导作业，临时教室就设在村党员活动
室。这是村“两委”班子发挥职能为群众服务的一个缩影。

作为老庙镇选优配强村级带头人之一的郑文奇，自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通过组织秧歌队，开展“八比八评”和

“身边好人”评比等各类活动，让村民农闲时间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同时，多方协调，争取资金，硬化巷道、安装路
灯，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在配强村级带头人的同时，老庙镇积极实施人才强镇
战略，从乡贤能人、农村实用人才、高校毕业生中优中选优，
培养储备后备干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经营着一家宾馆
的宋敏民就是老庙镇为高阳村储备的后备干部之一。“高阳
村临近 S304省道，村里 30%到 40%的人都做生意，经营商
店、便利店、餐馆等。”宋敏民说，“作为镇政府培养的后备干
部，在提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好的经
验分享给我们村更多的群众，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为高阳村
商贸服务示范村建设尽一份力。”

老庙镇辖14个行政村56个村民小组。截至目前，培养
储备后备干部 28名、致富带头人 15名、新型职业农民 128
名，高素质农民7名。

村级带头人能力不一般

● 辅导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侯翠 吴舒捷 记者 孙艳艳）在洛川
县吉家河村党建活动室里，村党支部书记通过智慧云平台，
随时可以看到村里的重要巷道实时监控，村里的各组组长及
驻村队员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观看、操作，更加方便管理。

交口河镇吉家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袁伟伟告诉记者，
“数字乡村”的建设，使他们平时的工作更便捷、更智能化，
比如村上一些大小事，他们就可以通过监控去了解，有什么
重要的通知，不管他们人在哪里，通过云广播都可以操作，
让村民及时知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数字乡村”不仅方便了村“两委”的管理，让村民也受
益不少，村里的裴振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家有 3口
人的他，原来家里的电视套餐和一家人的话费、流量一年下
来最少也得 2500元左右，“数字乡村”统一资费后，让他们
家享受到数字建设带来的红利。

“自从有了这个平台，只交960块钱就可以管3部手机，
网络电视都可以看，网络有故障还随叫随到，服务态度也非
常好。”裴振东开心地说。

“数字乡村”项目的实施，让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不断缩
小。目前，交口河镇吉家河村35条巷道已经安装了20个高
清摄像头、6组云喇叭、1个智慧平台和1个直播间，实现资源
统一管理，乡村生活更加便捷高效，成为乡村振兴助推器。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直播间，加大村民培训力度，让
数字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为群众增收拓宽渠道，使其转化为
真金白银，同时建立村民基本信息数据库，提高工作效能，
助力乡村振兴。”交口河镇副镇长贾艳芳说。

“数字乡村”便捷群众生活

初秋时节，各色的菊花争奇斗艳。
笔者来到富县牛武镇申家沟村的柳园新
农村，放眼望去古色古韵的徽式建筑、大
片的草坪花圃、规划整齐的停车位……
呈现出一派靓丽自然的新农村田园风
光。

“原来这里有个旧煤矿，现在已经废
弃了，留下了厂房、烂石渣子，还有几户
废弃的宅基地，乱七八糟的。”富县牛武
镇申家沟村村民刘文斌指着面前的景象
说道。

富县牛武镇申家沟村柳园村民小组
地势优越，交通便利，不到十分钟的车程
便可到达县城，借助这样的区位优势，柳
园新农村在乡村旅游上大做文章。

牛武镇在申家沟村柳园村民小组建
设上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
念，从村庄规划、人居环境提升、壮大村
集体经济等方面着手，通过对周边环境
微改造、整合闲置资产、挖掘土地资源、
盘活潜在资源、壮大第三产业、开辟乡村
旅游路线等措施，不断提升村庄魅力，发
展前景更加明晰，给全村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今年，我们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

对柳园新农村出入口两侧及门前花园进
行补植补栽，重新整理，对村民房后花园
进行重新规划。种植草皮4.5亩，搜集碾

盘 200余块铺设其中，打造乡间花园步
道，种植美国红枫 200余棵，形成红枫林
和美国红菊‘网红打卡点’。”牛武镇副镇

长高琼介绍，“现在的柳园新农村共有20
套两层小院、8套三层小院，楼前设置停
车位100余个，房屋周边绿化占比较大。”

在完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对村
集体所有的山地、林地、土地等资源，特
别是“四荒地”的资源潜力，进一步挖掘、
盘活，合理开发，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
进行出租，或以投资形式参与经营，可以
实现效益最大化。柳园新农村后山1000
余平方米的空地计划平整后打造室内运
动馆；用对面的 15亩村集体机动地与农
户协商进行置换或转包，用于发展瓜果
蔬菜采摘园或共享菜园，供游客体验田
园乐趣。

近年来，牛武镇在申家沟村建设新
农村只是该镇乡村振兴建设的一个缩
影。“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家园、绿色
田园、幸福乐园’三园建设为总目标，围
绕‘生态牛武 乐享家园’的高标准定位，
在柳园新农村现有基础条件上，完成适
度集中居住规划后，着手打造农旅结合，
集游学体验、休闲娱乐采摘、户外网红打
卡、室内运动场馆、农家乐民宿于一体的

‘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农村。”牛武镇负
责人说。

探访富县牛武镇申家沟村——

废弃旧煤矿变身成乐园
通讯员 王瑞

● 移民搬迁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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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立秋以后的七八天里，收青枣、打青
枣成为延川县枣农们必做之事。然而“秋老
虎”依旧眈眈而视，农户们便趁着前半晌，相
互结伴前往枣林打枣。

在延川县延水关镇贺家河村，放眼望去，
村头路边尽是一树树青色的枣儿。它们一串
串、一簇簇，你挤我、我拥你，在阳光的照耀下
煞是诱人。每年的这个时候，枣林里就热闹
了起来，持续十几天里，几乎大半个延水关镇
都被“噼里啪啦”的声响所笼罩。

枣农贺春春正在自家的枣林里忙得不亦
乐乎，由于人手不够，贺春春还雇上了“打枣
队”。扬起竿子，用力地挥舞下去，就看到“哗
啦啦”的“枣雨”争先恐后地落了下来，妇女和
孩子们则作为“辅助人员”或提着篮子捡枣，或
拿着簸箕收枣，一派喜悦丰收景象。

“今年枣丰收，不光长得好，价格也比去年高
多了，去年一块钱多一点，今年就一块七毛，还有
两块钱的。我这十来亩红枣，能卖两万多元。”说
起今年的青枣收入，贺春春乐呵呵地算起了账。

打下来的枣子被一股脑儿地装进袋子
后，“打枣队”的“主力”便登场啦，男人们将肩
上扛着的“碧色”一袋一袋地码在三轮车上，
伴随着哒哒哒的三轮声，枣子很快就被拉到
了贺家河村嘉达红枣专业合作社。

在合作社，陆续前来卖枣的村民边聊着今

年的收成，边等着给青枣过秤。“从8月10日，我
们就开始收购青枣了，每天收购就是个3.5万多
公斤。因为这里没有冷库，都是走现货，合作社
和农民也是长期合作，收到农民卖完为止。”据合
作社负责人鲁风阳介绍，该合作社2011年就成
立了，与山西蜜枣制作商长期合作，每年都会收
购青枣，主要是俊枣和团枣。

斤秤一挂，枣子一入库，钱立马就结算
了。拿到钱的枣农们，个个脸上乐开了花。
贺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杨碧娥告诉记者，村里
70余户村民全部是枣树种植户，目前全村已
经销售5万公斤青枣，收入15万元。

“今年枣树长势喜人，挂颗率高。但是为
了避免红枣受到秋雨影响，发生裂果现象，减
少农民收入，我镇抓早动快，提前谋划，督促
各村尽快做好青枣销售工作。”延水关镇副镇
长余增强说，下一步，延水关镇将继续坚持

“能收一株收一株，能收一块收一块”的原则，
做好鲜枣销售和采收工作，确保红枣颗粒归
仓，提高农民收益。

不仅仅在延水关镇，延川县大禹街道和
乾坤湾镇也是一派忙碌景象。在大禹街道小
冯家山村，枣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
心主任李向前正在为村民杨新民讲解青枣的
管理技术。据李向前介绍，随着退耕还林成
绩的逐渐显现，陕北秋季雨水增多，让沿黄一

带枣区的红枣大量裂果、大幅减产，严重挫伤
了枣农的积极性。

为有效防止秋雨过后红枣裂果，延川县
红枣办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当地红枣龙头企
业，积极引进外地枣商和枣农零距离对接，指
导枣农按时按级按种类采摘，减少枣农采摘
不达标的损失。截至目前，全县共销售青枣
560余吨，收入近200万元。

枣子卖得好，全靠前期管得好。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通过翻地施肥、落头缩冠、病
虫害统防统治等管理措施的严格落实，全县
共完成了3万亩重点区域枣园精细化管理任
务，并在枣园套种豆类、红薯、花生等低杆农
作物1.8万亩。同时，还统一采购病虫害统防
统治药品800余件、有机肥3200吨。

李向前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枣农
技术培训、枣树修剪管理和品种改良工作，提
高产量质量的同时，适当增加青枣的种植面
积。同时，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为枣农
销售提供多种渠道，增加枣农收入。”

“沿黄一带，百里成林，成装贩运，资以为
食。”这是延川百姓在延绵沟壑间，与红枣千
年来深厚情结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延川
县自上而下，始终坚持，倾力而为，为提高红
枣产量，提升红枣品质，增加枣农收入，不断
地努力着！奋斗着！

● 算青枣收入

● 肩扛青枣

采摘青枣采摘青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