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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英）延西高速南泥湾收费站于10月31
日上午12时恢复通车运营。该站位于G6522延西高速延安南、甘
泉收费站之间，之前因南泥湾立交及连接线改扩建工程启动而于
2022年 5月 18日交通封闭。扩建后的南泥湾收费站，由原来的 4
条车道（2入2出）扩建成9条车道（4入5出），其中入口1条ETC车
道、3条混合车道，出口 1条ETC车道、4条混合车道，通行效率大
幅提升。

南泥湾立交及连接线改扩建工程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
建设标准，总投资1.65亿元，该工程于2022年6月10日全面开工，
10月28日通过交工验收。南泥湾连接线为延安至西安高速公路
南泥湾立交与省道 306的连接道路。南泥湾立交匝道改建长度
2346.788米，连接线长2916.1米。

该工程的全面建成，是陕西交控集团与延安市政府开展战略
协作、企地共建的丰硕成果。南泥湾收费站恢复运营后，将极大
地缓解周边交通压力，方便广大群众出行，更好地服务南泥湾经
济发展，带动当地红色旅游。

本报讯（通讯员 南星星）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子长市
农业农村局坚持抓促并举，扎实推进种子、农药、肥料等农业重点领
域专项治理走实见效。

抓学习教育，促进能力提升。该局坚持集中与自学相结合，
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突出学习重点。深入学习《中国共
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组织开展读书分享和
学习大讨论，激发党员干部自主学习积极性，引导党员干部将学
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抓制度建设，促进作风转变。该局及时修订和完善行政执法
制、首问责任制等20余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全过
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严格规范自由裁量
行为，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让全体执法人员心中有尺，执
法有度，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和执法不公等现象，坚决做
到不执“利益法”“关系法”“人情法”，增强了执法人员廉洁自律意
识。

抓责任落实，促进效能提高。该局结合全市农业综合执法领
域实际，将各镇（街道）划分为四个执法责任片区，由2-3名执法人
员组成执法小组，开展涉农领域种子、农药、肥料等各类专项执
法，既落实了具体工作目标任务，又明确了执法人员的岗位责任，
实现任务量化到岗、细化到人。同时，建立涵盖行政许可、企业资
质、巡查记录、行政处罚等为一体的一户一档执法档案，将每次检
查结果记录在案，建立信用档案，为“双随机”检查提供依据，推动
涉农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抓执法检查，促进规范经营。该局坚持把作风建设专项行
动与涉农领域专项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专项执法行动紧密结
合，扎实有效开展。对辖区内农药、种子、肥料、兽药、饲料等经
营使用单位集中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是否具
备、进货查验是否落实、购销记录是否真实、产品标识是否规
范，是否违规经营禁限用农药和过期失效农药、兽药，经营的肥
料有效成分含量不足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 78
人次，检查农资经营各类主体及种植基地 74家，下发责令改正
8份，依法立案 3件，有效净化了农资市场秩序，遏制了假劣种
子、肥料、农药、兽药等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保障了农业生产
安全，取得显著成效。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谷满仓，农
民们忙着收获和晾晒作物，到处弥漫
着成熟和丰收的喜悦。

“今年我家的苹果虽说只套了 6万
袋，但个个鲜亮饱满、口感爽脆，比往年
的苹果质量还要好。均价是每斤 3.5
元，高品质的能卖到每斤 4元，现在出
售了一半，还有一半我准备先囤起来，
等价格高点再出售。”家住富县羊泉镇
南章村的乔安平，已有 30年的苹果种
植经验，靠着这 10多亩果园，他先后供
出了两名大学生，自己的生活也走上了
幸福路。

在富县，37.4万亩苹果成了当地农
民致富的“金疙瘩”。轰隆隆的卡车一
辆接着一辆驶过，满载着庄稼人的希
望，跨过条条乡道，将“延安苹果”这张
名片带向了远方。

“这些年，大家积累的经验越来越
多，水稻的长势也越来越旺，再加上引
进了不少新品种，目前亩产的水稻能达
到 600公斤，脱壳后 350公斤，按每斤
3.5元计算，亩产能有 2450元的收益。”
近日，张家湾镇川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海
斌，一边站在田垄上指挥收割机割稻子

一边高兴地说。
在张家湾镇，4200亩金黄的稻穗随

风摇摆，空气中都弥漫着稻谷的清香。
朝阳初升，家家户户就要赶个大早，稻
田内人头攒动、机械轰鸣，一派忙碌的
抢收景象。

随着稻田恢复项目的逐步推进，
富县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1.56万亩，川
道群众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的这饱满
稻穗，正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

经”。
在张家湾镇炮楼村，村民李喜龙正

在鼓捣着中蜂过冬的用品。
“只要是在采蜜期，这些小蜜蜂不

论风雨都在外面忙碌，这一年来真是
辛苦了。快过冬了，我也不能辜负它
们，给它们把白糖备足，蜂箱做好保
暖，让它们安安安全地度过这个冬
天。”趁着中午气温稍高，李喜龙小心
地观察着每箱中蜂的状态，轻手轻脚

生怕惊扰了这些和他朝夕相伴的小生
灵。

李喜龙深知一人富不是富，在他的
带动下，张家湾镇养殖中蜂的乡亲越来
越多，并且成立了合作社和网上中蜂养
殖交流平台，无偿帮助那些新入行的养
蜂人。

在富县，中蜂养殖规模已达 6.5万
箱，免费发放的蜂箱和相关优惠政策免
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依托着子午岭、
柴松林等自然资源优势，富县中蜂养殖
这项“甜蜜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也成
功开辟出一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
路子。

“采摘时都小心一点，别让树枝扎
伤了果面，那可卖不上价。”

“知道了知道了，我这筐就快摘满
了，你赶紧再给我拿个筐子上来。”

在牛武镇，500 亩雪桃进入了采
收期，桃园主人正忙不迭地叮嘱工人
小心采收，一边又热情地递上刚腾好
的空筐。这场丰收是一年来的心血，
也是来年再丰收的基础，保持忙而不
乱的采摘心态，成了每个园主的必修
课。

“雪桃作为我们牛武镇的特色产
业，每亩产量可达 2500公斤，目前收购
价每斤 5元，市场前景很好，已经成了
不少人增收的新奔头。”牛武镇副镇长
宋立说。

除牛武镇雪桃外，茶坊街道龙虾、
吉子现红薯、张村驿黑花生等越来越
多的新兴产业、特色产业不断涌现，
为富县农业丰产丰收提供着更多的思
路。

“近年来，富县作为农业大县，始终
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作为重中之重，兼
顾主导产业巩固和新兴产业发展，努力
打造着现代化农业样板。”富县副县长
李宏柱说。

“今年酸枣的价格很好，一斤能卖
到 10块钱。咱们村种了多少亩……”
一大早，在洛川县朱牛便民服务中心秦
寨村，中心党委书记李建智和村干部正
在查看村里酸枣生产情况。

朱牛便民服务中心地处洛川县最
南部，涉及川道自然村落较多，总耕地
面积有 5.5万亩，台涧地就占 7727亩。
2018年底，李建智调任朱牛便民服务中
心工作后，在多方走访调研后，得知村
里的台涧地荒废搁置，就想着如何带领
群众将台涧地合理利用起来。

说干就干，李建智白天与干部群众
座谈交流，晚上上网搜集、整理相关信
息。有了风向标后，他立即带领贠家
塬、秦寨等 5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赶往
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考察酸枣产业。

“在当地看到人家的规模化种植，
还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回来以后我自
己率先种了 30亩。”秦寨村党支部书记
贾鹏飞说。

次年，看到村党支部书记种的酸枣
长势良好，同村今年 63岁的贾吕芳果
断将家里不适宜种植苹果树的 4亩台
涧地也种上酸枣，今年果树都已经结
果。

“酸枣树不用打药不用施肥，农闲

时间除除草，轻轻松松也不耽误果园里
的农活。”贾吕芳说，按照亩均栽植 240
株，亩产今年第一年挂果达到 500公斤
左右，根据今年的市场行情，亩均产值
能达到了1万多元。

“村里的酸枣产业已成规模，如何
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
是我们急需考虑的问题。”李建智说，秦
寨村利用村上的 3000平方米闲置土地
建立酸枣加工厂，深加工成酸枣油等产
品，每公斤的酸枣增值可达到 10~16块
钱，使产业产值达到效益最大化。

在紧抓苹果主导产业不动摇的前
提下，朱牛便民服务中心不少村子还
栽植柿子树、连翘等经济作物，目前该
中心栽植柿子树 500株、连翘 200亩、
花椒树 2500亩、圣女果 80亩，形成了
良好的“一业主导，多业并举”产业格
局，使长短产业互相补充，助推群众增
收致富。

“我们将紧抓苹果转型升级这一
‘牛鼻子’和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总
体目标，在沟曲头至元庄公路沿线打造
1.2万亩的高标准旱作矮化密植示范园
的长廊带。同时，开发洛河沿线旅游文
化资源，大力发展柿子、核桃等川道传
统产业和酸枣等短期产业，为川道川塬

结合部的群众创造新的收入渠道。”李
建智说，今后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发展光伏、水电、畜牧、旅游等创收的新

项目，力争实现“一业主导、多业并举”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群众增收致富、
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小酸枣大收益
——洛川县朱牛便民服务中心产业振兴发展小记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侯翠 李进

● 李建智（右）和村民查看酸枣生产情况

子长农业农村局实施“四抓四促进”措施

推动农业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走实见效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在延川县大
禹街道马家店村的田埂间，伴随着“隆
隆”的挖薯机声，薯农们忙碌着将刚刚收
获的红薯进行分拣、装运，收获着甜蜜。

“从翻地到覆膜再到起垄，都是政
府免费帮扶我们的，肥料、苗子也都是
政府免费发放的。”马家店村薯农李金
友开心地说，“今年的红薯无论是品相
还是口感，都非常好。红薯丰收，我们
也开心。”

马家店村立足自身实际，大力发展
特色种植，全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
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今年，我们大禹街道共种植了
1000亩红薯，其中白家硷村400亩、马家
店村600亩。品种主要是白玉和老品种
红皮红薯，预计产量在 120 万公斤左
右。目前，红薯已销售1万多公斤，卖了
10多万元。”站在秋日丰收的田间，大禹
街道办副主任高艳的话语中难掩自豪
和喜悦。

从前人们总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如今酒香也怕巷子深。红薯种得好、
卖得好，不仅需要高品质，更需要多渠
道，才能卖出好价钱。

为了让丰收的硕果“鼓起”农户的
钱袋子，延长石油驻马家店村第一书记
曹伟伟一来到村里，就积极与延长石油
管道运输公司联系，通过以销代赈等方
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现在红薯收成非常好，通过公司
帮销，可解决村民销路难的问题，进一
步帮助壮大村集体经济。”曹伟伟说。

田埂边，负责装车的延川县纪委驻
马家店村副书记刘凯望着一车满满当
当的红薯，向笔者介绍道：“这车红薯装
好之后，下山立马就要让快递公司发
货，现在有很多来自上海、北京、山东、
西安等地的订单，消费者反馈良好，回
头客也很多。”

“下一步，大禹街道办准备在马家
店村建立一个网络销售直播间，通过政
府搭建平台助农销售，从而把大禹街道
的红薯产业做好做强，让农民真正得到
实惠。”高艳说道。

红薯破土出 村民笑开颜
通讯员 张伟 高亚波 袁妞

● 村民在收红薯

延西高速南泥湾收费站
恢复通车运营

鄜州“丰”景美如画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吴龙迪

● 水稻收割

● 诱人的雪桃

（上接第一版）“友谊勋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阮富
仲总书记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象征着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深
厚情谊，蕴含着两党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
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是致力于人类和平与进
步事业的命运共同体。在两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愿同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一道，传承好
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
传统友谊，共同引领中越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阮富仲致答辞。阮富仲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一崇高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府
和人民对越南党、政府和人民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越南历届领导人
的深情厚谊，也是对越南长期致力于越中友好的巨大鼓舞。我十
分荣幸地接受这一崇高荣誉，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同越南人民一
道，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巩固深化越中“同志加兄弟”
的友好关系，共同实现更加光明的前景。祝越中友好万古长青，
祝“同志加兄弟”的越中关系世世代代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何立峰参加授勋仪式。

授勋仪式后，习近平同阮富仲进行了茶叙，畅叙两党两国传
统友谊和发展前景。

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授予
“友谊勋章”并举行隆重颁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