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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13℃，湿度35%，虫情预警金龟
子2只……”杨文红一边热情地介绍智慧
果园监测系统，一边感慨道，“这多亏了
无锡市新吴区帮助我们村里打造的智慧
果园，让我们的管理更加精准。”

杨文红是郭下村党支部书记，该村
位于宜川县壶口镇北部塬上 35公里处。
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村民开始种植
苹果，经过30多年的发展，苹果已成为村
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共栽植苹果面
积 4400余亩。但由于地处黄河沿岸，气
候较为干旱，加之村民务果劳动力老龄
化、技术缺乏，严重影响了果品品质和果
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既是黄河沿岸地区果农面临的实
际问题，也是宜川县竭力破解的一大难
题。近年来，宜川县适时实施了万亩果
业新优品种改良和黄河沿岸抗旱保供项
目，郭下村抢抓机遇，利用村集体土地，
分 12块地栽植了 100亩新优果树，其中
包含自根砧福布拉斯 35亩，中间砧瑞雪
50亩和乔化 15亩；同时配套建设了 2个
涝池、2个蓄水池、12个集雨水窖和沟底
拦水坝。

如何让果农种植出更多优质苹果，
如何让果农从“使蛮力”变为“巧务果”？
无锡市新吴区来宜川挂职县委常委、副

县长张凡明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这些
问题。今年以来，他进村摸实情、入企谈
合作，选定郭下村百亩矮化密植苹果为
示范点，争取苏陕协作专项资金 100万
元，高标准选优树苗，并安装了信息采集

与控制系统、水肥一体机系统、果园数字
化环境监控、自动虫情测报灯、自动杀虫
灯、果园数字化视频监控等智慧数字化
设备，真正做到赋能苹果产业升级。

“只需要把按钮一按，一天一夜就能

完成100亩果园的浇水施肥，能顶以前大
半个月的工作量哩。”杨文红高兴地介绍
水肥一体机系统。他说，通过该系统，可
进行定时、定量、定点灌溉，轻松实现示
范园内12个地块的水肥精确滴灌。相比
较传统的作业模式，不仅节省了大量的
劳动力和肥料、水量等资源，还可以实时
监控土壤湿度和温度，兼顾预测天气，通
过智慧果园的打造，大大提高了科技含
量和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张凡明还邀请专家就果
园如何进行智慧管理，针对果树生长中
存在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苹果品质
等进行了详细培训。

“随着矮化种植、滴灌等智慧果园的
实施，让村子的产业走上了现代农业发
展之路，郭下村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必
将指日可待。”望着茁壮成长的树苗，杨
文红充满信心地说。

据了解，新吴区将在今后对口协作
中，在推动宜川苹果进新吴区机关、工
会、食堂、企业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宜川
苹果进农贸市场、进商超、进军营，让更
多优质的宜川苹果走进新吴区老百姓的
餐桌。与此同时，还将引进苹果深加工
企业落户宜川，提高苹果产业的附加值，
增加果农收入。

初冬陕北，寒意渐浓，农忙时节已接近尾声。然而，在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佛古塬村刘赏的家中，忙活的日子才刚
刚开始。

记者走进佛古塬村，只听一阵阵欢声笑语从农家庭
院里传来，村民刘赏正在赶制苹果干，一屋子的苹果堆
成了“小金山”。工人们洗苹果、削果皮、去果核，动作
娴熟、井然有序，忙碌的小小庭院里透出一派暖意融融
的景象。

“每年10月份苹果成熟后，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要将这
一屋子苹果全部加工成苹果干。”刘赏一边翻晒着苹果干，
一边乐呵呵地说。今年，他从附近村民手中收购了 1.5万
斤优质苹果，预计可以加工 700斤苹果干，每斤可以卖到
100元。

延长县海拔高、温差大、光照时间充足，种植苹果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所产苹果个大、色艳、质地酥脆、香甜可口，
是国内外公认的世界梨果最佳优质产区。

“我们的苹果经过清洗、削皮、去核、切片、烘干，整个
制作过程中没有任何添加剂，最大程度还原了苹果本身香
甜口味。”刘赏以本地优质苹果为原料，生产出来的苹果干
果味浓郁、自然香甜、口感香脆，完美保留了苹果本身的营
养与口感。

刘海琴是刘赏的同乡，自家苹果都卖出去后就没事闲
在家里。听说刘赏制作苹果干需要人手后，就过来帮忙。

“家里闲着也没事，过来帮帮忙，一天还能赚150元，能添补
些家用，我觉得挺好的。”刘海琴高兴地说。

“选择做苹果干，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周围村民解决
一部分苹果销售问题，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苹果干产品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延长苹果。”刘赏说，作为一名地地
道道的农民，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延长苹果能被更多的
人了解和喜爱，老百姓的苹果都能卖出去，卖上好价
钱。

苹果干不仅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零食，更是人们念念不
忘的一抹乡愁。刘赏还为自己的苹果干打造了品牌“回忆
果干”。谈及下一步的打算，他说：“我们准备扩大生产规
模，销往更多的地方，同时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苹果干生
产中，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张龙）连日来，子长
市玉家湾镇积极创新宣传方式，动员党员干部组成宣讲
团，用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板凳课堂”，在全镇掀起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热潮。

青山为幕，大地当台，群众在哪里，“板凳课堂”就在哪
里。在“板凳课堂”上，宣讲员用他们的追梦历程和乡村振
兴中的所见所感作为宣讲素材，用“小变化”展示“大发
展”，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讲解，与
群众直面交流，引起共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近距离谈
感受、面对面说体会，使群众真正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内涵。

在群众家中，宣讲员与他们亲切交谈，通过报纸、
视频等方式，用老百姓的话，让群众更加了解党的十
八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五年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和中国式现代化，切实做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
心，做到思想在交融、共识在凝聚、力量在传递、信心
在提振。

“这个‘板凳课堂’让宣讲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真
正让群众听到耳里、热在心上、奋斗在行动上，这种形式很
受大家的欢迎。”玉家湾镇枣林庄村 66岁老党员刘庭忠听
完宣讲后说。

夏日一场小雨后，志丹县
偌大的球场中，孩子们仍在草
坪上奔跑，欢快地踢着脚下的
足球。“这是我们县的校园足球

‘金杯赛’，今年已经是第 11届
了。”“快乐足球”志愿者郭印旭
举着相机，捕捉着小球员的精
彩表现。前一天，因为人手紧
张，他还在比赛中客串裁判。

“快乐足球”志愿服务项目
通过讲红都足球精神、观足球
荣誉殿堂、演足球主题歌舞、播
足球系列电影、赛足球精品盛
事、推足球文创产品等方式，让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成
为红都人民群众的共识和志丹

文明实践的标识。
“长按这个键说话，声音就能

发过去，点开这个键盘，再点语音，
就跟打电话是一样的……”在志
丹县老年大学乡村振兴“手机课
堂”上，志愿者正手把手教老人们
使用智能手机的微信语音功能，
屋子里不时传出欢快的说笑声。

2022年5月，志丹县启动了
“贝壳公益·乡村振兴手机公益
课堂”志愿服务项目，一大批志
愿者深入乡村社区，走进田间
地头，采用“小、快、灵、活、广”
的方式，将“手机课堂”设在老
年人的身边，让老人们通过轻
松学习，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现代社会，跨越“数字鸿沟”，乐
享“智慧生活”，增强广大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
至目前，“手机课堂”已开讲 230
余场次，帮助老年人3100余人。

与此同时，“文明大篷车”
驶入婚嫁庆典、农村集市、乡镇
传统文化交流会等人口聚集多
的场所，志愿者通过“讲、演、
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播党的政策、法律法规、
科普知识、移风易俗等内容，让
更多人享受生动、鲜活、接地气
的志愿服务，打通了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汇聚汇聚踔厉奋发的前行力量踔厉奋发的前行力量
——志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小记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小记

记者 彭琛 通讯员 刘丹

● 老人们在“手机课堂”上尽享“智慧生活”

● 志愿者在声情并茂地诵读

● 志愿者在革命旧址宣讲“红色故事”

● 志愿者在社区广场放映露天电影

小小苹果干
“晒”出新希望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罗茹雪

● 村民在制作果干

“板凳课堂”接地气入人心

● 宣讲团成员在院中为村民宣讲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援建——

打造智慧果园 惠及陕北果农
通讯员 周腾腾

● 杨文红介绍智慧果园监测系统

近年来，志丹县紧扣“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主题，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作为推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重要工
程，建立起一大批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全县上下掀起了文明实践热潮，不断凝聚起
踔厉奋发的前行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志愿者武婷婷
正在声情并茂地诵读着。这样
的诵读情景，在志丹县已经屡
见不鲜。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宣
部、中组部要求，志丹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精心设计推出了
全民网络诵读活动，开设“微感
悟”专栏，采取“音频+视频”网
络微宣讲的方式，让广大干部
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知原义，全方位、多形式把党的
创新理论不断引向深入，激励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截至目前，累
计制作编辑推送微宣讲 19期，
阅读量达到4.6万人次。

“宝塔祥云绕，延河荡春潮，

一轮红日照大道，伟大梦想又起
锚……新时代吹响进军号，新时
代扬帆风正好……”在志丹县第
五幼儿园，伴随着韵味悠扬的旋
律，响起了一阵整齐的合唱声，
中央音乐学院文艺宣讲师张艺
星正带领着师生们一起唱响新
民歌《我们延安》。

近年来，志丹县创新工作思
路，发挥中央音乐学院驻志丹文
明实践基地作用，探索推出“央
音唱响山保安”志愿服务项目，
成立“央音红都之声合唱团”，组
建“央音山丹花开演出队”，将新
思想新政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唱出来、演出来、展出来”，
让文明之歌唱响山保安，让文明
新风劲吹黄土地。

晚7时整，在志丹县保安街
道办麻地坪社区的“新时代夜

校”准时开讲。“谁知道党的二
十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刚刚
宣讲完，志愿者郭春东又饶有
兴趣地对现场居民进行了提
问。“今年的 10 月 16 日开幕
的。”话音未落，就被一位 50多
岁的大爷抢先喊出了答案。随
着提出来的问题被居民争先恐
后地抢答，现场掌声不断，热闹
非凡。

“新时代夜校”采取讲政
策、教技能、育文明“三结合”的
方式，利用居民群众晚饭后的
空闲时间，邀请理论学者、先进
模范、专业人士、技术专家面对
面、点对点进行现场指导和培
训，把理论宣讲融入到服务群
众、解决问题的具体工作中，让
群众在春风化雨中感受理论的
温度、思想的魅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
花香两岸……”晚饭过后，红霞
满天，在县城文化中心小广场，
响起了一阵熟悉的旋律，原来
是志愿者在社区广场放映露天
电影《上甘岭》。

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先后引进了爱国主义、移风
易俗、民俗传统、产业技能、科
普知识、普法宣传等九大类电
影200余部，以“电影点餐”的模
式，在全县 109个村、10个社区

巡回播放，给居民群众带来了
“色香味俱全”的全新体验，不
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还潜移默化地向他们渗
透了爱党爱国、守法守信、相亲
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理念，文
明实践就像一股涓涓细流，滋
润着红都志丹。

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革
命红都、将军故里”，志丹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切实发挥革命遗

址遗存、纪念场馆等宣传教育功
能，整理编撰关于刘志丹、习仲
勋、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以及
红色村庄等红色故事1100余则，
组织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机
关、学校、企业、军营巡回开展“红
色故事会”巡演活动150余场次，
由“百姓名嘴”用大白话、土方言
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教育广大群众更加深情
感党恩、更加牢固听党话、更加坚
定跟党走。

➡ “线上+线下”，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 “视觉+听觉”，红色基因“薪火相承代代传”

➡ “场上+场下”，志愿服务“满城盛开文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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