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年底，农民都开始计算起了这
一年的收入。安塞区沿河湾镇云坪村的
农民今年发展产业获得大丰收，腰包都
鼓起来了，李龙更是不少村民羡慕的对
象。

“别的不说，光是葡萄产业这一项，
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就能达到 1.3万元以
上。”云坪村党支部书记云峰霄高兴地
说，靠着村上李龙等葡萄栽植户的示范
带动，葡萄已经成了云坪村的主导产业，
一串串葡萄就是村民增收致富的“玛
瑙”，全村共有葡萄 200余亩，葡萄产业
年收入超过160万元。

李龙就是云峰霄所说的葡萄栽植示
范户中的佼佼者。在云坪村，乃至沿河
湾镇、安塞区，甚至还有甘泉、延川等周
边县区的葡萄种植户中，提起李龙的名
字，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

“李龙勤劳淳朴能干。他退伍返乡
后，积极引进葡萄新品种‘户太8号’，带
着我们大家一起种植。现在，大家依靠
这项产业，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
说起李龙，种植户李宝贵充满了感激。

说起李龙和“户太 8号”的渊源，要
从 2015年开始说起。“当时我和爱人去
户县（即如今的西安市鄠邑区），看到当
地不少种植户都种植‘户太 8号’葡萄。
经过品尝，发现这种葡萄口感香甜，产量
销量都比较稳定，深受市场欢迎。”李龙
说，自己当时是一名退伍军人，正在寻找
发展方向稳定的产业，这次偶然的“相
遇”，一下就让他对“户太8号”葡萄有了
兴趣。

“之后，我就去参加省农科院举办的
葡萄种植技术培训，多次来到户县、杨凌
等地的葡萄种植基地考察。”李龙发现，

“户太8号”葡萄不仅口感、产量、市场都
好，抗病能力也比较强，很适合在延安地
区推广种植。因此，当他回到云坪村后，
就开始在自家的温室大棚内试种“户太
8号”。

在试种的过程中，李龙完全采用生
物原理诱杀害虫，降低农药残留标准，同
时保证葡萄自然成熟，以确保葡萄品质
优良。经过两年的精细管理、辛苦付出，
到第三年，李龙的葡萄终于获得了丰产。

“当年 6月上市后，不到一个月时
间，我的1棚葡萄全部销售一空，市场供

不应求，消费者口碑很好。刨过人工成
本，当年纯利润就有6万元。”“户太8号”
种植成功了，李龙很高兴。他有计划地
扩大了“户太 8号”种植规模，逐渐成了
村里的“致富能人”。

“我们村原本就是葡萄产业大村。
之前，村上有160多亩的葡萄，品种都是

‘聚丰葡萄’，成熟时间相对晚一些。而
我引进的‘户太8号’不仅品质好，比‘聚
丰葡萄’还能早上市，所以在市场上占有
一定优势，利润自然就会好。”李龙说。

看着李龙种植葡萄挣钱了，不少种

植户也想种植新品种，但又担心技术不
过关，突然更换品种会影响收入。“一项
产业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积极学习
引进外面的好品种、好技术、好做法，这
样产业才能长足发展，农民才能持续增
收。”李龙自家的葡萄产业做起来了，他
就想着带动更多人一起推动产业转型发
展。“通过我的 3年努力与实践，‘户太 8
号’在云坪村种植各方面条件已经很成
熟了。”李龙开始把自己的新经验、好做
法倾囊教给村民。在他的带领下，“户太
8号”在云坪村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给
种植户带来了很大收益。

同村的葡萄种植户康喜艳就是其中
的受益者之一。“之前我也种植葡萄，总
共3亩地，因为管理和技术跟不上，每年
只能收入几千块钱。后来在李龙的帮助
下，我们更新了品种，在他手把手地教授
下，我也慢慢掌握了葡萄种植管理技术
的关键所在，3亩葡萄园子的收入一下
子翻了不少。”康喜艳高兴地说。

李龙并没有满足。2019年，他又创
新启动葡萄托管模式，以专业的葡萄种
植管理技术服务种植户，助推农户增收，
客户涉及安塞、甘泉、延川等6个县区的
420户种植户，带动120户困难户发展葡
萄产业，帮助托管葡萄大棚280座、弓棚
400座，大田葡萄1500亩。除此之外，他
还为农户提供葡萄种植管理技术和市场
销路服务，每年可帮助葡萄种植户增收
300余万元。

“产业现在发展得比较顺利，我要依
靠党的好政策，继续好好干。”李龙说，下
一步，他要带着村民种好葡萄、卖好葡
萄，探索葡萄产业链的延伸，争取把产业
做大做强，让大家把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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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小康梦圆

本报讯（通讯员 白茜锐 记者 王
静） 12月12日，走进宝塔区冯庄乡李庄
村的草莓温室大棚里，一个个红彤彤的
草莓挂满枝头。摘下一个咬一口，果实
甜汁四溢，齿颊留香。如今，这一颗颗的
小草莓，已经发展成冯庄乡的一项致富
产业，成为草莓种植户迈向幸福生活的

“效益果”。
每年冬季，在冯庄乡李庄村的温室大

棚里，到处都是草莓种植户忙碌的身影，
辛勤栽种了3个多月的草莓也到了收获的
季节。在李庄村村民赵华界的大棚里，他
正和家人忙着采摘草莓，一派丰收喜悦的
景象。赵华界坚持用自己发酵的底肥种
植，力求种出来的都是A级绿色果。经过
他的努力，他家的草莓个大味甜汁水多。

“虽然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来大棚
采摘草莓的人不多，但依靠冯庄草莓个
大味甜的好口碑，不少顾客还是会通过
微信、电话进行提前订购，我们随时送货
上门。最近，还有不少人来棚内采摘，今
年种植草莓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赵华
界高兴地说。

目前，草莓这一特色农业种植已发
展为冯庄乡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不仅成
了农民致富的法宝，让农民鼓起了“钱袋
子”，更成了冯庄乡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
推手。冯庄乡还将以李庄村为辐射，结
合生态休闲旅游元素，按照规模化、特色
化、绿色化、品牌化的发展思路，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特色草莓产业，有效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采摘大棚草莓 乐享“莓”好时光

● 草莓喜丰收，农户笑开颜

他力量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进行时乡村振兴

“师傅，东边还有一段生产路要修，
要加快进度，群众等着收玉米。”寒冬时
节，室外温度已降至零下 10摄氏度以
下，洛川县交口河镇吉家河村驻村工作
队员袁伟伟还在忙碌着。为了不耽误村
民收玉米，他联系维修人员，对村上受损
的路面及时进行修补，保证村上的玉米
及时收完。

“小袁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然
我的5亩玉米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收呢。”
村民裴生发说，他种了5亩玉米，前阵子
路被冲坏了，大型机械过不去，玉米收不
回来，让他很是着急。现在路修好了，玉
米也收完了，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放
下了。

裴生发口中的小袁就是袁伟伟。
2009年，袁伟伟应征入伍。2021年7月，
刚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的袁伟伟被洛

川县文化旅游局选派至交口河镇吉家河
村担任驻村队员，开始了他的驻村生活。

“对我来说，这是我回到家乡的第一
份工作，心情很忐忑。我从部队转业对
农村工作不是很了解，就担心自己干不
好，让大家失望。”袁伟伟说。

吉家河村是由吉家河组、裴家河组、
李家湾组3个村民小组组成，全村197户
737人，耕地面积 2367.2亩，其中果园面
积939.99亩，玉米面积为1097亩。

“为更好提升工作效率，一有空闲时
间我就找人学习如何做统计、做报表。
没事的时候，就会去村里转转，听听村民
的想法和意见，整理汇总后第一时间向
第一书记反馈。”袁伟伟说，“部队常说一
句话，军人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在工作中，我就想继续发扬军人的这种
作风，踏踏实实干好驻村工作。”

12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袁伟伟不
怕苦、不拍累，工作认真负责的生活态
度，这也让他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今年，
在一次整理档案过程中，袁伟伟发现村
里与企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存在漏
洞。他第一时间向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
第一书记进行汇报，避免了村集体资产
流失。

“袁伟伟平时工作认真、负责，还特
别能吃苦。我们村干部的年龄普遍偏
大，对电脑方面不熟悉，他一有时间就
为我们干部进行电脑培训。看到群众
需要帮助，他都会主动帮忙，很快就和
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解决了一些实际
困难。”交口河镇吉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裴正元说。

驻村一年多，无论是村民家中还是
村上的果园、玉米地，袁伟伟用双脚丈量

了一遍又一遍，群众在哪儿他就在哪
儿。只要有时间，他就主动帮村民干农
活拉近距离，和大家讨论该做什么、能做
什么、怎样做才能让村上变得更好、村民
变得更富，成了村民口中的“自己人”。

如今的吉家河村产业发展起来了，巷
道硬化了，“数字乡村”平台建成了，村里
还安装了应急广播、摄像头等设备，村民
的腰包也慢慢鼓起来了，大家精神面貌更
好了，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袁伟伟
说，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立足村上实际，
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好，把解决好群众急
难愁盼等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扎实办好民
生实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
乡村振兴，努力让村子发展得更宜居、更
美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退伍不退志 一心建家乡
——记洛川县交口河镇吉家河村驻村工作队员袁伟伟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吴舒捷

● 李龙（左二）正在给种植户们教授葡萄种植技术

大家谈乡村振兴

从卫星上拍下的照片以独特视角见证变化：脱贫
地区集中的“胡焕庸线”以西区域，“夜光面积”持续增
加。这背后是脱贫地区电网加大铺设、“四好农村路”
不断延伸、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放眼神州，一幅农业
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广袤大地
上徐徐铺展。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
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也应看到，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
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必然要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脱贫
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持续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截至去
年底，全国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
全部选派到位，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确定，
中央确定的主要衔接政策全部出台；各地建立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目前近70%的监测对象已消
除返贫致贫风险；千方百计促进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
截至6月末，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3223万人……
政策不留白、工作不断档、投入不减少、机制不漏人，让
脱贫基础更稳固、脱贫成效更可持续，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良好开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应当统筹谋划、
科学推进。从农村贫困地区到全部农村地区，从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到全体农民，从“两不愁三保障”到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与脱贫攻坚相比，乡
村振兴是全域、全员、全方位的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不能有任
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
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落实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夯实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制度保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才能
不断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
生活得更美好。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十里不同风、百
里不同俗，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乡村振兴不
可能一种模式打天下，必须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
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亿万农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能否被充分调动起来、创造精神能否充
分发挥出来，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
施。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方
能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不竭动力。

山林交融，天水一色，雄秀与苍茫相映，江水清碧
见底，村落集镇点缀其间，万千气象沿江挥洒……传世
名画《富春山居图》，生动描绘了山水田园的秀丽景象
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如今，借助乡村振兴战
略这一“神来之笔”，一幅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在
加速绘就。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向前推进，迎接我们的必将
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壮美画卷。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侯翠 张敏）“金
纹细蛾，3个虫斑，两个蛹，一个幼虫……”近日，在洛
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果园内，洛川县植保植检站技术
人员正在查看果树病虫害越冬基数情况。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各种病虫害进入越冬状态。
为准确掌握洛川县苹果及农作物病虫害越冬情况，该
县植保植检站技术人员对全县12个镇（街）、便民服务
中心的部分果园和玉米田开展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
针对金纹细蛾、蚜虫、白粉病、早期落叶病、苹小卷叶蛾
等果树病虫以及玉米螟等农作物病虫害，技术人员一
边利用放大镜、镊子、刮刀等专业工具进行调查，一边
认真详细记录。

“我们通过对病虫害越冬基数的调查，结合它的
发生规律以及长期的天气预报来准确预测下一年的
病虫害发生趋势。”该县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师杜君
梅介绍说。

寒冬冷春除一虫，胜过来年灭千虫。技术人员将
根据病虫越冬基数情况，指导果农及时进行冬季清园
工作，以减轻下年病虫发生程度。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做好病虫
害预测预报、统防统治、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药的
减量控害等各项工作，以减轻苹果病虫害的发生程
度，提高果品品质，助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杜君梅说。

李龙：种出好葡萄 过上好生活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吴静

病虫害如何预防
技术员果园支招

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
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