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雷荣 视觉/杨红亚 组版/刘欢欢 校对/肖怡甜

县域纵横
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城市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福祉。

初春，走进延川县北新街，焕然一新
的房屋、平坦整洁的道路、清晰规范的停
车位，“旧住宅”焕发“新颜值”，居民幸福
感“旧地升温”。

北新街至拐峁片区属延川城区的老
旧小区，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败、环境脏
乱差。“原来北新街这路面不平、走路都绊
脚，而且居民楼上瓷砖老化，经常会掉下
来，我们常常提心吊胆的。”北新街商户冯
世梅告诉记者。

2022年 7月，延川县以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率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北新街至
拐峁片区停车场（位）及基础设施改造项
目启动，总投资2960万元。历经数月连续
施工，完成违章建筑拆除及彩钢屋顶、门
头牌匾、外墙真石漆、人行道面改造等工
程，曾经斑驳老墙“穿新衣”，坑洼道路被
修复，灯亮、路平、管网畅通，小区绿化提
升，北新街完成“华丽变身”，居民生活品
质得到提升。

“之前的门面又老又不美观，现在这

一改造，整个亮堂了，客人来看着舒心，自
己看着也美气得很。”看着过去拥挤、破
旧、杂乱的小区楼体摇身变成崭新的居民
楼，北新街商户贺浪发自内心地竖起大拇
指。

“没修之前的路不好，卫生也难打扫，
现在经过改造，环境变好了，行人也都很
自觉，很讲卫生，乱扔垃圾的也少了，我们
这打扫起来也非常方便。”北新街环卫工
人闫应雪笑着说。

楼体外墙面破旧、屋面渗漏等“揪心
事儿”在改造后都得到解决，楼梯间的窗
户、单元门等设施也已全部更换，老旧小
区“旧貌换新颜”让居民感受到变化、体验
到实惠。“小区改造之后，墙面做了粉刷，
铺设了雨污管网，以前下雨天，雨水都沿
着墙流下来，路上也都是水坑，既不美观
还不安全。现在都解决了，孩子出来玩也
安全，真的是更幸福也更安全。”北新街居
民惠改艳说。

“我经常来北关遛弯，现在跟以前相
比，真的是‘改头换面’，之前的路坑坑洼
洼，环境也不好，现在整体看起来就是一

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卫生好，环境也好，老
百姓心里都亮堂多了。”家住盛世花园的
市民刘生全说。

暖暖新家园，稳稳幸福感。老旧小区
改造，改出了老旧小区的宜居度、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让幸福在老百姓家门口“升级”。

暖暖新家园 稳稳幸福感
——延川县老旧小区改造小记

通讯员 师亚清 刘娟

● 北新街新貌

本报讯（通讯员 高雷波 记者 雷荣）连日来，宜川县
云岩镇北赤村田间地头机械轰鸣，几台大型推土机来回穿
梭，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曲老果园改造交响
乐。

下北赤村村民李社荣家有 9亩苹果园，由于苹果树老
化严重、产量低、经济效益差，导致他对发展苹果产业一度
失去了信心。后来，云岩镇多次组织全镇果农外出参观学
习果园管理先进经验，积极引导果农从传统乔化苹果向矮
化苹果栽培模式转型升级。

“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增长了见识，回来以后我就把
自家的老苹果园挖改了，地里的陵墓也迁移了，准备栽
植新品种果树。”通过学习，李社荣信心大增，“现在我又
承包了七八亩地，加起来有十几亩果园了。今年我买的
全是特级苗子，基本上能达到今年栽植、明年挂果、后年
丰产。”

近年来，宜川县云岩镇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结合农村
“三变”改革工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突破发展瓶颈，多次
反复考察论证，推进苹果产业品种更替、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早实施”的思路，北赤村
在华圣果业集团和宜川县特派员的指导下，抢抓果树栽植
有利时机，早部署、早实施，以发展矮化密植为方向，着力扩
大矮化苹果基地规模，扎实推进果树栽植。

云岩镇武装部部长贺亮说：“我们2月份就把果树苗都
订好了，品种是福布拉斯。目前已经开始平整土地了，预计
3月底地就能平整出来。北赤村能平整500多亩地，太吉村
能平整 300多亩地，一共 800多亩地。4月份就开始栽苗
子，到4月中旬苗木基本可以栽植到位。”

据了解，宜川县云岩镇现有果园 10万亩，2022以来，
按照县委、县政府品种改良、更新换代的总体部署，全镇
新建矮化密植园达 1.2万亩，到 2025年全镇将完成 3.5万
亩的改良任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云岩镇采取政企联
合措施，成立技术服务队，由华圣果业集团负责统一技
术指导提升技能，共同为云岩镇产业振兴提供专业的技
术服务。通过培训学习、参观考察，加大投入，标准化建
园，全力推广矮化密植苹果栽培，促进全镇苹果产业转
型升级。

宜川县云岩镇二级主任科员马彦国说：“我镇采取的是
小块地并大块地思路，眼看是800亩地，实际平整出来面积
远远大于 800亩。再就是按照高标准发展，华圣果业公司
投入机械设备，按照机械化操作高标准建设，助力苹果产业
的转型升级，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阳春三月，正值春暖花开的时节。连
日来的晴好天气唤醒了沉睡过冬的花草，
为初春增色添彩的同时，也吸引了勤劳的
蜜蜂争先出巢，在山野间采粉吮蜜。沿着
乡村小路来到黄陵县店头镇集贤村中蜂
养殖场，养殖农户麻兆彦正如勤劳的蜜蜂
一样，穿梭在蜂箱之间，仔细观察着蜜蜂
的生长情况。

“他家住得偏僻，却成为得天独厚的
养蜂好地方。”同行的村干部吴喜明介绍
道。麻兆彦的家位于村落边缘、大山脚
下，一排排蜂箱错落有致地摆放在山腰的
绿草丛中，成群的蜜蜂从小小的蜂箱口飞
进飞出。放眼望去，山坡上的桃花簇簇盛
开，宛如萦绕在腰间的粉红绸带，美不胜
收。

“娃娃们，快来尝尝我自酿的蜂蜜。”
见到有客人来，麻兆彦赶忙放下手中的活
儿，热情地招呼着。只见蜂蜜色似琥珀、
状如凝脂，闻起来有着清新淡雅的花香，
融水稍稍搅拌一下，就呈现出一种雾蒙蒙
的感觉。“入口细润绵甜却不腻，唇齿留
香，真是好蜂蜜。”听到大家纷纷称赞，麻

兆彦自信满满地说：“别看我今年七十有
二，在这一口甜蜜上我可是下足了功夫，
当然好吃。”谈笑间，麻兆彦讲述起自己的
养蜂故事……

早在 2018年，务农一生的麻兆彦感
到自己下地干活有些力不从心，不禁为自
己的生活感到担忧。恰巧此时，黄陵县计
划于4月中旬开展中蜂养殖培训，店头镇
闻讯动身，积极组织各村组宣传动员，村
上了解到麻兆彦的处境后，便鼓励他前去
学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麻兆彦走进了
培训课堂。

“我还记得培训那天，黎九洲教授
说‘黄陵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天
然优质的百花蜜，蜜蜂吃的是中草药，
喝的是矿泉水，黄陵的蜂蜜口味上乘，
属蜂蜜中的佳品’。专家教授的肯定，
让我萌生了养蜂的念头。”麻兆彦回忆
道，正是这场培训让他和蜂蜜结下了不
解之缘。

“政策上有补贴，技术上有指导，劳动
强度不大，资源条件有利，中蜂养殖简直
就是为我们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产业。”培

训结束后，麻兆彦更加坚定了养殖中蜂的
念头，于是，在政策的扶持和家人的支持
下，他于当年5月购买6箱中蜂，从此走上
了酿蜜之路。

据悉，2016年至2020年期间，黄陵县
持续开展中蜂养殖培训助推产业扶贫，成
为在家低收入农户的主要增收渠道，在扶
贫工作中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2022年
7月，为进一步鼓励群众发展中蜂养殖，
真正把这项产业做好、做出成效，经店头
镇农业办初验，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复验
后，对店头镇新发展中蜂养殖产业按奖补
标准50%兑付补贴资金8万余元，涵盖全
镇符合标准的 24户蜂农，而麻兆彦便是
其中之一。

“得益于长期的培训学习，现在养蜂
的技术越来越好，乡里乡亲都叫我养蜂

‘土专家’，让我一个七旬老人圆了‘甜蜜
梦’。”麻兆彦欣慰地说。

“麻兆彦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养蜂能
手，去年我慕名前往他家学习现代化养蜂
新技术，他毫不吝啬地将多箱体叠加式养
蜂法传授给我，不论是经济效益还是产品

质量都远胜传统养殖方法，现在一个人管
理40箱蜜蜂有条不紊，每年能有1万元左
右的收入。”距离集贤村十公里外的仓村
村民李正东说。

前不久，黄陵县 2023年春季中蜂管
理技术培训会在店头镇举办，陕西省蜂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陕西省蜂业协会
副会长黎九洲教授来到集贤村中蜂养殖
场进行实践教学，为全县中蜂养殖户拓展
思路、补充知识、解决问题，进一步增强了
蜂农们发展中蜂养殖产业的底气和信心，
真正做到持续巩固扩展脱贫成效，为乡村
振兴再添活力。

如今，麻兆彦的中蜂养殖数量从原
来的 5箱发展到现在的 50箱，每箱蜂蜜
的产量也由原来的 20斤提高到 30斤。
纵观整个店头镇，中蜂养殖农户增至 85
户，其中养殖 30箱以上 26户，21~30箱
30户，10~20箱 29户，蜂蜜年产量达 100
余吨，年均产值达 560万元以上。中蜂
养殖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
业，蜂农们也在店头这片沃土上圆了“甜
蜜梦”。

七旬蜂农的“甜蜜梦”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张拯育 苹果产业升级

助农增收致富

优化服务出实招
为民纾困下实功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景强）“今年小规模纳税人还有税
收优惠政策吗？”“一季度我的开票金额不到 20万元，都不
用交增值税，这可太好了。”近日，在税收宣传活动现场，黄
陵税务干部耐心地为纳税人缴费人宣讲税费政策，倾听诉
求，发放宣传手册，详细介绍便利化办税措施。

近年来，黄陵县税务局坚持在优化服务上出实招，在为
民纾困上下实功，不断激发精神文明创建内生动力，助力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纵合力，推动以税辅政。该局紧紧围绕“干部作风能力
提升年”活动要求，将党建引领走深走实走细，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依托“党建+税务管家”机制，紧盯黄陵县域 98个
重点项目，拿出“一揽子”税收帮扶支持措施，务求在促项
目、促投资、促发展、促服务上出实效。充分挖掘税费大数
据潜力，撰写呈报分析报告 6篇，发挥“以税辅政”作用，不
断拓展服务范围，促进高质量项目稳步推进，将以税辅政与
营商环境突破深度融合。

横联通，深化共建共享。为打造黄陵税收服务新高地，
与辖区内企业单位开展“税企党支部互学共建”活动 8次，
积极与县团委、各大银行等开展“青年文明号”“平安文明单
位”党建联学联建活动3期，将党建与税收服务同安排同部
署；与所属社区联合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党员创评活动，
持续做好“我们的节日”“道德讲堂”等系列活动，真正做到
党建引领共创共建，服务成果常态长效。

齐心抓，打造税务管家。选树出勤勉敬业、勇于担当、
无私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2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名、优秀志
愿者7名。开展“一站、一屋、一室、一队”聚力行动，用精细
化税务管家服务保障县域企业享受税费政策红利。开展座
谈会8次，入户13次，在退税减税、税银贷等多个方面激发经
济活力，累计为170户企业发放税银贷2.2亿元。开通“问办
一体”“办不成请找我”服务窗口，不断丰富“党建+税收服务”
内涵和外延，让税收成果惠及广大纳税人和缴费人。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段梁
梁 李文文） 3月 22日，子长市科技特派
员走进杨家园则镇开展果蔬种植技术培
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特派员们先后来到杨一村果蔬
种植大棚、子长市宝林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现
场就大棚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果树修剪、拉
枝、春季管护等种植中存在的难题进行详细
讲解，帮助农民解决种植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他们给我们讲解了大棚蔬菜和葡萄
种植的病虫害、修剪管理等技术，以前我
们都是自己揣摩，今天听了讲解后，以前

不懂的全部都明白了，对我们今后种植管
理大有帮助。”果蔬种植户张小荣说。

“我中心全体科技人员将以这次活动
为契机，经常性地进村入园帮助果农指导
果树管理技术，为今后子长果业高质量发
展尽我们科技特派员应尽的责任。”子长
市科技特派员米世宏说。

据了解，子长市通过送科技下乡活动，
有力提高农民科技意识、科技致富能力和
科学素养，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发展现代
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
用，依靠科技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特派员进村入园
助力乡村振兴

● 特派员给农民讲解果蔬管理技术

● 麻兆彦手捧蜂蜜笑开了颜

● 专家参观麻兆彦蜂场

● 工作人员为客户讲解办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