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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环境好了，村民素
质都高了，也没有人乱丢垃圾了，家家房前屋后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我们生活在这里也更舒心，村民的幸福指数都提高
了不少。”家住富县鄜城街道太和社区莲花池村民小组的樊
明如高兴地说着，“你看这块空地，之后还要建个小广场，建
成了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走进鄜城街道吉子湾社区，村民们手拿工具，主动加入
到环境卫生大整治中，打扫卫生死角，清除积存垃圾，村民
们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吉子湾社区积极号召群众摒弃生活陋习，在社区
事务管理中树立‘主人翁意识’，发动党员群众对自家院落、
房前屋后进行彻底清理。”吉子湾社区党支部书记强竹峰
说。

吉子湾社区还对社区内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微改造、微提
升，使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呼吁村民养成好习惯，
自觉维持房前屋后环境卫生，以家家干净带动全村整洁。

鄜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长郭建龙介绍：“在此次人居环
境整治过程中，鄜城街道以社区为单位，落实包联责任，专
项督促检查，重点抓好两条河道和三条公路沿线的集中整
治。积极推进河道破损管网道路整修、垃圾清理、绿化美
化，拆除道路沿线私搭乱建、实施外墙面改造、修建挡墙围
栏、栽花种树、清除垃圾杂物等。”

今年以来，鄜城街道以“三个年”活动为契机，要求街
道、社区干部转变作风，提振精神，以更高的标准全面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

“目前，我街道累计发动群众800余人次、机械车辆270
余台、整修河道破损管网 35处，拆除河道沿线私搭乱建 20
处，拆除残檐断壁、废弃大棚118座，恢复耕地180亩，整理
乱堆乱放240处，清运垃圾150余吨，修建挡墙围栏8000余
米。”鄜城街道办事处主任任国贤说，下一步将继续依托“三
个年”活动，逐条逐项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大干实干，健
全完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着力巩固整治成果，力争有效解
决各种“环境顽疾”，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更加干净、整洁、有
序、美观，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通讯员 曹海军 记者 姜顺）近年来，黄陵县
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机遇，积极调优农业产业结构，依托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大力发展梅花鹿养殖、帆布池
养鱼、稻田综合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近日，当记者走进黄陵县阿党镇惠和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时，一头头梅花鹿身姿矫健、皮毛光亮，表情呆萌，看起来
十分健康，合作社负责人杨晓君正忙着给梅花鹿喂养饲料。

2022年，杨晓君在东北考察后，决定发展梅花鹿养殖，
很快就在阿党镇北村建起了一个 3亩的梅花鹿养殖场地。

“去年 9月份引种回来，公鹿靠收割鹿茸产生经济效益，母
鹿产子繁殖，目前是120头，估算下来2023年的收益应该在
60多万元。”杨晓君说。

黄陵县气候温润，适合梅花鹿养殖，返乡创业青年孙超
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梅花鹿养殖，并成立了阿党镇河堤新
村祥鹿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今，经过 8年的摸索已掌握了
一套成熟的管理技术。三四月份正是梅花鹿上膘、掉毛、长
鹿茸的时节，他细心照料着梅花鹿，期盼今年能有一个好的
收入。

“梅花鹿是杂食性动物，粗饲料以秸秆为主，青饲料以
豆粕、玉米为主，我们在不同的季节根据它的采食量，搭配
不同的饲料，它的采食量小，我们一个人管理一二百头鹿是
没有问题的。”孙超说，

阿党镇已有5个规模养殖场和8户庭院养殖梅花鹿，县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来进行培训，指导农户
精细化养殖。

“平均公母鹿一年利润在 3000元左右，去年公鹿产了
200斤鹿茸，母鹿繁殖了 60多头鹿仔，去年的纯利润在 40
万元左右，今年预计突破60万元。”孙超说。

梅花鹿养殖为阿党镇的群众开辟了致富路，而在店头
镇新村，因地制宜搞起了大棚帆布池养鱼。今年 3月份新
建了 8个帆布池，从湖北引进鲈鱼、黄辣丁等鱼种，通过温
室大棚建池养鱼，利用养鱼排放的尾水种植蔬菜，达到养鱼
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目的，实现一地双收，提高土地附加
值。

店头镇新村党支部书记雷启亮说：“7池鲈鱼养 4.5万
尾左右，1池黄辣丁养5万尾左右。经过考察我们发现鲈鱼
在冬季年前市场紧缺，这个空档期养殖鲈鱼还比较适合。”

目前新村已与专业公司建立技术指导服务合作，“授
鱼”又“授渔”，全方位指导商品养殖、病害防治等各环节核
心技术，确保培养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本地养殖人才。

据悉，黄陵县已形成了以苹果、翡翠梨为主导，配套发
展特色养殖的农业产业新格局，其中中蜂养殖1.3万箱，肉
兔存笼1.5万只，特色水产养殖1500亩，工厂化高密度循环
水养殖 5000方。今年，黄陵县计划修建梅花鹿养殖场 15
个，预计存栏达到3000头以上。

“我们通过返乡能人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建立利益链
接机制，大力发展梅花鹿养殖，在二产方面尝试梅花鹿初加
工和深加工，开发鲜鹿茸、鹿茸干片等，延伸产业链。在三
产方面，以梅花鹿亲子乐园、梅花鹿科普教育基地，打造新
的旅游景点；水产养殖我们积极发展集装箱、帆布池、池塘
循环水槽道养殖等工厂化养殖模式以及稻渔综合种养、鱼
菜共生等项目，提高水产品效益。”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主任薛文礼说。

好日子如歌
——宜川县集义镇郭东村发展记略

记者 樊小帅 姜顺 刘菁则

蓝天白云，阡陌相通，沟壑相连，
一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片片椒
园星罗棋布……早春时节，走进宜川
县集义镇郭东村，一幅幅充满希望和
幸福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开。

近日，在郭东村蹲点采访，记者近
距离感受到那些为幸福而奋斗的人，
记录下一件件让人幸福感满满的事。

清晨，郭东村梁峁上的山林被晨曦
染得金黄。走进郭东村百亩花椒示范
基地，花椒漫山遍野，枝头葱葱绿绿长
满了新芽。

“我们这里种植的花椒肉厚饱满，
籽粒圆实，不亚于韩城、延长等地花椒
的品质，尤其是‘杜阳红’系列，更是品
佳香殊，走俏市场。”郭东村党支部书记
丁景奎说。

郭东村地处川儿河沿岸，花椒发展
起步早、产量高、品质好，但仍旧是 90
年代的老品种，存活率低、防病虫害效
果差、抵抗力不够，花椒树种植 5年以
上精心养护才能挂果，在这期间，一旦
因冻因病虫害极其容易死亡。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激发更多群众
的内生动力？引进新品种——‘杜阳
红’。

“我们通过走访调研和村上的花椒

种植大户沟通交谈，引进了一种名为
‘杜阳红’品种的花椒，相比老品种具有
耐冻、耐旱等特点，并且在第三年就能
挂果。”郭东村第一书记郝煜东说。

万事开头难。在‘杜阳红’刚引进
到郭东村的时候，村民们不敢试种。于
是，郝煜东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讨
论后决定，给村民免费发放‘杜阳红’，
再利用一些因自然灾害造成花椒受损
的土地进行试种。

经过一年半的推广和试种，农户发
现，一年多的新品种花椒苗已经和原先
培育近三年的老品种花椒苗的树形几
乎相同。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如
今，农户一有需要补充花椒苗都会首先
选择‘杜阳红’。

“自从栽种‘杜阳红’后，收入比原
来要高近 30%，效益增幅明显。”近日，
村民李忠林起了个大早，来到自家的花

椒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这片花椒有 10多亩。”顺着李忠

林手指的方向，只见花椒树整齐地排
列着，随风摇摆，像是在欢迎远方的
来客。

“现在正是管护花椒的时机，每天
这么忙碌着，心里可高兴哩！”李忠林
悉心照料自家的花椒树，修剪、浇水、
施肥……

“自从种上‘杜阳红’，你最大的变
化是什么？”记者问道。

“一张张崭新的钞票比什么都有说
服力。我家仅在峪口一处的花椒园年
收入就从前年的3.7万元增长到去年的
近 5万元。平时我还种些黄芪、柴胡，
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李忠林挺直
了身子，“我们的‘杜阳红’花椒颗粒饱
满、皮厚肉丰、色泽鲜艳，大家直夸我们
村的花椒好，倍儿有面子。”

“‘杜阳红’成活率很高，今年我和
村‘两委’打算开发花椒后整理和深加
工，已经和韩城那边的工厂对接过几
次，将根据市场变化在未来多元化销售
花椒，比如今年花椒价高，我们就直接
卖花椒，花椒价低，我们就制作花椒油、
花椒锅巴、花椒酸奶等产品，全方位增
加农民收入，抵御各类市场风险。”郝煜
东说道。

黄土坡上披新绿，产业发展富村
民。郭东村通过栽种花椒树，既美了

“被子”，还增加了手里的“票子”。如今
的郭东村，所有的山坡和沟洼全都被高
高低低的花椒林覆盖着，人均花椒种植
面积达到 2.5亩，不少村民已成为花椒
种植的行家里手。每年秋天，每一个农
家院里都晒着刚采收的花椒，像一块块
红地毯似的，浓郁的花椒清香飘荡在小
村的上空。

1 引进新品种，鼓了百姓腰包

“手套厂今年能产多少万只手套？”
“5000万只。”
“产值大概有多少钱。”
“大概几千万元。”
“今年咱们村又回来几个劳动力，

帮忙再解决上3至5个岗位。”
“好的，尽量解决。”
…………
近日，郝煜东来到位于郭东村的陕

西三立矿业集团健邦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和董事长李锦祥商量村民就业事宜。

走进该公司标准化车间，100多名
工人正在忙着将生产好的医疗手套打
包装箱。

罗焕琴便是忙碌的员工中的一
员。“我之前四处打零工，2021年来到
厂里以后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刚开始
一个月能挣 3000多块钱，慢慢地熟练
了以后能挣到4000多块钱。”

今年56岁的罗焕琴是郭东村村民，
家里有四口人。“因为没技术，一辈子面
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辛苦劳作一年，收
成好时年景不过一万多元。还要供两个
孩子上学。为了生计，更为了供孩子念
书，我们两口子只能边种地边打零工，单
靠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日子过得很
苦。”谈起以前的生活，罗焕琴有些伤感。

“自从来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班

后，每天工资能挣到 100多元，一年下
来能有 4万多元的收入。”罗焕琴高兴
地说。

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这在过
去是罗焕琴想都不敢想的事。同样，郭
东村还有 50多户和罗焕琴一样，在家
门口实现了就业顾家两不误。

“家门口上班就是方便，平时我们
下午不上班的时，就可以去地里干农
活，平时厂子里管三顿饭，发的工资都
攒下来了。”郭东村村民张爱琴说。

为了做好就业帮扶工作，近年来，
郭东村积极帮助村民就近就业，让群众
有“一技在手”，捧稳“就业饭碗”。积极

引进陕西三立矿业集团健邦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等，解决了 35个贫困户就业
问题。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宣传工作,加大贫困劳动力公
益性岗位和生态护林员岗位争取工作
力度，切实增加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
做到了家家有就业，户户能增收。

同时，该村抓好教育帮扶工作，把
控辍保学作为教育帮扶工作的首要任
务，确保全村义务教育阶段无一人辍
学，无学生因贫困而上不起学，2022年
9月，协调延安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
郭东村 15名贫困学生资助 1.5万元助
学金已全部发放到位。

2 家家有就业，户户能增收

“盼了多年的路终于修通了，以后
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地里，再也不需要用
背篓来回背花椒、扛化肥了！”看着宽敞
整洁的水泥路，村民李引旺笑得合不拢
嘴。

随着郭东村村民期盼已久的生产
道路修建完工，打通了制约产业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
“花椒的市场行情一直很好，但前

几年我们的花椒就是卖不上好价钱。
因为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导致收购
价格低。”李引旺告诉记者，过去每年到
了花椒成熟的季节，村民们都要一担担
把花椒担回家里，费力又费时。

“路通了以后，外地的客商都来了，
花椒通货价格每斤就比过去价格高了
5块左右。”“可不是吗？这下花椒能卖
个好价钱。”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
新修道路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便捷的交通带动了当地花
椒产业的发展，成了郭东村群众奔小康
的“底气”。那么，路灯的成功安装则让
郭东村村民们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太好了，以前一到晚上就漆黑一
片，出行极为不便，现在路灯安到了家
门口，晚上就跟白天一样亮堂，不仅方
便了我们晒花椒，也有利于我们晚上的
生产生活。”看着自家房前新安装的太

阳能路灯，李引旺感慨道。
一盏路灯，不仅照亮了花椒产业的

发展，也照进了郭东村村民的心里。如
今，郭东村由过去的贫困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花椒种植示范村。2022年，郭东
村人均纯收入达10760元，较之前翻了
一番，全村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 3061
亩，已变成农户的致富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不
仅环境变好了，路修好了，村民的收入
也提高了，现在的日子可谓芝麻开花节
节高。”如今，在郭东村，听到最多的便
是村民们对新生活的希冀与愿景。

从曾经交通不便、产业薄弱的深度

贫困村到现在村美人富、产业遍布的美
丽乡村，郭东村到底因何而变？

郝煜东给出了答案。他告诉记者，
近年来，郭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与
郭东村的带头人密不可分，与坚强有力
的村党支部密不可分，与村党支部始终
以党建引领全村各项工作密不可分。

“接下来，我们将计划新建 500亩
花椒示范园，升级改造老品种花椒园
600亩，同时在花椒产业后整理和深加
工上持续发力，打造质效双增新局面，
力争今年人均纯纯收入突破1.1万元。”
对于未来，郝煜东信心满满。

3 “椒”路更宽广，乡村入画来

致富有“鹿”年年有“鱼”

整治环境卫生
扮靓乡村“颜值”
通讯员 杨雪 张伟莉 记者 姜顺

● 新建的水泥路
◀ 郝煜东（右）入户走访

▲ 郝煜东（左）查看花椒树长势

● 卫生清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