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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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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村晚”奏响
乡村文化大戏序曲
济兼

随着苹果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防雹网、纸箱等相关配套产业应运而生——

小苹果“链”起大产业
记者 孙艳艳 王冬 通讯员 张水龙

果园大改造
焕发新生机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电力客户:
经查，少数用电客户与国网延安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已终止（销户），虽经我

公司联系，其电费账户仍存在少量余额。有关户名、户号等信息，请到我公司营业厅查询。
请相关客户持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有效证照，到我公司各营业网点咨询核对，查实退费。逾期将视

为您主动放弃结余电费债权，所造成的损失与我公司无关。感谢您对我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工作联系人：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 郝勤勤 7667361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王 娟 7668137
国网黄陵县供电公司 张晓文 7668625
国网洛川县供电分公司 安 琦 7666865
国网延安市宝塔区供电公司 李佳佳 7667927
国网延安市南泥湾供电公司 高 倩 7668559

国网延安市安塞区供电公司 徐 悦 9028908
国网富县供电公司 成晓梅 9026514
国网延长县供电公司 刘志宏 8613478
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 常聪玲 4627500
国网吴起县供电公司 王 娜 9028758
国网延川县供电公司 惠 婷 9028367
国网子长市供电公司 李保平 9028263
国网黄龙县供电公司 崔舒娴 9028217
国网志丹县供电公司 安俊鹏 9028721
国网甘泉县供电公司 杨福轩 4226992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
2023年4月12日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关于销户客户电费清理的公告

打击非法劣质油品，共建圣地美好家园。
举报电话：市场监管局0911-12315

延安工作组0911-8018084
陕西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
专项整顿延安工作组 宣

公 告

四月芳菲，春意盎然。洛川大塬上，
正在奏响果园春季管理的“交响曲”，一
张张幸福的笑脸在充满希望的大地上悠
然绽放。

走进位于洛川苹果产业园区的洛川
县润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防雹网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换线。生产
线上，机器上下飞速运转，拉丝、编织、成
卷一次成型。

洛川县润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总监贾芙蓉告诉记者，公司建成了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编织网生产线，现在正值
果园防雹网搭建旺季，工人加班加点，设

备 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能生产 260亩，
每年能满足10万亩的防雹网搭建需求。

近年来，洛川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决策部署，围绕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要
求，做强高品质苹果生产和品牌培育的
同时，在苹果全产业链上同步发力，加强
苹果关联配套服务产业建设，推动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

洛川县润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洛
川县 2022年通过招商引资，在洛川苹果
产业园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建成的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农用防灾产品为一体
的农业科技公司，公司年生产各类编织

网 4860多万平方米，年生产自动收放网
架7万多套，带动当地群众80多人就业。

“我们产品质量执行的是国际标准，
价位在同行业中属于高品质低价位，秉
着服务‘三农’的原则，提升苹果防灾减
灾能力，立足洛川，辐射全延安市，助力
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洛川县润禾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志胜说，公司努
力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让果农在
全产业链上增值受益。

位于洛川苹果产业园区的延安四叶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的西北地区最先
进的现代化纸箱生产线，也进一步完善了
洛川县苹果产业发展相关配套服务链。

记者在纸箱生产车间看到，全自动
碰线机、模切机、彩色印刷机、钉箱机、废
纸打包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在机器的飞
速运转下，一个个精美的包装箱快速成
型。

“目前，我们主要生产各种规格的瓦
楞纸苹果包装箱、工业纸箱、高档礼品
盒、快递保鲜箱等附属产品。”延安四叶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罗向利向记者
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承建的纸箱生
产线是 2019年市级每年 2000万套纸箱
生产线重点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 75
亩，总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集
纸箱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包装加工
体系和集分选、包装、销售为一体的鲜果
整理体系。目前，项目一期已于2022年9
月建成投产，购置了先进的 DC-300型
2.5米高速纸板生产线和高档礼品盒成型
设备，生产线每天可加工瓦楞纸板 30万
平方米，每天可生产各种规格的包装纸
箱近4万套。

“我们是集纸板的生产、碰线、切模、
印刷等于一体的全自动现代化纸箱生产
线，每年可生产加工各种包装纸箱 2000
万套。”罗向利说，“苹果纸箱就近生产与
销售，一个纸箱可为果农减少两毛钱的
投资成本，弥补洛川及延安包装市场短
板，延伸苹果产业链条。”

据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主任王晓东介绍，现代化纸箱生产
线的建成投产为洛川苹果销售提供了
高档礼品包装产品，彻底改变洛川苹果
高档包装完全依赖外地市场供应的被
动局面，促进果农增收，对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防雹网和纸箱生产线只是洛川县完
善苹果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
来，洛川县坚定不移发展壮大苹果这个

“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持续做好分级
分拣、冷藏冷链、精深加工、产销对接等
苹果产业链条工作。截至目前，洛川县
共建成冷气调库226座，总储藏能力68.7
万吨，引进 4.0智能选果线 36条；在全国
主销城市设立洛川苹果专卖店143家、批
发店 42个；苹果贮藏营销企业 223家，果
筐、果网等关联加工企业52家，出口企业
5家，以全产业链发展助力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

“我们将不断巩固提升冷藏冷链贮
运能力，围绕果品精深加工，支持防雹
网、纸箱、有机肥等加工企业扩大生产，
积极推广‘企业（合作社）＋果农’新型经
营模式，通过技术托管、物资供应、技能
培训、代贮藏、代分选、保收购等模式，实
现共赢增收，努力把小苹果做成链条完
整的大产业。”王晓东说。

小康梦圆

● 防雹网生产线上，工人正在换线

四月上旬，正值苍术产新时节，黄陵
县店头镇建庄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铺
满了晾晒的苍术，村民们正挥舞着铁锹、
钉耙将苍术投入筛土机进行第二次机械
除土，干得热火朝天。

近年来，为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
实解决村民缺资金、缺技术、缺销售渠道等

“急难愁盼”问题，建庄村包村领导干部、驻村
工作队队员与村“两委”班子成员拧成一股
绳，理清思路谋发展、因地制宜找产业、千方
百计抓落实，用过硬的作风、有力的措施、务
实的担当，扎实推进苍术种植特色产业规模
化发展，不断增强产业持续性、稳定性，充分
调动村民积极性、参与性，逐步构建出建庄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农商文旅协同发展新格局，
真正让村民不出村、有活干、把钱赚。

蹚出产业路，群众脱贫又致富

“4年前，韦建国还是村里的贫困户，每

月靠打扫村道卫生的1000元补助度日。后
来，在县镇村合力带动下，他找到了致富增
收的新路子。现如今，他已经成了村里的苍
术种植大户。”日前，记者来到建庄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侯王虎边走边向记者介绍道。

在侯王虎的指引下，记者来到韦建
国家中。春雨霏霏，为防止苍术淋雨，他
和村民们正用力扯着防水篷布往晾晒的
苍术上盖。盖好篷布后，大家围坐在棚
下，讨论着产业发展前景。

“种植苍术前，我的年收入仅有一两
万元，现在不一样了，收入翻了 10倍呢，
这离不开政府部门、包建单位、驻村工作
队以及村干部的支持和带动。”韦建国看
着篷布下的苍术高兴地说，村里像自己
这样靠苍术产业致富的人还有不少。下
一步，他还要继续跟着大家一起干，把产
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们村建成苍术育苗基地80亩，年

产值可达450万元。今年，村上新建了大
棚，预计年产值达4000万元，可带动全村
200余户村民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建
庄村建庄组组长朱忠孝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建庄村通过扩规模、强设施、
优管理，大力推进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标
准化育苗、种植，去年秋季销售成品药材
约100吨，实现产值800万元，培训相关就
业人员180人，帮助群众增收43万元。

排忧谋发展，“特派专员”在行动

“去年以来，在乡村振兴‘特派专员’
的努力协调下，我们村的水沟桥、石家村
桥、石家湾桥、建庄桥等 4座生产桥和腰
孟路水沟段护坡得到修缮维护，前后投
入资金百余万元，真是给村上帮了一个
大忙。”建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海灵说。

随着县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两包
两带”机制走深走实，县交通运输局不断

加大帮扶建庄村的力度，局长赵文平作
为建庄村乡村振兴“特派专员”，每周到
村开展一次深入调研讨论。他通过实地
察看、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
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同村“两委”班子一
起定目标、话发展、谋思路。

“我们通过加强班子队伍建设，抓好
‘带头人’队伍建设等方式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绿化美化村
庄环境，让建庄村整体发展水平迈上新
台阶。”赵文平说。

在赵文平的努力和带动下，建庄村
争取到 10万元资金用于发展村集体经
济，50余名工人自发到村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在他的
宣传推广下，该村滞销的600公斤扶贫产
品野生中蜂蜂蜜得以售出，为蜂农们打
开销路、增加收入，让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提升。

“苦产业”甜了农户心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张拯育 吴鹏飞

据媒体报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文旅部
定于2023年开展“四季村晚”活动，鼓励引导具备条件
的乡村在农闲期间开展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

“村晚”，生动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促进文旅融
合，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激发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文化活力。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热潮之中，适时推出“村晚”活
动，可谓恰逢其时。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以
及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兴起，一些具有地方和乡村特
色、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演艺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与
此同时，随着乡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加丰富。但也应当看到，
一些地方乡村文化活动匮乏，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产品
供应不足，振兴乡村文化势在必行、十分必要。

“村晚”活动只是一个引子，要唱好乡村文化振兴这台
大戏，丰富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离不开政府引导、村民
主导、市场驱动三方同向发力，由“四季村晚”破题，不断拓
展乡村文化生活的覆盖面，提高其参与度和影响力。

强化政府引导是前提。从目前阶段来看，“村晚”活
动虽然在一些地区取得成功，但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
发展“村晚”活动离不开政府部门的行政引导。文旅部提
出方案以后，迫切需要各地各级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支持等方式，唤起民间开展“村晚”活动的热情。前
期尤其需要公益性“村晚”活动的带动，将相关活动纳入
工作清单，形成常态化开展“村晚”的机制。同时，通过政
府主导评选年度节目、遴选示范展示点等，对成功试点进
行激励，营造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热烈氛围。

激活村民主导是关键。“村晚”搞得好不好，受不
受村民欢迎，有没有发展后劲，村民们最有发言权。
不得不说，一些乡村早些年推进城镇化，虽然形成了
人口聚集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乡村的野趣。
而在一些相对偏远的村庄，常住居民又多数为老幼或
独居人群，这些人既渴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却又
缺乏参与动力。要让“村晚”的舞台真正热起来，需要
发现一批有热情、有才艺的民间艺术家，鼓励他们走
上“村晚”舞台。对于表现优异的民间艺人，要通过各
类媒体让他们走上更大的舞台，让他们在“村晚”活动
中实现自身价值，迸发创作和表演的热情。

深化市场驱动是重点。推动“村晚”活动蓬勃开
展，不可忽视市场机制的强力驱动。应当看到，当前
城乡之间，城市有资金、人才、需求，也有成熟的市场
机制，乡村的优势更多在于广阔的地理空间、独具特
色的乡村元素。客观来讲，城乡互动有着较大的互补
性、契合度，如果通过产业开发，将“村晚”融入休闲娱
乐、文化旅游、民宿经济等大文旅范畴，形成村民、企
业、消费者互利共赢的闭环，将使“村晚”活动获得源
源不断的支持，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范
筱霞 白应栓）“我种了 200亩果树，但
是因为技术管理不到位，往年的收入很
不理想。今天看到相老师现场指导果
树修剪，让我了解了果园生草可以调节
地温、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我对果园
管理一下就有信心了。”近日，在甘泉县
劳山乡果园基地开展的山地苹果管理
培训会上，劳山乡劳山村的果农王周周
收获满满。

此次培训活动中，甘泉县科协邀请

礼泉果协名誉理事长相宇波与县果业
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起对该县 40
余名镇村干部及果农进行培训，旨在通
过培训，帮助果农抓好今年的果业生产
工作，提高果农自我管理果园的能力和
水平。

培训现场，相宇波结合甘泉县独特
的地理条件、气候特点，分析了该县发展
山地苹果的天然优势，推荐了适合该县
种植的苹果新品种，并介绍了花期调控、
地温调控等应对“倒春寒”的有效措施，

强调果花防冻要提早行动，防患于未然。
“防冻特别重要，冰雹、干旱等自然

灾害对苹果生产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
相宇波看到果园里已经准备好草堆及护
冻坑，就在现场示范了山地苹果拉枝、修
剪、环切等环节的技术要领。同时，针对
果农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并给予
针对性的建议，现场指导如何防冻。

“苹果花快开了，如果花冻了，一年
的收成也就完了，花期防冻是我们目前
最操心的事。感谢县科协为我们请来相

老师现场指导，这下我的心里也有底
了。”劳山乡杨庄科村村民周奋战说。

道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任浩说：“道镇
全镇有 4600余亩山地苹果。这次回去，
我要组织更多的果农来参加科协举办的
送科技下乡活动，让大家多学技术发展
产业。”

果农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掌
握了果树管理技术，为他们增收提供了
技术保障，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发展山地
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他力量乡村振兴

技术送到地头 果农暖在心头

本报讯（记者 王静）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以
来，宝塔区柳林镇推进老旧果园改造项目，提升果业
发展水平，为果农增收致富奠定基础。

在宝塔区柳林镇麻塔村果农王世军的果园附近，
他正在把果树苗搬运到自己的农用机车上。王世军
告诉记者，他有 10亩果园，今年春季柳林镇政府免费
为他改造了果园，如今果园已经改造完成，最近政府
正在为他们发放新果苗。

“我领了610棵果树苗，一棵树苗是35元，我自己
出5元，政府给补助30元，我只添个人工栽树费用，这
给我节省了不少钱，现在的政策对我们果农来说是真
的好。”王世军高兴地说。

在麻塔村的另一个果园里，果农冯生祥在领到果树
苗后便赶紧和家人进行栽植。“我种果树好多年了，就属
今年的苗子直。政府还给我们免费翻地、打坑，我们栽种
果树只要再好好下功夫，这苗子肯定能种好。”

多年来，麻塔村以发展苹果产业为主。该村现有
179户村民，80%经营苹果产业，全村果园 3860多亩，
村民年均收入 1.8万元。今年，柳林镇政府为该村改
造了近500亩老旧果园。柳林镇果业技术服务站工作
人员介绍，该镇果园改造涉及南庄河村、麻塔村、吴枣
园村等3个村。根据国家政策，该镇对全镇的1000亩
果园进行改造，果农可根据果园情况申报改造，不需
要缴纳改造费用。改造果园的内容主要包括平整生
产道路和果园地形，并栽植新品种苹果树。截至目
前，已发放维纳斯黄金、烟富六号、秦脆等品种的果树
苗5万多株，肥料300多吨，防鼠网5万多块，到4月底
将全部改造完成。

“我们将继续通过土地治理、品种改良、标准栽植、
科学管理等措施，提升果园机械化作业程度，降低劳动
强度、节约劳动成本、改变传统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实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各项措施，让柳林‘延安苹果’走
出发展新路径、迈出新步伐。”柳林镇镇长王生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