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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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野披绿装 稻田插秧忙
通讯员 党静 刘锋 王伟 记者 姜顺

“贷”出美好新生活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南国金

延长县董家芽塬村引导群众向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种出“甜蜜日子”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师宝林

看小康走进乡村

● 潮塔村村民正在插秧

近日，走进黄陵县店头镇潮塔村水
稻插秧现场，插秧工作正如火如荼进
行中。扯苗、装苗、运苗、拉线、调整间
距，农户们正在田地间熟练作业，一行
行秧苗横平竖直、深浅一致，串点成

线，以线成面，在阳光的点缀下为大地
披上了一层绿色的纱衣，绘就了“手把青
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的田间耕耘
画卷。

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林介绍

说：“今年，我们潮塔村稻虾综合种养
面积 150 亩，预计产值 120 万元。目
前，水稻插秧、螃蟹投放已结束，为秋
粮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在潮塔村里，稻田畦畔，不
同颜色的秧苗在风中摇曳，工人们按
照提前放好的线形，将不同颜色的秧
苗插在水里，构成了一幅精美的“稻田
画”。

今年以来，潮塔村立足川道实际、资
源优势，打造形成“1+2+N”的多元产业发
展致富新模式赋予文旅观赏、游玩、宿营
等元素，着力探索“工农商旅”文旅融合
发展新路子。

“今年，我们村首次尝试‘稻田画’，
在增加观赏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不断提
升大米品牌知名度，实现农旅融合。”麻
园林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黄陵
县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两包两带”工
作机制，不断提升水稻种植技术，创新水
稻种植方式，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
思路，着力提高特色水稻种植的规模效
益和生产效益，以强村带弱村实现共同
发展，共同富裕。

距离潮塔村不远的店头镇腰坪村以
土地流转为主，产业相对单一，集体经济
相对薄弱。店头镇党委深入了解分析各

村优劣势后，按照“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
由潮塔村帮带，在腰坪村种植水稻50亩，
并采取飞地置业的措施，依托潮塔村高
松树新润农场闲置鱼池，发展现代渔业
及垂钓休闲产业，带动村集体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发展。

“今年3月，我们流转潮塔村土地150
余亩，主要用于养殖草鱼、花白鲢、鲫鱼、
鲈鱼、南美白对虾等，另外还养殖散养土
鸡、鹅、香春燕、鸵鸟、羊等，把它们作为
发展我村集体经济产业。”腰坪村监委会
主任马鑫鑫说。

按照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两包两带”
工作机制，潮塔村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基础上，帮带腰坪村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 50亩，渔场 150亩，让潮塔村与腰坪
村真正实现“共强”，两村村民实现“共
富”。

据了解，店头镇还以提升“亩均效
益”为着力点，围绕“三区五基地”特色产
业布局，全面推进生态循环、三产融合、
特色种养、科技创新等特色农业板块建
设。截至 5月底，该镇 16个行政村集体
经济全部实现有项目、有收入，11个行政
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达到10万元以上、3
个行政村达到百万元以上，实现了总量
和质量“双提升”。

夏日雨后的宝塔区青化砭镇碑路坪村
空气清新，绕过绿树成荫的几道湾后，映入
眼帘的就是青化砭镇今年刚打造的小杂粮
种植示范基地。成块连片的糯红高粱苗一
株株整齐排列，生机勃勃、长势喜人。

村民李登喜是碑路坪村的种植户。
“今年，我们家种植了 30余亩高粱，是村
上种植最多的。你看，现在高粱苗有1尺
多高了，预计今年能有个好收成。”李登喜
高兴地说，“现在政策好了，村党支部把生
产道路修好了，农机能直接开到地里，翻
地、播种、收割都不成问题，种地再也不用
肩挑背扛了。”

为有效整合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经济
效益，实现连片、高效、优质、生态发展，青
化砭镇党委结合镇域实际，以土地为基
础、以政策为抓手、以惠民为目标，全面推
动碑路坪村小杂粮示范基地雏形建设。
与传统种植玉米相比，碑路坪村今年种植
的糯红高粱产量高，平均每亩比玉米产量
高出400余斤，每公斤价格高出1元，且具
有高能、抗旱、耐涝等优点。

“在充分征求农户意愿后，我们村今
年由3个合作社牵头，从37户持地农民手

中流转土地300余亩，形成青化砭镇碑路
坪村小杂粮种植示范基地雏形。村党支
部今年给大家选用的是糯米3号软高粱籽
种，严格按照株距20到25厘米、行距60厘
米进行播种，亩均播种量在6两左右，出苗
约8000株，出苗率可达75%至85%。”碑路
坪村党支部书记沙成东介绍说。

截至目前，碑路坪村小杂粮种植示范
基地种植高粱300余亩，预计产量240吨，
产值达81.6万元以上。

据了解，目前，碑路坪村小杂粮示范基
地的建设已辐射带动镇域内白坪、石沟、张
川、东沟门等村组实现集中连片小杂粮播
种千余亩，今年预计收益达270余万元。

近年来，青化砭镇坚持党建引领发展
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致力打造“一镇一特”“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发展新模式。全镇在积极探索
确立“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的
基础上，通过宣传促春耕、筹备物资保障、
技术指导等一条龙服务，有效调动了群众
的种植积极性，形成了党员带、群众跟、共
致富的良好发展局面，全面助力群众增收
致富。

眼下，正是杏成熟上市的大好时
节。走进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董家芽塬
村，漫山遍野的杏树郁郁葱葱，放眼望
去，一个个红黄相间的杏挂满树梢，山间
里弥漫着诱人的果香，果农董志亮一边
忙着穿梭其中，采摘成熟果实，一边介绍
起自己的好收成。

“今年收成好，梅杏大约能产3000多
斤，黄杏也能产三四千斤，大概能卖1万多
元，收入还不错。我还种植苹果和西甜
瓜，算下来，一年收入少说十几万元，日子
真是越过越好。”董志亮高兴地说。

“我在这个村收货的时间至少有10年
以上。刚开始，我在这里收苹果，后来村
里发展了桃、油桃、杏、蟠桃等水果产业，
我就都开始收了。这里的水果品质好、含
糖量高，好吃，回头客比较多，我收回去不
愁不好卖。”董家芽塬村水果品种优良，土
壤、气候适宜，种出来的果子品质非常
好。每年一到成熟季，延安市黄蒿洼水果
批发市场商户霍小宝便会前来采购。

董家芽塬行政村下设董家芽塬、薛家
芽塬等7个村民小组 .在董家芽塬村杏喜

获丰收的同时，薛家芽塬村的油桃树上，红
艳艳的油桃缀满枝头，也迎来了成熟季。

据薛家芽塬村村民小组组长薛延政
介绍，目前，该村的油桃已经上市，每棵
树产量有 100斤左右，每斤 5元左右。全
村成片桃园有120亩左右，陆续成熟的还
有黄金蟠桃、巨蟠等 10多个品种。每年
带来的经济收入有100多万元，对村民来
说，这个经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色。
近年来，董家芽塬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依托特色资源，大力培育发展富民产业，
引导群众由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型升
级，以产业撬动发展。目前，全行政村共
种植苹果2870亩、杏270亩、桃380亩，大
棚50座，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董家芽塬村党支部书记董志伟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在产业提质生效上下功
夫。同时，积极探索走农旅融合的新路子，
以大棚和小水果采摘为主带动旅游业发展，
促进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使我们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红火。”

小康梦圆

特色小杂粮 增收“好帮手”
通讯员 梁晓丽 记者 王静

● 董志亮正在采摘梅杏

● 村民正在清苗和除草

“感谢邮储银行帮我解决饲料储存及品种更新资
金难题，有了资金，我发展产业有了信心，以后的日子
肯定能越过越好。”拿到贷款后，子长市热寺湾便民服
务中心高家岔村养殖户李毛三说。

近日，邮储银行子长市支行在杨家园则镇开展了“肉
牛养殖产业链贷款”推介活动，现场宣讲产品、受理贷款。

正为饲料储备、品种更新资金发愁的李毛三，得
知消息后，便匆匆来到推介会现场。银行工作人员了
解具体情况后，经过现场测试，帮他顺利申请到了 50
万元额度。6月 9日，李毛三通过手机自主支用 30万
元，一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真是太方便了，邮储银行的贷款就像给我们专门
设计的一样，申请快捷、随贷随用。”李毛三高兴地说。

“肉牛养殖产业链贷款”是邮储银行子长市支行
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向肉牛养殖户发放的支持肉牛
产业发展的贷款。该贷款是一种纯线上贷款，客户可
通过线上申请额度，从申请到放款，仅需银行跑一趟，
即可解决资金需求。

近年来，邮储银行子长市支行坚持党建引领，紧紧
围绕“六大核心产业”，大力发展线上产品，拓宽服务渠
道，持续开展“党旗领航信用村”建设工作。同时，积极
与当地畜牧兽医局、乡村振兴局对接，及时了解掌握养
殖户困难，创新推出“畜牧贷”“肉牛养殖产业链贷款”等
线上产品，有效解决了养殖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据悉，自“肉牛养殖产业链贷款”推广以来，该行主
动作为，分层对接，市县机构第一时间与当地畜牧局联
系，先后在养殖户集中的乡镇、村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推介活动，现场集中受理调查，累计实现放款56户1650
余万元，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他力量乡村振兴

夏日的清晨，阳光撒满大地。一大早，黄龙县白
马滩镇河西坡村村民潘晓云又和往常一样，挎上篮子
和同村的姐妹一起，穿梭在枝繁叶茂的连翘树中。

原来，河西坡村的祥龙茶厂开始了收购连翘叶工
作，要制作各类连翘茶。

近年来，白马滩镇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与地
理优势，紧扣绿色生态理念，依托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建设、庭院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连翘产业，“翘”动
乡村振兴，解锁群众增收致富“新密码”，让连翘成为
富民强村的致富产业。

眼下，正是采摘连翘茶的时节。祥龙茶厂制茶车
间内，各类制茶设备不停地运转着。伴随着机器的轰
鸣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制茶作业，经过选择
采摘、烘干筛选、杀青揉捻、整形包装等各道工序后，
连翘叶成了一罐罐包装精美、具有当地特色的“药
茶”，茶香四溢，弥漫整个车间。

该茶厂采取“村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村党支部经过召开“两委”会提议将集体宁家湾组
3亩闲置土地，以10万价格入股企业用于加工厂建设，
村党支部为企业协调集中流转农户土地50亩，建设南
茶北移产业基地，而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效益分红 3万
元，并且优先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64岁的刘万海在祥龙茶厂里已经连续工作 4年
了。“这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我不用晒太阳，干得活
儿也轻松，一个月能挣3000元左右，还能照顾到家里。”

据了解，茶厂的8名工人都是本地人，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还能稳定增收。

连翘茶成了当地村民增收的“绿色宝藏”。每到
连翘采摘季，茶厂便吸纳周边村民上山采摘野生连
翘，让群众成为特色产业发展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每公斤按照60元计算，只要上山，一天最少也能
摘3公斤。从嫩芽采到大片叶，从4月到7月，每个月最
少也能挣 3000多元。我们摘完叶子又赶上了连翘成
熟，摘连翘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去年市场前景好，价格
也不错，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就挣了将近1000元。”提到
连翘产业带来的收益，村民潘晓云乐得合不拢嘴。

“见到收益不错，大伙儿都开始种植连翘，采叶和
采药材的积极性也高了。”该镇人大主席朱军介绍说，

“今年，我们白马滩镇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庭院经
济’，还通过提供连翘苗、发放种植补助、开展技术培
训等方式，指导村民系统化种植和采收连翘。提供技
术指导的同时，也提升了经济效益。许多村民在自家
闲置土地上栽种了连翘，美了村子、富了口袋。”

如今，白马滩镇种植的连翘有 2000多亩，年产茶
青15000公斤。

漫山的连翘撬动了产业、致富了百姓。连翘茶已
经成了黄龙县独有的地理标识新型旅游商品，良好的
营商环境促进了企业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连翘茶香飘八方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陈萌

进行时乡村振兴

● 工人在车间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