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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8月8日，43岁的鲁琦收到了立秋的
“第一杯奶茶”——他的山庄庭院里又迎
来好几波品清泉美酒、吃农家饭菜、享田
园生活的客人。

“清泉山庄”地处富县 309国道旁的
牛武镇牛武村，山庄里 10余间草房子或
窑洞式样的包间，掩映于漆黑的农家门
楼、高高的大红灯笼、假山流水和绿意
盎然的葡萄架之中，其间客人驻足赏
玩、小朋友奔走嬉笑、服务员疾步往来
穿梭……

看着眼前的一切，鲁琦对自己响应
国家政策发展“庭院经济”的举措充满希
冀地说道：“看来我今年这几十万的投资
是值了，没想到‘五一’开业以来就这么
受大家的欢迎。”

鲁琦在做农家餐饮前最早是干工程
技术的，2001年他从湖北黄冈的工业民
用建筑学校毕业后，便干起了工程技术
员，这一干就是14年。

2015年建筑行业处于低迷状态，鲁
琦开始尝试重操祖业“万兴德”老字
号，作为“万兴德”第四代传人的他在
牛武镇埝沟村再兴油坊，秉承先辈“货
真价实、质量第一、诚实守信、童叟无
欺”的宗旨，以绿色、健康的纯菜籽油
赢得百姓的青睐，这为他赚得了创业的
第一桶金。

几年下来，在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
的过程中，鲁琦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爱
上了这个地方。随之，他又萌生了“要榨
良心油，还得酿良心酒”的想法。

2019年，几经辗转选址后，鲁琦的
“鄜州清泉酒坊”在牛武镇的清泉寺村
落户。

说到酒坊得以落户的缘由，清泉寺
村57岁的村民邢东明这样说：“人择水而
居，寺因泉而得名。鲁琦就是相中我们

‘清泉寺’的名头来的。”
村里闲置 10多年的学校被翻新改

造，重新利用起来，这不仅让村集体多了
一笔进账，还让村民得了实惠。

村民家里种的高粱和玉米，酒坊会
保底优先收购；每到酒坊装酒、包装酒
时，村民就又多了一份不出村的务工收
入；村民赶上红白喜事用酒，酒坊也是以
最优惠的价格出售给村民。

泡粮、蒸煮、拌曲、糖化、发酵、蒸馏、
出酒，一番辛苦劳作之后，鲁琦一年就有

2万余斤的纯粮食酒出产，经推销售卖每
年还会有一些剩余。几年下来，他的酒
窖里的陈酿日益多了起来。

出自鲁琦家的“万兴德”纯菜籽油、
鄜州清泉酒逐渐在当地也有了些名气，
赢得老百姓的口碑。

今年以来，富县立足镇村实际，鼓励
村民利用闲置资源发展“庭院经济”，释
放经济发展新活力，把发展“庭院经济”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加之亲友“好
油才能炒好菜，佳肴还需佳酿配”的鼓
励，鲁琦着手筹备选址后，又向庭院餐
饮发起了“进军”。若说他开办油坊和

酒坊是对祖业的发展传承，那做餐饮
就是他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和“开疆拓土”
了。

鲁琦的“清泉山庄”农家宴的开业，
让牛武村46岁的村民张苏霞在家门口找
到工作。之前，她家的2.4亩河滩地因水
毁无法耕种，她就只能跟丈夫靠常年在
外打工维系生活：一个在煤矿打扫卫生、
一个在高速服务区干服务员，一家3口总
是聚少离多。

如今，张苏霞觉得现在的日子越过
越有盼头了：“我在山庄当服务员比以前
每个月可以多赚 1000元，还能照顾儿子
和家。”

鲁琦利用闲置院落发展“庭院经
济”，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种植发展模式，
让农家庭院既有“看头”，又有“赚头”。
他认为，一个人的富裕不算富，只有大家
富、共同富才是真正的富。

鲁琦的油坊、酒坊和庭院山庄自经
营以来，已累计解决当地就业用工 90余
人，为当地养殖业提供了优质的酒糟饲
料，带动了当地的高粱种植，黄牛和鸡、
鸭、兔养殖，还让附近的村民多了一份采
挖野菜的营生。

据了解，富县已形成了以张村驿镇
中蜂为代表的庭院养殖，以北道德乡东
村樱桃为代表的庭院种植，以鄜城社区
监军台村凉粉干为代表的庭院加工，庭
院经济呈现多点开花、多元发展之势。
下一步，该县还将把发展“庭院经济”作
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依托农家庭院，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拓展庭院养殖、
庭院种植、庭院加工经营发展模式，让一
个个农家庭院充满生机。

早秋时节，勃勃生机。近日，记者走
进黄陵县阿党镇丁村看到新建的高标准
温室大棚中，一行行嫩绿茁壮的葡萄长
势喜人。

“我们这个葡萄种植园里面主要有
阳光玫瑰、巨峰和辽峰 3个品种，巨峰和
辽峰属于培育的新品种，在市场里面需
求量比较大，前景比较好。”阿党镇丁村
包村干部陈雷说。

今年，丁村以村集体土地入股，引进
农业科技公司建设大棚，提供技术支持，
在村上建设温室大棚 60多座，发展葡萄
种植，为村集体开辟增收致富新路径。

“建设的时候都是高标准，自动卷
帘、有支架和滴管系统，这个大棚的建设

成本是 10万元左右，将来达到盛产期以
后，亩均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万元以上。”
陈雷说。

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丁村因地
制宜，整合并盘活土地，通过租赁、入股
合作等形式，引进酱菜生产企业。这几
天，厂房建设、生产设备都已经到位，项
目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酱菜厂对我们村来说是很好的项
目，农民种的蔬菜能交到酱菜厂，也可以
在这里打工。”阿党镇丁村村民郑发喜开
心地说，“我们对村上经济的发展也充满
了信心。”

同时，丁村还在乡村文化旅游建
设上下功夫，以乡村民居为特色，体验

农家休闲的古窑洞文化项目和农家
乐也在稳步推进，初具雏形。产业的
蓬勃发展带动村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民生服务也在不断升级，如今的阿
党丁村，村级集体经济这块“蛋糕”正
越做越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得到增强，一系列连锁变化正悄然发
生，村民的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指数
节节升高。

阿党镇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高生玉说：“产业继续照这样发展，
在 2至 3年内，村集体收入可能达到百
万元。”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党
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聚焦‘党建+’的

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培育一村一品、一
村一特色等乡村特色增收产业，完善
带农联农机制，狠抓人居环境整治，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打下坚实基础。”阿党镇党委书记朱
苗说。

近年来，黄陵在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积极构建起组织引领、政策推
动、资源联动、创新驱动的协同互动模
式，主动引导群众参与各类产业发展，
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积累经验，不断
打造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示范，以
产业创新促振兴，以产业兴旺促振兴，
把乡村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

黄陵县阿党镇丁村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

产业兴旺 日子红火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曹海军 彭媛

现代化农机具在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翠绿饱满的翡翠梨
挂满枝头，石磨面粉加工作坊的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今
年以来，黄陵县田庄镇紧紧围绕建设“现代果业强镇、绿色和
美家园”目标，不断探索和创新多种形式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路
子，成为了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新引擎。

近日，黄陵县安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机社会化服务
部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田庄镇在实施科技兴镇，加快集体
经济发展和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安沟村又增加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田庄镇安沟村农事服务中心目前共拥有8台农机具，包
括拖拉机、弥雾机、旋耕机，为群众提供全程机械化的综合
农事服务。“我村购置下的农机具很实用，不仅为村上153户
500多亩耕地的生产耕种解决了问题，还可以出去挣钱，为
村上集体经济增加收入，为村民增效益。”黄陵县田庄镇安
沟村村民周宁说。

近几年，在省军区、陕西广电网络延安分公司、黄陵县
融媒体中心等帮扶驻村单位的帮扶协调下，安沟村集体经
济多点开花，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的安沟村集体不仅拥有翡
翠梨园、金银花等农业产业，还建设有光伏发电站，一项项
致富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从2019年成立时收入6万多元，到现在通过翡翠梨园
和金银花的收入发展到30多万元。安沟村集体经济经历了
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的巨大发展。”黄陵县田庄镇安沟
村第一书记李建军说，“今后我们还准备进行中药材的种
植，通过中药材种植来提高集体经济的收入，村民们对村子
之后的产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近年来，田庄镇依托帮扶驻村单位的优势和资源，不
断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先后在东村新建 100亩集体翡
翠梨园，在侯庄村与农苑学子公司合作共建高标准翡翠
梨园 50亩，在店子湾、寇家湾村与欢顺公司合作建设翡翠
梨和苹果示范园 100亩，在韩庄村新建石磨面粉加工作
坊，在田庄街村、东村、侯庄村成立合作社全资的物业管
理服务公司。该镇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整
合农村资源要素，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金，最大限度激发
农村经济活力。

“我们坚持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加快乡
村振兴的主要任务，结合镇情实际、因村制宜、一村一
策，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探索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特别是借助省军区定点帮扶安沟村这个平台，
持续深化军地帮扶，成立安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安
沟村及周边村组群众提供家门口和地头上的服务。真
正把定点帮扶和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落实到农村发展、农
业增收、农民增收的实践之中。”黄陵县田庄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寇旷举说。

当村里有人交不上医疗保险时，他
二话不说帮忙垫付；当十几年的兄弟矛
盾无法化解时，他挺身而出，以公道和威
信化解；当村民需要肥料时，他积极协
调，给村民争取到免费的肥料……他，便
是延川县延水关镇中塬村党支部书记高
立首。

几年来，高立首用实际行动证明着
决心与态度，中塬村也用变化回馈着他。

广开思路谋发展

“你的这些点子都是从哪儿来的？”
“学习是进步的机会。”
“村里要想发展得越来越好，村党

支部书记要常学习、常思考，才能给大
家伙带好方向，谋好光景。”正在果园
查看苹果长势的高立首说，“你看，这
些都是我们挖改的果园，现在都栽上了
新品种。”

中塬村拥有着种植苹果的天然优
势，很早就发展了苹果产业。然而，当高
立首意识到，过去以“数量”取胜的思路
已经不符合市场需求，便积极了解政策，
跟随县镇考察学习，抓住脱贫攻坚良机，
从 2016年开始，引导村民们陆续整改老
果园、引进新品种，统一规划苹果种植
区。

目前，中塬村的苹果种植区不仅从
面积上扩大到了 2200余亩，更是大大提
升了果品。为了让村民们的果子都能
卖个好价钱，高立首东奔西走，广泛发动
自身人脉的同时，积极争取县镇支持，果
断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每年苹果还未成
熟，村里就已经提前接到了各大订单，根
本不愁卖。

“虽然大家伙儿靠着苹果，日子都过
得越来越富足，但是产业单一，是我们的
短板，不利于长足发展。”近年来，高立首
总是抓住每一次开会和培训的机会，摸
清市场前景、做好统一规划、拿出可行方

案后，再带领村民们积极拓展产业结构。
“高书记有想法、有眼光，咱们跟着

干准没错。我这块桃园，他给我协调来
免费肥料和地膜，还请专家教技术。虽
然面积不大，去年才挂果，但是你看我的
果子多好，都抢着买呢。”中塬村种植户
董忠林与妻子一个忙着采摘，一个麻利
地装箱，虽头顶骄阳似火，但从他们满脸
的笑容中，看到的是足足的劲头和盼头。

“我还种了樱桃，高书记帮我在快手
上宣传以后，各地游客早早就采摘完
了。我的葡萄也快上市了，一斤能卖二
十几元呢。”董忠林乐呵呵地“炫耀”着自
己的成果。

排忧解难干实事

“你是怎么想到修建这个幸福院
的？”

“要让村民们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幸

福感。”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还不够，还得

越过越“甜”。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空
巢老人、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精神
慰藉、就医困难等养老问题，减轻外出打
拼子女的顾虑和牵挂，高立首积极争取
资金的同时，通过筹集捐款，甚至自掏腰
包，于 2022年 7月建成金秋中塬幸福院
并投入使用。

金秋中塬幸福院占地2.7亩，建筑面
积 700平方米，上下 2层共 28间平房，内
部设有 14个卧室 28个床位，医务室、棋
牌室、休息室、工作室、多功能室、餐厅、
灶房、锅炉房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里
环境清幽，深受老人喜欢。

“这里饭菜一周没有重饭，还都做得
清淡软乎，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每
个房子里都配有电视、单独的洗漱间，对
我们老年人来说很方便。过年过节还常

安排节目，我们很开心、很感动。”中塬村
老人杨志雄乐呵呵地说。

住在幸福院的每一位老人，高立首
都牢牢记着他们的生日，总是一个不落
地为他们准备“私人订制”的生日会。蛋
糕、肉、水果都是每一次的“标配”，而且
从来都是高立首自掏腰包筹备。

“再忙都没有这件事忙，老人们很需
要关心。”高立首还经常提前叫回老人们
外出的儿女，或者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
老人们洗脚、唱歌、闹秧歌。温暖老人心
的同时，不忘传承孝道，对村民时时进行
思想教育。

苦尽甘来展笑颜

“这么多年，你一直坚守的理由是什
么？”

“没有不对的群众，只有不对的领
导。”

这些年，高立首坚决扛起“第一责
任人”职责，带领中塬村持续夯实村党
支部战斗堡垒，大力发展苹果产业，着
力加强村容村风建设，不断完善养老保
障设施，在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路上
迈出坚实步伐，赢得了村民和社会的一
致好评。

“在村党支部书记高立首和村‘两
委’班子的带领下，中塬村的产业、人居
环境、人均收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
里人人有了精气神，户户有了自信心，村
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握在手里的
幸福。”延水关镇中塬行政村包片领导贺
海燕高兴地说。

连续两年，中塬村被延川县评为“文
明村”；2021年，中华慈善总会、陕西省慈
善协会授予“慈善幸福家园示范村”；
2021年，延川县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
织”；2022年，延川县评为“健康村庄”先
进集体……如今的中塬村，成了全镇乃
至全县群众都羡慕的好村子。

高立首：有股“折腾不够”的劲儿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杨美蓉 马倩 杨扬

“同学们看，这是石磨，它通常由两个圆石组成。磨是
平面的两层，两层的接合处都有纹理，粮食从上方的孔进入
两层中间，沿着纹理向外运移，在滚动过两层面后被磨碎，
形成粉末……”近日，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的农耕体验园
里，前来参加研学旅行的孩子们正认真聆听着。

夏末初秋，蝉鸣相伴，稻田美景引人驻足。8月9日，张
家湾镇川庄村迎来了第一批暑期研学旅行队伍，70余名小
学生身穿迷彩服，一路从农耕体验到果蔬采摘，从农谚故事
到了解二十四节气，从水稻插秧体验到认识一碗米饭从何
而来。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学边体验，把书本里的知识化作
双手下的劳动，学得不亦乐乎、流连忘返。

“这是我第一次插秧苗，也是第一次见到水稻。农民伯
伯们弯着腰，顶着大太阳插秧太辛苦了，以后我一定要珍惜
每一粒粮食，不辜负他们的辛苦劳作。”富县精英教育少儿
夏令营的小朋友余美德捧着一簇秧苗说。

随着暑假的到来，旅游业热度一路攀升，除了传统的观
光旅游外，“教育+旅游”的研学游，成为各中小学校、培训机
构、旅行社开展校外实践教育的“新阵地”，也成为部分家长
们的热门选择。

位于富县西川的张家湾镇川庄村，凭借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优势，巧妙地将田园综合体与研学旅行相结合，挖
掘本土元素，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研学课程，实现研中有
学、游中带学、寓教于乐，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现在的孩子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研学这种新的
学习模式，可以让孩子游有所感、学有所获，深受孩子们的
喜爱。”家住富县县城的岳女士趁着周末也带孩子来到川庄
村体验农耕乐趣。

随着川庄村研学基地的不断完善，客流量也越来越
多。当地村民也顺势经营起了小吃摊点，冷饮、烧烤、凉皮、
漏鱼、凉粉等，村民们在农闲时间也多了一份额外收入。

川庄村村民同翠英说：“现在来村里玩得人越来越多
了，地里活也不多，我就想着摆摊卖凉皮。这个小摊一天能
卖80多份凉皮，一份6元。”

今年暑假，川庄村研学基地已接待100余人次，窑洞露营
基地已接待50余人次。“川庄村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
一个载体，有效地推动了全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在张
家湾镇股份经济联合总社成立的联营公司的商业化运营下，
实现了集体经济通过分红壮大增收。目前，村子火了，有一技
之长的群众也自发经营起了小吃摊点、农家饭、农副特产，给
留守的老百姓增加了致富渠道。”张家湾镇副镇长刘洋说，下
一步张家湾镇将继续积极对接教育部门、研学机构、旅行社，
吸引游客和师生来川庄旅游研学，助力乡村振兴。

研学游，打造不一样的室外“课堂”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杨雪 缑玉妍

● 孩子们在体验手推石磨

帮扶“接续有招”群众“后顾无忧”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曹海军

庭院方寸地 释放新活力
通讯员 王前锋 王子琪 记者 樊小帅

● 鲁琦查看酒窖的陈酿

● 高立首查看水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