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力量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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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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刘媛 曹海军

小康梦圆

走进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的石磨面
粉厂加工车间，崭新的设备锃明彻亮，伴
着电石磨的轰鸣声，经过清洗、粉碎、去
麸、碾磨等 10余道工序，一粒粒小麦被
研磨成雪白的面粉缓缓而下。

依托粮食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石
磨面粉产业，是韩庄村大力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重要一招。

今年，韩庄村投资 10万余元，建成
了日产量700斤的石磨面粉厂。采用传
统工艺生产的面粉，保持了小麦原有的
营养成分，口感筋道，没有添加剂，一上
市就深受消费者青睐，目前已与多家企
业达成销售协议。

“后续我们将再扩大生产经营，将小

杂粮及纯菜籽油加工融入进来。针对消
费市场定位，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把韩庄
村石磨面粉打造成具有黄陵地域特色的
本土品牌。”对于石磨面粉厂未来的发展
规划，驻村工作队队员王琨心里有着清
晰的规划。

除了石磨面粉厂，如何持续发展壮
大翡翠梨园也是韩庄村“两委”班子工作
的重中之重。

2019年，韩庄村充分利用县人武部
帮扶机遇，建成集体翡翠梨园 120亩，
其中包含 20亩翡翠梨苗木繁育基地。
韩庄村党支部书记曹福海介绍：“翡翠
梨挂果需要 4年，在这 4年当中，我们在
梨树间隙中做了翡翠梨苗的繁育，拿短

期产业支撑翡翠梨园的发展，去年翡
翠梨苗繁育能卖 8 万元，今年能卖 11
万元。”

目前，韩庄村已形成了翡翠梨苗
木繁育、生产、冷藏、包装、销售等全产
业链项目。为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
韩庄村还在翡翠梨园种植中药材，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一方面想方设法做
大村集体经济蛋糕，另一方面雇用村
民在翡翠梨园打工，村民的收入也逐
渐多元化。

“去年我在这就是除草、拉枝、修剪、
施肥、病虫害防治，一年下来能干4个月
左右，收入 14000元。”韩庄村村民曹郑
拴说。

在村民们的认真管护下，高标准建
设的翡翠梨园一派生机盎然，一棵棵傲
然挺拔的梨树也成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绿色标兵。

“收益后的60%用于群众分红，40%
用于合作社惠农发展。”曹福海算着村里
的经济账。

近年来，韩庄村坚持以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为统领，结合村上经济基础、区位
特点、资源禀赋等实际，盘活资源资产，
积极探索实践新型合作模式，培育特色
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形成“一村一
品”“特色经营”等多种形式融合发展的
产业格局，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壮大，带
动全村群众不断增收致富。

特色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李玉梅 刘淑妮 范文静

“今年县农业局给我们村提供了洋
芋种子、化肥、地膜等，并进行了技术指
导，现在洋芋长势非常好。”志丹县顺宁
镇宋庄村王崖窑村小组组长方忠平喜滋
滋地说，今年村上这50亩洋芋要是收成
好的话，明年他们准备继续“大干一场”。

近年来，顺宁镇紧盯耕地“红线”，恢
复耕地168.2亩。同时，打造出宋庄大豆
玉米复合种植和富硒土豆种植，丁岔、桑
树坪增密度玉米种植等4个示范点。同
时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健全完善保娃
沟门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建设，充分挖
掘资源优势，创新经营管理，全面推进以
苹果、养殖、棚栽等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多
元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村级集体经济

的规模和效益，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同样，为创新发展经济，保娃沟门村
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
势，探索适合自己的特色产业。今年年
初，该村提早谋划，按照“生态+农业”

“农业+旅游”融合互动发展的思路，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积极探索出村集体经济

“微田园”认领模式，建设村企联建“微田
园”蔬菜种植点，认领启动仪式发布后，
得到了企业、个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认
领，命名为“互建园”“守望园”等多个地
块，种上了各种蔬菜。

“我们面向社会各界公开认领，采取
‘托管模式’，每块地收取认领费用 200

元，仅‘微田园’就为村集体创收 4万余
元。”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元财介绍说。

“现在辣子、黄瓜、西红柿都已经
成熟，今天和同事们过来采摘，回去我
们就能吃上放心的绿色无公害蔬菜。”
认领企业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虎狼峁
作业区柳一转中心站党支部书记刘志
刚表示，“微田园”认领，不仅有利于他
们企地共建，增进与当地村民的感情，
而且有利于他们不定时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团建活动，增进员工的团结协作
能力。

目前，保娃沟门村棚栽业、畜牧业及
乡村旅游稳定发展，为农民致富增收和
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村集体发

展的拓展训练、“微田园”、垂钓乐园及农
家乐为村上已创收30余万元，全年预计
收入60余万元。现如今，保娃沟门村人
均纯收入达到了2.18万元。

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是强农业、美农
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顺宁镇立足区
位和资源优势，本着“盘活资源、集约经
营、效益为先”的思路，不断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布局，将苹果产业，大棚蔬
菜，畜牧养殖及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探索
出“支部+集体经济+乡村旅游+企业+农
户”发展模式，不断提高村民收入，促进
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让村民生活
更加幸福。

进行时乡村振兴

第一书记张伟兵：

真帮实扶解民忧 倾情驻村赢民心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潘燕燕

夏日的清晨，安塞区化子坪镇芦草
砭村静卧在大山的怀抱中，山坡上温室
大棚错落有致，村庄里树木葱茏苍翠、炊
烟袅袅，宁静祥和而又充满生机，驻村干
部张伟兵已在大棚里忙碌开来。

2021年 8月，张伟兵被安塞区委组
织部选派至芦草砭村担任第一书记。驻
村以来，他扑下身子，从群众身边点滴小
事抓起，真心真意办实事，倾心倾情解民
忧，用实干担当为“第一书记”岗位注解，
曾先后两次被授予安塞区“优秀第一书
记”荣誉称号。

干事创业“领头雁”

来到村上以后，张伟兵发现村上大
棚产业基础成熟，发展态势良好，在充分
走访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他积极与村民
协商土地整合，决定扩大村上的大棚规
模。他向安塞区乡村振兴局争取项目资
金，与施工方讨论项目建设情况……
2022年年底，村上新建起36座新型日光
温室大棚全面完工，并全部落实包租到
户。

这些大棚建成后，村上最高兴的就
数种棚老手乔永胜了。“村上新建了大
棚，我就不用翻山越沟多跑路了。”乔永
胜说，大棚是个聚宝盆，他以前都是跑到
20公里外的狗槽界村去租种大棚。

为了带领芦草砭村村民更好地种大
棚，张伟兵自己也租赁了村上 7座大棚
开始种西小瓜，他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引导更多人发展种大棚产业，挣钱过好
日子。

“今年4月份栽上的苗子，经过60多
天，头茬小瓜就采摘了600多斤，种好了
采个五六茬没问题，一棚少说都能产
3000 来斤。两棚西瓜长势也非常不
错。”张伟兵虽然第一次种大棚，但他信
心十足，“连我一个没啥种植经验的人都
能种得这么好，我们的村民种大棚收入

就更不用说了。”

改善设施助发展

张伟兵刚到村里时，通往后周河村
组的主干道是一条颠簸不平的泥土路，
由于遭受强降雨的侵蚀，导致路基坍塌，
地面下沉，给村民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从小处看，影响的是出行，从大处
看，影响的就是民心。如果连路都修不
好，那还何谈振兴村庄。”张伟兵下定决
心要解决村上这“最后一公里”的行路难
问题。

要修路，先要钱。张伟兵扎在村子
上，和村干部一起仔细勘察道路地形，计
算工程大小，商讨项目出路，一次次跑镇
上、区上，向相关单位汇报，和有关部门
争取。项目虽然不大，但是涉及村民的
切身利益，张伟兵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事事亲力亲为。多长的道路需要硬化，

哪些过水桥需要加固，哪里还要新建桥
梁，如何引水蓄水才能让道路修好后不
再容易被冲毁，怎么修建才能为村民留
下更多好的土地……这一桩桩、一件件，
张伟兵都要反复思量，仔细斟酌。

项目很快落实了下来。施工过程
中，张伟兵更是路修到哪儿、人就在哪
儿，桥建在哪儿，就能在哪里找到他。在
他的“紧盯”下，芦草砭村前周河组背组
和后周河组的入户道路全部实现了硬
化，兴修了常兴庄村组过水桥2座，还加
固了过水桥梁 2座，又修建蓄水坝 2座，
打造高标准示范农田2000亩。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
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产业
兴旺的关键。”张伟兵说，修路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性工程，看着修的是一条乡村
道路，实际上却是乡村发展的产业之路、
生态之路、文明之路、致富之路。

“现如今我们出村，再也不用夏天河
上过，冬天冰上走，雨天一身泥，晴天一
身土了。”村民周同学走在新建的过水桥
上，高兴地说：“看这道路平整又方便，就
连鞋也少废两双。”

情系村民办实事

“驻在芦草砭村，咱就是芦草砭人，
这里每家每户的事就都成了我的事，都
得想方设法给解决好了。”张伟兵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村子里住的老人多，在开展养老认
证工作时，愁得不会用手机认证。张伟
兵主动当起了“服务员”。他挨家挨户上
门为村民下载手机App进行养老认证，
同时帮助村民代缴各类保险。他还顺便
开展惠农政策宣传，从发展产业到修房
整地，从种粮补贴到扶贫济困，从医保报
销到子女教育……事无巨细，村民有啥
不懂的，和他一聊，心里就敞亮了。

“张书记好，肯为我们想法子、办事
情，能和我们说到一块、干到一块。”村
民陈彩霞说，她家原来是拐沟里的，
2018年通过移民搬迁住到了楼房，生活
条件好了，但却没有收入。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张伟兵立即帮她联系了坪桥镇
一家饭店，现在她每月能挣 3000元的
工资。

去年陈彩霞的儿子周磊大学毕业
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半年时间
过去了，还在家“啃老”，她急得上火。“其
实我知道，儿子想去当兵，那是他从小的
梦想。”陈彩霞说，她一个农村妇女，哪知
道怎么送孩子去当兵。还是张伟兵帮的
忙，帮他们打探消息，做推荐，跑前跑后忙
了好一段时间，周磊终于如愿去当了兵。

回首两年驻村时光，张伟兵感慨颇
多：“驻村工作虽然平凡琐碎，但更多是
收获，是感动。只要你实心实意为村民
做事，你就是他们的心上人。”

● 张伟兵查看大棚西瓜长势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段梁梁）近日，子
长市蔬菜开发中心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教授王世
平，前来子长市余家坪镇羊马河村举办葡萄栽培技术
培训，全镇种植户、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期间，王世平围绕阳光玫瑰的种植与栽培、
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展开现场授课和交流互
动，帮助种植户掌握整形修剪、疏花疏果和病虫害防
治等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种植户们就平时种植过程中
遇到的疑难问题踊跃提问，王世平针对种植户在实际
生产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最近是阳光玫瑰生长的关键期，王教授作为我们
子长人，不忘家乡父老，经常回来给我们指导葡萄种植
技术，对我们产业发展帮助很大。”种植户们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让他们进一步掌握了先进的葡萄栽培技术和
管理理念，他们对生产优果、提质增效充满信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田伟 记者 孙艳艳）
“现在咱们的圣女果进入采摘期了，在采摘过程中不
准备留果的地方，把多余的拐头全部打掉，这样就不
消耗养分了。”近日，延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来到洛川
县石头镇百益村圣女果果园，为群众讲解圣女果夏季
管理的技术要点。

培训现场，种植户聚集在一起，认真学习相关技
术要领，有的群众还拿出手机进行录音录像，不时提
出一些生产中的问题难点。在现场答疑解惑，种植户
针对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向技术员提问。

“听了李老师的技术指导，我深有体会，我一定把
这个技术用到我的园子里，让它多结果、多卖钱。”百
益村村民孙建军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路子，石头
镇立足实际，引导群众利用新建矮化密植果园套种圣
女果，目前已累计发展1000余亩，作为补充产业，群众
虽然发展积极性很高，但在管理技术上还有些不足，
此次培训有效解决了这个难题。

技术培训到田间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许艳峰）
“我们试验的共有 68个品种，现在来说最好的品种是
303，它的特点是瓜条、颜色、产量各方面都好。”在甘
泉县下寺湾镇下寺湾村蔬菜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种
植户庄成堂正在查看试种新品种黄瓜长势。

发展高品质蔬菜生产，品种是关键。近年来，下寺
湾镇把黄瓜品种的更新换代作为加快蔬菜产业快速发
展的有力抓手，布点示范推广蔬菜新品种，保证了蔬菜
新品种更新换代，推动了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今年种了 1个大棚，2月份定植 3500株苗子，
今年黄瓜长势不错，差不多能产3万多斤黄瓜，预计收
入 4万多元。”有了好的品种，张家沟村种植户吕志刚
的信心满满，他的黄瓜种植大棚里满眼绿意盎然，一
根根黄瓜挂满枝蔓，随手摘一根品尝，清新爽口，他正
忙着采收黄瓜，给黄瓜藤蔓打杈、整枝，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他的脸上。

如今，下寺湾镇的黄瓜品牌得到了市场的认可，黄
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10亩，种植户达到120余户，年
产黄瓜500万斤，每年仅靠黄瓜产业就可收入800余万
元，生机勃勃的大棚黄瓜，托起了村民们的致富梦。

好品种种出好收益

大学教授反哺桑梓

本报讯（记者 白雪 周欣 通讯员 刘旭）“这个
辣椒长势非常好，亩产 6000到 1万公斤，每亩收益
5000到 8000元。”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方庄村百亩朝
天椒园，簇簇椒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田间管理，
宝塔区司法局派驻该镇的工作队队长常东指着火红
的朝天椒说道。

过去，方庄村的传统种植产业是玉米，亩产值在
1400元至 1700元。今年，为提高村民收入，驻村工作
队积极探索“新品种+新技术”，经多方考察春播露地
蔬菜种植，他们引进了朝天椒新品种进行大面积推
广。3月份以来，宝塔区司法局为农户购买了有机复
合肥，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从辣椒的栽种到起垄、覆
膜、除草喷药，每一个生长周期都手把手地指导，确保
农民掌握辣椒种植技巧。为了解决销路，5月份，驻村
工作队又与博爱县天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回
收协议，9月份辣椒成熟后，公司将以每公斤 3.4元的
价格全部收购，彻底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村民贾建忠高兴地说：“政府给提供辣椒苗，司法
局给我们买了化肥，还定期请技术专家来指导，还帮
我们找到了销路，现在我的辣椒长得特别好，就等着
收获数钱了。”

“朝天椒是高效农业，从育苗、栽种、田间管理到
采收、分等、销售、加工等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
力，等辣椒成熟，附近的村民还能来这里务工赚钱。”
常东说，这次朝天椒的成功种植，他获得了很多经验，
接下来要做好服务，帮助群众产业转型，拓宽增致富
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朝天椒“辣”出火红日子

● 王世平在给葡萄种植户讲解技术

一线传真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