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熟苹果抢“鲜”上市
果农乐享丰收喜悦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党静 寇云）又是
一年果飘香，黄陵县早熟苹果迎来了成熟时节。8月
23日，记者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苏家险苹果
示范基地，枝繁叶茂的果园满眼翠绿，枝头上那一颗
颗苹果鲜红油亮，微风吹来，果香扑鼻。田间地头，一
筐筐刚采摘的鲜美苹果整齐摆放，务工群众正忙着采
摘、装箱，尽是一派丰收的美景。

黄陵县乔山街道苏家险村村民卢明春说：“我家
果园种的是晚熟品种，现在是早熟苹果‘巴克艾’上市
的时候，所以我把自己家的农活做完后，就来这干点
零活。‘巴克艾’上市早，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明年我也
打算种一些。”

卢明春口中的“巴克艾”是嘎啦苹果的新品种，它
的着色时间比其他嘎啦品种着色要早一周左右，采收
前果实着色可达90%以上，相比于其他嘎拉品种，“巴
克艾”的色泽更艳丽，口感更香甜。

“今年我们基地亩产可以达到1200公斤左右，采取
‘分级分价’销售机制，我们将挑选出15%的优质苹果用
精品礼盒包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销售的方式走高端
水果市场；同时，我们还准备运输到苏州、上海、深圳，找
当地连锁超市进行销售，让老百姓可以尝到最先成熟
的延安苹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苏家险苹果示
范基地的负责人李兴年介绍道。

近年来，黄陵县利用苹果上市的时间差，发展早
熟苹果，错峰上市，为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同时，通过大力实施以新品种、新技术、新主体、新模
式、新装备为概念的“五新”果园，指导果农科学化种
植、现代化管理，全力促进果园更新、果农增收。

围网、分鱼、装袋……在吴起县边塞蓝
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捕捞工人缓缓拉起
渔网，平静的水面开始沸腾，网中鱼群奋力
摇摆身子，呈现出一派水美鱼肥的美好场
景。

近年来，吴起县周湾镇深入贯彻“两
山”理念，立足自身天蓝、水清、山绿的资源
禀赋，以渔业生产为载体，打造渔业公园，
持续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招商引资助推渔业市场化

“结合周湾镇的水资源优势，镇党委、
政府积极牵线搭桥，引进民营资本投资，于
2020年7月成立吴起边塞蓝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发展生态渔业养殖。”周湾镇人大主
席尹胜鹏分管招商引资工作，他见证了水
产养殖项目落户周湾镇背后的故事。尹胜
鹏感慨道，养殖基地是从无到有，一点一点
建设起来的。

边塞蓝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位于吴
起县周湾镇周湾村，是周湾镇党委、政府
立足广袤水库和丰茂林草资源禀赋，按照

“优化环境抓招商、强化服务引龙头、深化
融合促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招商引资
方式引进民营资本 600余万元打造的“水
下鱼虾蟹、林下鸡鸭鹅”大型“两下”养殖
示范基地。

现如今，已发展网箱养殖 1.6万平方
米，引进金鳟、中华鲟、鸭嘴鲟、娃娃鱼等名
贵品种 15种，规模养殖鲤鱼、青鱼、白鲢、
花鲢、蟹、虾等 500余万尾，基地年产值达

400万元，带动就近农户稳定就业 6人，群
众劳务增收30余万元。

林下养殖推动品牌精品化

周湾镇始终坚持打造特色品牌、提升
产品价值，协助企业注册“边塞蓝湖”产品
商标，支持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现在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在
网上购物也想看看你的产品是不是‘牌子
货’,公司自从拿到了自主商标，市场反响

越来越好。”企业负责人屈殿虎告诉记者，
为了进一步提高“边塞蓝湖”的品牌综合竞
争力，公司全方位突出生态养殖，在发展渔
业养殖的基础上还大力发展林下养殖。

企业有想法，政府有办法。周湾镇党
委、政府多方协调联系，帮助企业拿下林地
承包事宜，并配套生产道路、电力、围栏、绿
化等基础设施，落实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
发展各项优惠政策，使企业实现了留得住、
稳下来、强起来的转变。

当下，养殖基地的林下养殖业已形成
规模，养殖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养殖鸡鸭
鹅共计 5000余只。企业通过科学饲养管
理，打造无公害、绿色品牌，以优质、特色品
牌产品赢得市场。

垂钓餐饮促进产业多元化

为不断放大渔业养殖带动效应，全力
打造周湾经济发展新引擎，周湾镇把特色
渔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通过在示范基
地设置休闲垂钓区、民俗餐饮区等功能布
局，配套观光码头、移动钓鱼台、游船等设
施，形成养殖—垂钓—餐饮产业链，不断解
锁渔业新功能。

边塞蓝湖景区负责人郝海宏告诉记
者，“自从边塞蓝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建成
以来，景区的游客也翻了一番，喜欢钓鱼的
和喜欢吃鱼的在去基地之前，大多都会先
来景区玩一玩，水产养殖基地的建成极大
地提升了旅游体验。”

此外，养殖基地还适时开展钓鱼大赛、
美食品鉴等活动，与村集体经济企业——
周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展的边塞蓝湖景
区，蓝湖绿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发展的现
代农业园区，建立了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
形成了“三企”互助互补互促的局面。

如今，周湾镇边塞蓝湖水产养殖基地，
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将休闲垂钓、观赏旅
游、生态养殖以及餐饮美食等产业与渔业
有机结合，打造渔业公园，铺就乡村振兴新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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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渔业公园——

青山绿水凭“鱼跃”乡村振兴添“引擎”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张娜 雷声楠

● 游客在边塞蓝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钓鱼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刚
张敏）“你好，我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请
问您对凤鸣巷现在的道路环境感觉咋样？”
近日，洛川县城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县城
凤鸣巷，就居民区环境卫生整治问题进行
入户回访。

“原来这道路真的是‘水泥路’，一下雨
全是水和泥，污水也没有地方排放，垃圾到
处乱倒。”凤鸣巷住户马春荣说道，“现在道
路硬化了，污水有地方排了，绿化也搞得比
较到位，居住起来舒心多了。”

近年来，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为
适应新形势下服务居民新需求，大力推行

“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党员接单，爱心存
单”的“四单制”工作模式，凤鸣巷环境整治

就是“四单制”工作模式下的生动实践。
凤鸣巷原先由于前期建设问题，绿化

带内建筑垃圾堆积，原有绿化被破坏殆尽，
已经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生活。城市社区
服务中心接到反映后，工作人员采用“四单
制”工作模式形成任务清单，东关社区在职
党员陈西林果断接下“派单”。

“今年去社区认领任务，看到有凤鸣巷
的任务单，我就积极主动认领了这个任务。”
陈西林说，回来以后他就和住户聊天唠嗑，
收集意见和建议后，及时反映给社区。

了解到居民们的意愿后，社区工作人
员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将凤鸣巷居民区环
境整治列入洛川县 2023年县城绿化集中
改造项目，及时清运堆积垃圾，并对绿化带

进行了重新绿化，整体环境卫生得到了有
效改善。

“我们对堆积的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
重新绿化栽植各类树木60余棵，绿篱7200
余株，种草 1500 平方米，总体绿化面积
2100平方米。”洛川县林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文斌说。

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四单制”
工作模式，有效整合辖区社会力量，合力解
决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全方位、全流
程征集、转办居民需求，及时跟踪问效，让
党员唱主角，居民当评判，确保“凡事有交
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着力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

截至目前，全县社区居民累计点单

2691项，归类汇总后制成任务清单共1572
项，由所属辖区内在职党员认领接单，目前
已全部妥善解决、梳理存档。

“在职党员向社区报到认领任务制度
运行以来，我们运用‘四单制’模式服务居
民，通过居民点单、网格员入户走访等形
式，对居民反映的热难点问题进行搜集整
理、分类归并，并结合在职党员从事职业、
兴趣爱好、技术特长、居住小区进行派单，
在职党员认真完成认领任务后，将完成情
况及时反馈社区，这样增强了在职党员支
持、配合、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自觉性、积
极性、主动性，同心共建社区幸福家园。”洛
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
郭宁说。

居民“点单”说问题 党员“接单”解难题
洛川县推行“四单”治理新模式打造幸福新家园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张龙
杜程政 姬存伟）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
的季节，在子长市李家岔镇石灰岔村大台
峁村果农井增德的桃园里，一棵棵桃树郁
郁葱葱，一个个粉扑扑、水灵灵的桃子挂满
树梢，让人垂涎欲滴。

走进井增德的桃园，阵阵果香扑面而
来，圆润饱满的鲜桃挂满枝头。井增德和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筐、搬运，一幅繁忙
丰收的热闹景象。

井增德介绍，他一共种了 60余亩鲜
桃，去年仅桃子就卖了20多万元。

“桃子根本不愁卖，提前打电话订购的
很多，今年已经卖了3万多元，现在每天就
是抓紧时间采摘，当天采摘当天就能卖
完。”井增德乐呵呵地说。

李家岔镇石灰岔村党支部书记张云介
绍，大台峁村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光
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无工矿污染，
空气清新，为桃子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加之桃园精细、科学的田间
管理，结出的桃子皮薄肉厚，甜度高、品质
好，备受消费者青睐。目前村上共发展鲜
桃100余亩。

大台峁村的鲜桃成熟了，也出名了，慕
名前来采摘的人很多。在果园里，游客们
提着果篮穿梭在桃林间，采桃子、品鲜果，
体验采摘的乐趣。“这里的鲜桃果形饱满，
个头大核小，果肉细腻，我每年都要来买十
几箱，带给我的亲戚朋友们。”驱车前来采
购的南先生说。

大台峁的鲜桃不仅甜了游客，也为村
民增收开辟了新的渠道，桃园在丰收旺季
吸收周边数十位村民务工，也带动了附近
的村民就业增收。

大台峁的鲜桃产业是李家岔镇大力发

展产业的一个写照。近年来，李家岔镇紧
紧围绕“红色党建引领、绿色产业支撑、文
化旅游带动、生态环境保障”工作思路，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鼓励引导农户
进行蟠桃、鲜桃、蟠枣等特色种植，助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真正走出一条产业融
合、联农带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实现乡
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李家岔镇一级主任科员赵丁峰说：“下一
步，我们将积极协调农业部门，加强技术指导
和服务，进一步提升果农种植管理技术，拓宽
销售渠道，让每一颗鲜桃都卖出好价钱。”

百亩桃园果飘香 观光采摘正当时

8月 22日，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
程学院师生来到延安火车站开展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就铁路发展历程与运
营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师生们表示，
此次活动不仅让他们学到了许多知
识，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延安精神的深
刻含义。在今后的学习中，将会理论
联系实际，更加努力学习，做新时代延
安精神的传承人。

记者 李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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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穆海宏）夏末秋初时节，黄陵
矿业双龙煤业所在子午岭山区降雨频次逐渐增多。
为确保矿井安全生产不受影响，该矿迅速行动，精准
部署，主动防御，全力以赴保障汛期安全生产。

“沮河护岸工程完工后，可以有效应对大流量的
洪水通过，再也不会对矿区和岸边的居民安全造成威
胁。”正在该矿沮河河道改造工程现场工作的该矿地
测部工作人员吴博说。

走进该矿沮河河道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挖掘机、
水泥泵车来回穿梭，一派忙碌景象。为保障汛期安
全，该矿及时对施工方案进行了科学优化，将施工重
心移至河道两岸的护岸施工，将原计划的两岸先后施
工变为河道两岸同时进行施工，调配增加了挖掘机、
装载机等施工机械10余辆以及施工人员数量，努力克
服河床不平以及河水流量大等问题带来的影响，确保
工程能够保质快速推进。截至目前，已经提前完成规
划的河道两岸护坡基础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汛期水
流量增大带来的安全隐患，为矿区和周边群众的汛期
安全筑牢了“安全堤”。

同时，该矿提前对位于山坡地带的瓦斯泵站周边
环境进行综合研判，摸清了周边坡度、土壤、植被等实
际情况，平整了部分山坡，按照井下施工工艺标准进
行锚杆锚索施工后，再进行水泥喷浆固定，顺利完成
了加固面积约 600平方米，全力保障汛期瓦斯泵站的
安全生产不受影响。

“秋季山区降雨量较大，我们要始终绷紧安全弦，
精准部署，积极应对，始终坚持预防为先，做到未雨绸
缪，有备无患，全力以赴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平稳有
序。”该矿经理仲照海说。

本报讯（记者 白雪 通讯员 缑萌萌 雷思萌）
“大家要注意，修剪跟果个大小关系大着呢。你们看，
装小条子就不要装那么多土，扣住这个树枝，一扭一
转就挂上了，也不容易掉……”近日，在洛川县交口河
镇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建矮化密植果树管理技术
轮训会上，县生产办主任王晓东向现场的果农示范修
剪、拉枝，讲解果业知识，为果农答疑解惑。

据了解，本次轮训面向京兆塬上9个村，参训人员
包括自2019年以来新建矮化密植园农户、镇经济综合
服务站技术员、果业合作社成员等，共计480名人员参
加此次轮训。

“多亏镇政府组织了这次培训，刚才听了王主任
的讲解，我收获很大，增收的信心倍增。”京兆村果农
韩文录说。

一堂讲解课完毕，轮训现场果农个个热情高涨、
摩拳擦掌。他们手持剪刀和拉枝绳，各显身手，开始
果树拉枝“表演”，引来围观群众的加油喝彩，场面热
闹非凡。

“来参加培训能认识更多的务果高手，学习别人
的手法、技术和方法，争取让自己也能成为务果能
人。”水渭村果农郝水荣说。

经过激烈紧张的角逐，塬上 9个村各评出村级务
果能手1名，随后9名村级务果能手将参加镇级比赛，
角逐镇级务果能手称号。

“此次轮训，既是对全镇果农管理水平的一次大
检阅，也是全镇果农互相交流学习、不断提升果园管
理水平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广大果农争当知识型、
创新型的新型职业农民意识，对于推动全镇苹果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交口河镇镇长晁小
伟说。

改造矿区河道 筑牢安全堤坝

农技培训“面对面”
服务群众“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