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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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看小康走进乡村

他力量乡村振兴

眼下，在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石板稻田”
长势良好，微风拂过，稻浪滚滚，美不胜收。再过不
到一个月时间，水稻便可大范围收割。

宁安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拥有世界珍稀的石
板田 8.5万亩。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售
经理陈雨佳告诉记者，“石板大米”生长在万年前火
山喷发后形成的熔岩台地上。火山灰、腐殖土带来
丰富的矿物质、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镜泊湖水自然
流淌灌溉，加之昼夜温差较大，造就了“石板大米”
的优秀品质和口感。

1989年出生的陈雨佳，是土生土长的上官地村
人，这里位于“石板大米”的核心产区。以前还在当
老师的她，假期在外地旅游时发现，货架上很多大
米都能卖出精品价格。

“那时候就在想，我家乡的大米也很好吃，是不
是同样有市场，这样乡亲们也能有更好的收入。”再
三考虑下，陈雨佳内心的乡土情结被激活，她辞去
了城里的工作，投入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一名返
乡创业“新农人”。

刚回村的时候，陈雨佳也是“从零开始”，她与
村民一道，探索更为科学的种植模式。“以前大家种
地多依靠经验，这样给产量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于
是，她努力学习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从种植到田
间管理等各环节，让影响稻米生长的各种因素数字
化、可视化。就这样，陈雨佳带领合作社搞集约经
营，推进“石板大米”高效、绿色种植。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实现这个目标，敢想
敢做的陈雨佳主动研判消费市场新需求，创新营销
模式，创新性推出“庄主认种”“粮票定制”等服务，
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广家乡农产品，拓宽了销售
渠道，实实在在提升了“石板大米”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记者近日在位于上官地村的稻米公园看到，成
片的稻田与宁安玄武湖构成一道靓丽风景，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游玩观赏。依托特色“石板大米”产业，
这里打造成集旅游、度假、娱乐、研学、农事体验等
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综合体。

据介绍，近年来，上官地村建设了稻田景观栈
道、风车水车公园、烧烤广场、沙滩浴场等多个景
点，同时配套开发特色民宿，将村内闲置民房统一
租赁、统一装修。去年，村里还增设稻田观光小火
车游览项目，推行小龙虾稻田养殖项目，实现“一田
多收”，为农户增收拓宽路径。

如今的上官地村，“石板稻田”里种出了“致富
经”，乡村振兴活力澎湃。据了解，通过资源合理统
筹利用，上官地村及周边村屯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我们将继续推进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努力把家乡的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陈雨佳
说。

“石板稻田”里种出“致富经”
新华社记者 刘羽佳 刘赫垚 杨琪

金秋满目丰收图景，吴起大地五谷
丰登。时值 9月，吴起县庙沟镇的沃土
上，千亩打瓜喜获丰收，放眼望去，满地
都是“金蛋蛋”。

在庙沟镇三合掌村种植户杨再霞
家的打瓜地里，一个个色泽金黄、圆润
饱满的打瓜铺满地面、即将采收。天气
晴好，杨再霞正忙着在地里查看打瓜的
成熟度，以便联系客商带上采收机上门
收购。

“我家承包了村里的土地，一共种
植了80多亩打瓜，今年收成还可以。按
照目前每公斤16元的价格来算，我今年
估计能收入4万多元。”杨再霞说。

杨再霞是村里的种植大户。在种
植过程中，她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机
械化采收的方法，节省了人力、物力。
今年，杨再霞家的打瓜品质优、产量高、
效益好，看着自家的打瓜喜获丰收，杨
再霞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她告诉记者，
明年她还要继续承包土地，扩大种植规
模，增加收入。

据了解，打瓜属于喜温耐热的一年
生植物，庙沟镇地处吴起县西南部，是典
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海拔高、光照

足、温差大、病害少，自然条件非常适合
打瓜生长，生产的打瓜子品质好，深受客
商青睐。如今，该镇正在逐步形成良好
的产销链，产品远销省内外市场。

近年来，庙沟镇不断加大种植业结
构调整力度，结合市场进一步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作物种
植，持续增加群众收入。今年，全镇大力
发展打瓜、荞麦等特色产品种植，增加农
户收益，打造了以走马城、三合掌为“轴”
的两个千亩打瓜种植示范带，以走马城、
大岔、曾岔、中台为“翼”的万亩饲草料供
给示范带。该镇还完成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 2000亩，种植玉米 6000亩、大豆
3000亩、油料作物 2000亩、马铃薯 3000
亩、饲草料1万亩、荞麦1万亩。

为保证农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庙沟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通过积极对接、了
解，让内蒙古金瑞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为镇上种植户提供打瓜种子，并与种植
户签订了销售订单，让种植户吃下了

“定心丸”。
目前，全镇集中连片种植打瓜 2985

亩，已经全部成熟，预计9月底进行打瓜
采收。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张
敏 王刚）近日，在洛川县黄章便民服
务中心尧头村上草地组的项目建设施
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地进行地暖管
道铺设。

正在建设的尧头村是黄章乡村振
兴示范村，原旧村占地面积 161亩，全
组 109户 126院，除去搬迁村民，常住村
民有 40多户。由于地处低洼地带，持
续强降雨导致该村不少窑洞滑塌成了
危窑，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经过前期调研和走访村民，群众
大力支持我们村进行新农村修建。”尧
头村党支部书记李刚说。

拆除旧村，统一规划，建成后的新
村共有 8排，每排 6户，共计 48户。除
了巷道硬化、水电入户、亮化绿化一步
到位，还建有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
广场，11月底完工后，将彻底改善村民
的居住条件。

“我们对新村建设很满意，改善了
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周边村子
的人都来参观，竖起大拇指夸好。”村民
段继录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在元桌村，巷道硬化项
目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混凝土浇

筑过的路面干净平整，通向村民家门
口，全长共计 1.8公里，受益群众 84户

373人。
“村上以前的路坑坑洼洼，我们

出行很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村
容村貌变美了，生活环境变好了，我
们的心情也舒畅了。”村民田新贵
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章便民服务
中心坚持“政府指导、群众自愿、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的原则，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村组巷硬化和亮
化、绿化项目。该中心先后投入 898.9
万元，硬化 4个村 7个小组的 1.65万米
巷道，投资 69.07万元实施 3个村亮化
和绿化工程，同时不断加大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等重点项目。

黄章便民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
任任杰表示，中心还将继续加快村庄道
路硬化、亮化、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推动环境治理全面化、村容村貌优质
化，健全完善乡村建设长效机制，着力
优化宜居宜业生活环境，打造业兴民
富、村美人和的现代化乡村，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椒香四溢富农家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呼强

眼下，恰是花椒丰收的季节。在延
长县雷赤镇凉水岸村，只见房前屋后、沟
沟沿沿、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粒
粒油亮饱满、色泽艳丽的花椒缀满树梢，
微风吹过，浓郁鲜麻的椒香味扑鼻而来。

“大伙儿加油干，再加把劲儿……”
在凉水岸村黄河岸边的椒园里，椒农冯
志康正扯开嗓子喊道。他和工人正趁着
晴好天气，在花椒树丛间忙碌着，一簇簇
颗粒饱满的花椒转眼从沉甸甸的枝头落
进了篮子里。

“我种了 40多亩花椒，1亩地能产
100公斤左右，1公斤能卖 40元左右，这
个效益还不错，比种其他农作物强多
了。”冯志康喜笑颜开，一边采摘花椒，一
边盘算着今年的好收成。

花椒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田间
管理和采摘是全手工劳动，需要大量劳
动力，特别是到了花椒采摘季节，最是
繁忙和辛苦。为抢抓花椒成熟期，完成
采摘工作，冯志康雇用了几个“采摘能
手”。

“每摘一斤花椒，我能挣2.5元，一天
下来就能挣 200多元，可以贴补一些家
用，我觉得挺好的。”采椒人刘志莲是安

沟镇林瓦村苹果种植户，正值农闲时节，
便来到凉水岸村摘花椒，贴补一些家用。

小小花椒树，百姓的“摇钱树”。据
凉水岸村党支部书记冯志安介绍，花椒
产业是该村的主导产业，主要品种是大
红袍，全村共有2500多亩，今年1斤能卖
到 20元左右。“花椒是我们村民致富路
上的好帮手。”冯志安高兴地说道。

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基础。近年来，
雷赤镇立足独特的地域优势，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特色花椒产业。目前，全镇共种植花椒
2.7万亩，特色花椒产业已经成为该镇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一幅天
蓝、树绿、水清、果香、民富的特色花椒产
业发展盛景正在这里逐渐展现。

雷赤镇凉水岸村包村干部赵琪
说：“今后我们将加大扶持力度，进一
步加强品种改良，积极协调对接农业
相关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提升
花椒的产量和品质，推动花椒产业提
质增效，奏响乡村振兴的‘椒’响曲。
让村民依靠花椒产业，钱包越来越鼓，
生活越来越红火。”

村庄建设美 群众心舒畅

打瓜熟了满地“金”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温巧莉 樊俊虎

进行时乡村振兴

● 尧头村新貌

● 气象局工作人员为果农讲解气象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闫婷 惠永强） 8
月 17日，富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深入交道镇白家村苹
果示范基地，针对近期出现的持续高温天气开展早
熟苹果“直通式”气象服务，助力果农增产增收。

当日，工作人员在果园仔细察看受高温影响早
熟苹果嘎啦的长势、挂果量、苹果成熟和着色情况，
测量苹果果径大小，并对前期气象条件对果树生长
的影响、病虫害发生情况等进行了详细了解和记
录。了解到目前早熟苹果处于成熟收获期、整体长
势良好，工作人员建议果农密切关注气象灾害监
测、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拉遮阳网、合理灌溉等
方式，避免早熟苹果受高温日灼伤害，影响果品质
量。结合未来天气特点，气象工作人员还为果农讲
解了如何规避大风和冰雹、高温等不利天气对苹果
采收的影响，如何选择适宜的时间进行卸袋等气象
科普知识，方便果农参考安排农事活动，并为果农
送上防灾减灾书册，助力果农增产增收。

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实际调研情况
为基础，收集特色农业农产品和种植农户的相关气
象需求，定期制作《果业气象服务信息》，提高气象
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为早熟苹果丰产丰收
提供气象保障。

气象服务助农增产增收

● 椒农采摘花椒

● 打瓜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