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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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岸边淘出“金疙瘩”
新华社记者 邵琨

九曲黄河，蜿蜒奔涌入海前在山东省高青县拐出
一道弯，当地取名“安澜湾”。这片平和的黄河“臂弯”
处，风景秀丽，湿地连片，白鹭成群。

过去，这里是一片盐碱涝洼地，春冬季节沙尘飞
扬，夏秋季节水患内涝，地里只长茅草，粮食收成无几。

近年来，高青县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强化黄河生态
修复和水资源集约利用，借助黄河沿岸沙质土壤多、昼
夜温差大、黄河水灌溉便利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经
济，在黄河岸边淘出“金疙瘩”。

紧邻黄河的常家镇和芦湖街道，借助良好的黄河
水利灌溉条件种植水稻，稻田里同时放养小龙虾、螃
蟹。当地干部介绍，因为有了这些小生命，防治水稻害
虫全部采用物理方法，实现了稻鱼共养，一地多收。品
质优良的有机黄河大米每斤能卖到30多元，实现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高青县芦湖街道芦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
的荷虾立体共养基地里，村党总支书记卢南社提起地
笼，查看小龙虾长势。“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小龙虾，体色
红亮，肥硕鲜嫩，腹白、鳃白、肉白，是黄河优质水产资
源的代表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金疙瘩’。”聊起小龙
虾，卢南社滔滔不绝。

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高青培育出高青大米、高青
西瓜、高青西红柿等15件中国地理标志商标认定的农
产品。高青西瓜、西红柿每斤能卖到20元左右，葡萄、
黄瓜、西葫芦、桑葚等地标产品也广受市场欢迎。

依托修复后的良好生态环境，高青县将百里黄河
逐步建设成一条旅游休闲观光带、乡村振兴带，因地制
宜发展经济，曾经的天然劣势正在变为产业优势，沿岸
群众在黄河岸边淘出了“金疙瘩”。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高青县完成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83.6亿元，
比 2019年增加近 20亿元；2022年高青县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9733元，比2019年净增加近5000元。

进行时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杨凯）“今天参加
了这场培训会后，让我认识到‘一喷多促’在玉米种植
当中发挥的作用，对我们以后种植玉米有很大的帮
助。培训结束后，我会告诉我们村的种植户，以后种植
玉米的过程中要注意科学用药，确保大家都能有个好
收成。”延川县贾家坪镇磨义沟村党支部书记霍永强
说。

近日，延川县秋粮“一喷多促”保丰收工作现场推进
会在贾家坪镇马家湾村举行，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
植保站及各街镇农业分管负责人、业务干部、种植大户
等参会，现场观摩并学习“一喷多促”技术，了解当前秋
粮重点工作。

据了解，“一喷多促”是秋粮作物中后期生产技术，
是利用大型农用无人机对玉米等主要秋粮作物喷施叶
面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的作业形式，能有效
减少田间作业次数，降低生产成本，一次作业实现多重
功效。同时，它还对延长叶面功能，提高光合作用，促
进玉米补充营养、保粒增重、防治病虫害、提高抗击能
力起到一定功效，促进壮苗稳长提单产，为秋粮增收提
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们植保站将继续对全县大面积玉米进
行统防统治，确保10天内完成全县玉米的喷防任务。”
县植保植检站站长李晓明说。

“一喷多促”咋实施 现场培训学技术

小康梦圆

他力量乡村振兴

● 吕会刚（右一）查看产业发展情况

“现在咱们的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表
都已经安装好了，下一步就等通气了。”近
日，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第一书记吕会
刚在村里入户走访，查看村民家中天然气
设施的安装情况。

今年47岁的吕会刚是洛川县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2021年7月，
由单位派驻到京兆村当第一书记。到村
后，吕会刚十分关心村民的生活，经过前
期调研、多方协调，从去年开始在村里实
施天然气入户项目，全村 180多户 956人
受益。

“村上统一开通天然气，既能节省能
源又环保，最快下个月我们就能通上气。
通气以后，我就给家里安装暖气，暖暖和
和过个冬。”村民吴宏林高兴地说。

开通天然气只是吕会刚热心为民
办实事的一个缩影。担任第一书记以
来，吕会刚积极入户走访调研，了解村
情民意，制定了村级发展规划，多措并
举开展村级社会治理，创新推行三级网
格员管理，并成立了 5 支志愿者服务
队，京兆村的村容村貌和村风民俗都有
了很大的改善，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明显提升。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吕会刚一直紧
抓苹果产业不放松。为了让村民管理好
2019年新建的120亩矮化密植园，他多次
邀请洛川县苹果局生产办技术员下乡给
果农进行技术指导，组织果农进行集中培

训，切实提高果农的果园管理水平。同
时，积极引导果农进行老旧果园改造，两
年时间里，京兆村新建了350亩高标准矮
化密植园，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村民吴新民家 2019年新栽了 4亩矮
化密植园，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去年果
园初挂果期，每亩地套了3000只果袋，收
入近3万元。

“今年，我的 4亩地套了 2万多只袋，
我大概算了一下，可以收入 4万元，这些
都和吕书记和技术人员的帮助分不开。”
吴新民说。

除此之外，吕会刚以党建工作标准
化引领发展，先后为村上引进了洛川县
长寿豆业有限责任公司、洛川县天川纯
净水有限责任公司、思旺冷库及养羊
场、养猪场等企业。通过产业融合发
展，多渠道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去
年，京兆村村集体收入达 10.76 万元。
该村还建立了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平
台，实现了“一屏观全村、一网管全村”
的管理目标。

“吕书记工作认真扎实，尽职尽责，担
任我们村第一书记以来，切切实实为村里
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京兆村党支部书记
韩文录说。

如今，在村“两委”及吕会刚的共同努
力下，京兆村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村党组织
标准化示范村、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延安
市文明村，吕会刚也先后被授予“优秀第

一书记”“陕西省定点帮扶工作先进个人”
等称号。

眼看着吕会刚的任期就要到了，京兆
村村民对他有万般不舍，吕会刚也对京兆
村和村民依依不舍。

“两年的驻村工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
一段重要经历。我觉得，担任第一书记就
意味着第一责任、第一担当，既然当了第

一书记，就应该为村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提起即将结束的驻村工作，吕会刚感
慨地说，“虽然驻村工作繁杂琐碎，但也给
我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身上沾多
少土，脚底沾多少泥，心中就对群众有多
少真情。驻村工作就要结束了，我将全力
做好交接工作，尽自己所能，继续助力乡
村振兴。”

脚下沾泥土 心中有真情
——记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第一书记吕会刚

通讯员 张敏 王刚 记者 孙艳艳

看小康乡村振兴

眼下，甘泉县漫山遍野的富士苹果园里一片忙碌
的景象。在道镇镇屯里村，张志军正忙着为一颗颗苹
果脱袋。再经过几天的阳光照射着色后，张志军家的
富士苹果将正式进入成熟采摘期。

“我栽苹果树有 5年了，今年是丰产期，果子长得
很好，现在刚下了袋，果子还是金黄色，等过上 7至 8
天，就能变成红彤彤的苹果。”张志军告诉记者，他的果
园今年预计能产果 10多万公斤，以目前的售价，差不
多能卖30多万元。

按照富士苹果种植管理规程，春天时要为一粒粒
刚坐果的小苹果套上纸袋，到秋季成熟期再将纸袋一
个个卸掉。套袋种植模式，不仅隔离病虫害和环境污
染对果体的直接侵害，还可保障水果表面光洁、提升品
质。果体脱掉纸袋，在阳光照射和大气温差的作用下，
可迅速着色且色泽鲜艳。

优渥的生长环境、科学精细的管理体系、高品质的
苹果口感，使得张志军家的苹果虽然还有10多天才能
上市，但已经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洽谈收购。

“我是从宜川县来的，甘泉苹果品质非常好，市场
认可度很高。”客商马南南说，他们收回去的苹果主要
销往无锡、广州等地的大型商超和精品水果超市，可以
说是供不应求。

在果园，甘泉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也
在指导果农进行除袋上色期作业。近年来，县果业技
术服务中心加大技术服务力度，指导果农科学化种植、
现代化管理，提高了果品整体质量，有力促进了果园更
新和果农增收。据了解，甘泉县今年共有5000亩早熟
富士进入了除袋上色期，预计产量可达 5000吨，仅早
熟富士苹果预计收入可达3500万元。

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石宏泉介绍说，针对
早熟弘前富士苹果的去袋、采摘、销售，他们将组织技
术人员到全县各个果园进行技术指导。同时，积极联
系客商，帮助果农销售苹果，让好苹果卖上好价钱。

早熟富士香满山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杨辰毅

小鱼竿“钓”起大产业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段庆茹

近年来，黄龙县石堡镇立足高速公
路穿境而过的区位优势和青山环绕、绿
水相拥的生态资源禀赋，聚力打造黄龙

“渔业休闲小镇”，发展渔业休闲产业，努
力构建多元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赛事“破圈”，催动流量“加持”

漫步在渔业休闲小镇现代休闲垂钓基
地内，微风迎面而来，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举目眺望，蓝天、青山、绿水尽收眼底。

“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比赛，风景宜
人，比赛精彩，是当之无愧的钓鱼宝地。”
前来参赛的钓友们对现代休闲垂钓基地
连连称赞，一些参与直播赛事的钓友更
是成为了梁家河村的“代言人”。

今年以来，12场垂钓赛事在石堡镇
梁家河村的渔业休闲小镇火热开竿。“平
均一场赛事有300个钓位，1个钓位有两
名钓手，还有些钓友携三五好友，带着家
人一同前来。加上本地及周边县区也有
许多游客慕名观赛，仅一场赛事，就能为
我们小镇引来游客 2000余人次，人流量
大了，发展机遇自然也多了。”副镇长陈
剑介绍说。

据了解，石堡镇的赛事举办期间，旅
游景点人气高涨、住宿一房难求、饭店家
家客满，掀起“跟着垂钓去旅游”的新热
潮，全方位释放垂钓赛事的更大效能，赛
事成为了乡村旅游的新动能、拉动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把握机遇，激活致富“密码”

赛事聚集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
梁家河村村民蔡凤梅从前年开始办

比赛时就摆摊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现
在已经成为了钓友们的“老熟人”。

“一听说村里又有比赛，我就提前做
好凉皮和牛筋面，再带上泡面、饮料，一
天下来，毛收入有 1000多元呢。”蔡凤梅
骄傲地说。

像蔡凤梅一样搭上赛事经济“快车”
的村民并不在少数。近年来，梁家河6户
村民围绕垂钓赛事发展起了农家乐。而
利用近郊的区位优势，该镇安善村的农
家乐也是办得“有声有色”。

走进安善村安仪组的“千岛湖”农家
乐，让人不禁驻足，别具一格的门楼装饰
更增添了几分韵味。“安善村作为黄龙渔业

休闲小镇和城区的‘衔接区’，为发展农家
乐打下坚实基础，赛事期间更是‘一饭难
求’，连带着村里的豆腐也更加畅销了。”安
善村党支部书记邹小平喜笑颜开。

赛事搭台引流，吉家河村村民也把
握赛事引流的机遇，发展起了民宿经
济。目前，全村共有 7处民宿投入运营，
赛事期间一房难求。

走进吉家河民宿小院，干净整洁的房
间、花草相伴的院落、充满民俗风情的凉
亭，每一处都吸引着游客。“这里山绿水美、
安静惬意，推窗见山、出门看景，还能观看
扣人心弦的垂钓赛事，老板的热情和细心
更是让出游在外的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女士满是欣喜。

民宿、农家乐、摆摊经济，越来越多
的群众镶嵌在产业链上，致富“密码”逐
步激活。观看一场赛事、品尝一顿农家
饭、住一晚村庄里的小院民宿，沉浸在娴
静的美好时光里。

干群一心，同谱振兴“新曲”

“通过驻村干部的线上宣传，我们民
宿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最近天天都是满

房的状态。”吉家河村的民宿经营者邢小
凤十分感谢村干部的宣传。

村民开始经营民宿时，吉家河村驻
村干部曹鹏便开始谋划如何帮助大家将
民宿经营好。“要想民宿生意火爆，那必
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有民宿。”曹鹏找
到突破口，便利用自己刚做起来的抖音
号“驻村小曹”开始宣传。视频里既有民
宿老板介绍房间，也有游客分享感受，为
民宿吸引来了一大波流量。

当有游客登记入住时，曹鹏和其他
村里的干部便前来帮忙，一边搬着行李，
一边介绍着各旅游景点。“这里不论是老
板还是村干部都很热情，让我们有种宾
至如归的感觉。”游客纷纷表示。

曹鹏说：“很多网友通过抖音号向我
咨询民宿，看到民宿生意火爆，又能为村
里的发展作点贡献，让我很有成就感。”

风景为媒，产业为介。在全镇上下
的努力下，“一日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
赛，多人旅游”的赛事旅游不断升温。同
时，赛事搭台、旅游唱戏、干群一心，“一
池育一村，一村带一镇，一业富一方”的
经济社会效益也在逐步彰显。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走进宝塔区
姚店镇下童沟村曹小龙家的富硒葡萄园
里，在阳光的照射下，一串串紫水晶似

的、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长势喜
人。眼下，葡萄园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采摘季，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前来采摘品

尝。
曹小龙是下童沟村的村民。2019

年，他成立了延安正远大地创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建立了葡萄采摘园，打造了

“正远大地”葡萄品牌，开启了他的农村
创业之旅。该葡萄园主要以“巨峰葡萄”
为培育品种，由于日照充足、管理到位，
葡萄口感好，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去
年，曹小龙了解到富硒产业已经成为最
具特色、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经济效
益较好的产业，便也着手开始发展富硒
葡萄，开拓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去年，市农业农村局调研员来我这
里调研，向我介绍了富硒肥和种植富硒
农产品的优势。之前，我也了解过富硒
农产品，所以就购买了富硒有机肥和富
硒营养剂，研究种植富硒葡萄。葡萄要
达到富硒标准，每亩要施 5袋富硒有机
肥，葡萄坐果后，叶面至少喷 3次富硒营
养剂，每次间隔15天左右。目前，我的富
硒葡萄种植面积有3亩多，每到挂果期就
会进行疏果，将亩产量控制在 1500公斤

左右，这样产出的葡萄含硒量和品质都
比较高，同时色泽亮、口感好，而且价格
上会高于普通葡萄。今年，我预计收入
能达到 15万元左右。接下来，我还打算
进一步扩大富硒葡萄种植规模，让更多
的人可以吃到美味香甜、健康的富硒葡
萄。”提起自己的收益，曹小龙的喜悦溢
于言表。

物以“硒”为贵，硒是人体重要的微
量元素之一，具有防癌抗癌、延缓衰老、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今年以来，姚店镇
紧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目标任务，积
极迎合市场导向，围绕“富硒”理念，转变
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富硒产业，打响富硒
特色品牌。

姚店镇镇长白永强介绍说：“目前，我
们已科学规划了富硒苹果、富硒蔬菜等农
作物，不仅能提高农产品的自身价值，还可
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下一步，我们将着力
在打造富硒品牌、拓宽销售渠道、促进群众
增收上下功夫，进一步延伸富硒产业链条，
为农民带来增收新‘硒’望。”

葡萄棚里有“硒”望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李旭

● 曹小龙的富硒葡萄挂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