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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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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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力量乡村振兴

把件件实事办在村民心坎上
——记宝塔区枣园街道上砭沟村第一书记景延桦

记者 刘小艳

“景书记，专家啥时候再来给咱们做
培训啊？”

“景书记，村上饮水的问题解决了，
以后咱们的产业该怎么发展？”

…………
如今，在宝塔区枣园街道上砭沟村，

村民不管有点啥事，都习惯找他们口中
的“景书记”景延桦。

“既然来驻村，村民的事我就不能袖
手旁观。大伙儿期盼的，就是我需要做
的，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2022年 11月 1日，景延桦被市
科协派驻到宝塔区枣园街道上砭沟村担
任第一书记，从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
要多为上砭沟村办实事。

驻村一年多来，景延桦始终将群众
的“急难愁盼”当成自己的问题来解决，
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村民口
中的“自己人”。

饮水难是上砭沟村一直以来存在
的问题，该村原有的 4个水塔储水量已
无法保障农户家庭用水。为此，今年 8
月，景延桦组织村“两委”班子召开饮水
安全专题会，与水务局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杰共同商议解决饮水问题，决定为上
砭沟村两个村民小组开通自来水，解决
吃水难问题。会后，景延桦与村“两委”
班子立即邀请市水投公司来上砭沟村
调研，经过多番协调，最终将上砭沟村
并入市自来水管网的事情敲定下来，并
及时跟进推进情况。一个月后，自来水

饮水管道就铺设完成，并在 11月月底
前，完成了上砭沟小组和沙马坪小组的
入户水表安装工作。从此，上砭沟村吃
水难和间歇性断水成为历史，全村 242
户 670人终于吃上了放心安全的自来
水。

“既然驻村了，就要把自己当成村里
的人。”驻村任职伊始，景延桦就积极转
换角色，主动联系单位党支部将党员关

系转到上砭沟村党支部，努力融入这个
“大家庭”。在详细调研了解上砭沟村村
情村状后，他结合实际需求，积极沟通协
调后方单位延安市科学技术协会，多次
组织支部共建联建活动，为村里办实事、
解难题。

景延桦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
建工作作为第一要务抓紧抓实抓好，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示范作用，从严从实抓
组织，有力有效促发展，助力上砭沟乡村
振兴再提速。

今年8月初，沙马坪小组弓棚种植户
李建军的大棚葡萄大面积成熟，产销对
接渠道受阻，水果出现滞销问题。景延
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紧急联系媒体进
行报道，并拍摄照片、制作视频，动员身
边的朋友、同事、亲人利用个人社交账号
进行转发宣传，同时对接市内各大水果
超市上门收购，第一时间解决了葡萄滞
销问题。

为提升村里大棚种植户栽培技术，
景延桦多次协调市科协联系农业专家，
就村上选种选地、种子处理、播种定植、
光温管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示范讲解和现场解答，帮助
群众在确保产量的同时，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

“种植大棚，技术非常关键。以前我
们都是自己摸索，经过专家的专业培训
后，解决了不少平时不懂的问题，我们的
农产品产量、品质都提高了，收入也增加
了。”大棚种植户束小平说，“这些都要感
谢景书记，他为村上做的每件事，都办在
了我们的心坎上。”

如今，上砭沟村产业发展顺利，村民
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景延桦的干劲
也更足了：“我还要更加努力，竭尽所能
为村民多办事、办实事，让大家的收入越
来越高，把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今年种植的水稻丰收了。下
一年，我们还要扩大种植面积 150亩，努
力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看着颗粒归仓
的稻子，黄陵县店头镇潮塔村党支部书
记麻园林喜不自胜。

潮塔村的产业发展，离不开黄陵矿
业一号煤矿的倾情帮扶。

潮塔村位于店头镇以南，桥山子午
岭腹地，距离镇中心23公里处，辖区面积
10平方公里，村辖 5个组 298户 1054人，
耕地面积1458.81亩。该村人多地少，是
一个群山环绕、依山傍水的静谧古村。

自 2019年以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与潮塔村结成精准帮扶对象，先后成立
了扶贫攻坚小组、乡村振兴小组，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到村帮扶，矿上领导班子成
员主动与 20户贫困户结“亲戚”，积极出
点子、找路子、想法子。他们通过流转土

地，发展现代新型农业，提供信息、技术
及物质等各方帮助和支持，推广稻渔共
作模式，既能种植，又能养殖，一水多用，
一田多收，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享受到
不少红利。

村民赵刘朱家有6亩地，撂荒了好几
年。在村里流转土地时，他就以自己家
的土地入股，自己在外专心搞运输，闲暇
时在合作社干零活，一年额外能挣2万多
元的务工费，这让他很是满足。“现在，我
的地也不怕撂荒了，一年下来不仅有分
红，我还能挣工资。”赵刘朱说。

近年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以提高
水稻质量为目标，出资40万元，积极协助
潮塔村打造绿色生态大健康的水稻种植
基地，因地制宜开发探索出适宜当地的
兴农模式，以“政府+项目团队+合作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采用

“良种+良法”的种植技术，推广稻渔综合
种养。通过该模式，潮塔村突破了靠天
吃饭的“瓶颈”，水稻亩产从250公斤提升
到400公斤。

“村里地肥水清、日照充足，施的是农
家肥，产的稻米油润劲道、富含矿物质，是
绿色有机产品。我们的米从唐朝一直到
元明时期，长期享誉‘皇家贡米’的美名，
普通稻米市场价每公斤是 26元，优质的
米每公斤能卖到40元，供不应求。今年，
潮塔村水稻种植面积200多亩，预计产量
5万余公斤，预计收入150万元。”潮塔村
驻村第一书记桂华强高兴地说。

“村里的变化可真大。以前傍着好
山好水，可年轻人不愿过靠天吃饭的困
顿生活，都选择外出务工，土地长期撂
荒。近两年，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村民们
以劳力、牲畜、耕地入股，实现了全村入

社。”看着村子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党支
部书记麻园林高兴地说。

水稻种植闯出了潮塔村村民致富新
“稻”路。在努力将水稻产业打造成为促
进潮塔村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大特色产业的同时，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正在与潮塔村积极打造露营基地、休闲
垂钓、农事体验等项目，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发展思路，不断拓宽群众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帮助潮塔村积极探
索发展‘稻渔+文旅’模式，逐步建设一些
游玩基础设施，把潮塔村打造成集水稻
种植、水产品养殖、农耕体验、垂钓体验、
水上拓展训练、科普教育、休闲度假等为
一体的农业生态园。同时通过一系列景
观设计、运动赛事、节事活动等产品策
划，争取把‘农业+旅游’产业搞得红红火
火。”桂华强说。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景浩源）
近日，甘泉县出现雨雪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 17.4毫
米。为切实做好降温降雪天气设施蔬菜管理工作，保
护菜农雪后生产，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组织农技
人员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对种植户进行防寒抗冻
技术指导，帮助他们科学应对不利天气。

“我的黄瓜刚种上，最近就下了一场雪。我正担心黄
瓜受冻该咋办，蔬菜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来棚里，给我们做
了防寒防冻技术指导，真是既及时又实用。”刘金玉是道镇
南义沟村村民，今年种植了大棚黄瓜，刚刚定植了20天左
右的黄瓜秧苗到了生长的关键时间，就遭遇了这次降温降
雪天气，他担心对黄瓜生长包括来年增收产生影响。听了
技术人员的讲解和指导，刘金玉对来年丰产有了信心。

每到一座大棚，农技人员都仔细查看新定植秧苗
的长势情况，耐心细致地为种植户答疑解惑，讲解如
何做好低温天气下大棚内的光、湿等调节注意事项，
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

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智军介绍说，
现在正是大棚蔬菜生产的关键时期，关系到明年的质
量、产量、效益。针对降雪低温天气，他们将及时指导
种植户做好保温、增温、病虫防控等工作，并持续性派
出技术小分队下到田间、大棚，宣传蔬菜种植技术、防
控技术，确保蔬菜增产增收，助力产业提升。同时，为
做好降雪降温防范应对工作，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还
及时向农户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确保设施作物
正常生长，为蔬菜产业增产增收打好坚实基础。

让村民尽享产业发展红利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帮扶工作小记

通讯员 陈衡 倪小红 记者 孙艳艳

农技人员进大棚
雪后生产有保障

近日，位于子长市安定镇廖公桥村
的露天蔬菜迎来一年中最后一茬的丰
收。菜农们忙着抢收蔬菜，避免蔬菜遭
受冻害，保障市场供应。

“我种菜有10多年的时间了，每年下
来能收入将近5万元。虽然种菜是忙点、
累点，但我很满足。”今年 69岁的菜农白
来钱高兴地说，今年，他种了 2亩多的露
地菜，还租了别人的 2座拱棚种植蔬菜，
露天菜一年能长 3茬，拱棚菜一年长 4
茬，都有不错的收益。

廖公桥村位于子长市区以西12.5公
里处，村民大多以种植蔬菜为生计，看着
露天蔬菜陆续收获，菜农第一时间开始
收拾自家的大棚，拔草、平地、放水，确保
自家大棚蔬菜能在冬季卖上好价钱。

“现在，露天蔬菜差不多要收完了，
我们就开始着手种植大棚了。我的棚里
种植了5种蔬菜，给火锅店专供。一茬完
了又一茬，一年收入能有五六万元。”菜
农姬向前说，“大棚种植收益很不错，家
里现在的光景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廖公桥村，
像白来钱、姬向前这样的菜农还有不少，
他们依靠得天独厚的交通、土地、水源优
势，发展产业，幸福生活。

近年来，廖公桥村把农旅融合发展作
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总要求，明确提出“做好菜文章，
打响农旅牌”的发展思路。该村以“建设
田园综合体，打造美丽廖公桥”为目标，统
筹推动300多亩大棚菜、拱棚菜、露天菜、
庭院菜“四菜同步”“四季有菜”发展，投资
200万元，启动蔬菜分拣加工配送车间，做
精泉水有机蔬菜这个“金招牌”。同时，引
进廖未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村集
体合作，打造以种植、净菜、腌菜、包装、销
售为一体的蔬菜产业链，实行订单销售。

“现在，村上每年创造产业价值 300
万元，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4.5万元，解
决了蔬菜产业链短、附加值不高、群众销
售难的问题，使农旅融合成为‘农村增
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引擎。”廖公
桥村驻村第一书记焦健说。

与此同时，廖公桥村依托安定镇“以
农促旅、以旅强农、农旅融合”的发展思
路，按照“果上山、菜到川、畜进沟、镇旅
游”的产业布局，积极探索“党支部+”发展
模式，稳步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尤
其在蔬菜产业发展方面，该村采取“支部
牵头、合作社搭桥、招商运营、村集体收
益”的方式，打造以农促旅、以旅强农、农

旅融合的新业态。同时，统筹粮食安全和
有机蔬菜，坚持粮菜轮茬，大棚菜、拱棚
菜、露天菜、庭院菜“四菜同步”的原则，发
展大棚产业，种植蔬菜 300多亩，并取得
了蔬菜基地和6种菜品的有机认证。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有机蔬菜
这个‘金招牌’，以订单种植、订单销售为
方向，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全产业
链，持续发展壮大蔬菜产业。”安定镇组
织委员孙明表示。

寒冷的冬季本来是农闲时节，但在宝塔区冯庄乡
却仍是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管理大棚，种植小瓜，棚
内绿意盎然。

在冯庄乡康坪村，一座座大棚排列整齐，种植户
任朗正在自己的日光温室大棚内忙着维护小瓜幼
苗。他高兴地告诉记者，这几年种大棚，每年的收入
都在10万元以上，日子真的是越过越有盼头。“我种的
小瓜马上到授粉期了，我准备先除杂草再施肥。我现
在用的全是农家肥，种出来的小瓜客户品尝过后都说
口感很不错。我现在要好好管护，让头茬小瓜在上市
时能卖个好价钱。”

目前，康坪村已经形成“民宿留住人，特色果蔬吸
引人”的现代农业农村复合经营模式。该村现有日光
温室大棚 60多座，进入冬季主要以种植小瓜为主，在
春节前抢先上市，现在已有不少客商前来订购。

和任朗一样高兴的，还有冯庄乡李庄村村民高喜
成。得益于该乡果蔬产业发展，他和其他村民售卖果
蔬更加便利：“冯庄乡在市区的超市、新区农批市场设
立了‘冯庄果蔬’直营点，我们卖菜更方便了，收入也
很稳定。”

近年来，冯庄乡以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全
力打造了康坪、杜坪、李庄等果蔬专业村组 9个，建造
温室大棚500多座、大弓棚1500多座，薄皮甜瓜等7类
果蔬已通过无公害认证。同时，冯庄乡党委把党建工
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蔬菜产业，通过开
展“党建结对帮扶”“果蔬进社区”等活动，通过线上带
货开店、线下营销配送，打响叫亮了“冯庄果蔬”品牌，
农户仅蔬菜产业一项，年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冯庄乡乡长王向前说：“秋冬季以来，我们利用农
闲时间，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
农户的技术培训，让农民全面掌握产业发展技能。同
时，不断加大对‘冯庄果蔬’的宣传、推广力度，从而更
好地促进产业增收增效。”

四季菜常绿 菜农乐开怀
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

● 景延桦（右）走进大棚了解村民产业发展情况

看小康走进乡村

冬日大棚农事忙
记者 王静 高垠

● 种植户任朗在维护小瓜幼苗

● 技术人员为种植户做技术指导

● 白菜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