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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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村子能发展，做啥都值得”
——记黄陵县店头镇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林

通讯员 张鹤婷 林萌 记者 姜顺

郑来仓的新“硒”望
通讯员 李康 吴金妮 记者 方大燕

养殖产业是不少农民增收致富的
一种途径。常规的家禽养殖随着规模
的扩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在
延川县杨家圪坮镇阳山河村，养殖户
曹向阳独辟蹊径，养起了梅花鹿，如今
发展得风生水起，渐成规模。

说起曹向阳养殖梅花鹿的初衷，
还要从几年前说起。2021年秋天，曹
向阳因长期进行机械修理工作而导
致腰部受损严重，无法继续从事修理

工作，只能转业。为了兼顾照看家中
的老人，曹向阳决定返乡发展养殖
业。

“我刚开始本来想养羊，但家里人
都说养羊太辛苦了，我的身体也不好，
就放弃了。经过考察后，我觉得养殖
梅花鹿。”谈起自己的养殖之路，曹向
阳回忆说。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创业初期
的资金问题让曹向阳陷入了困境，

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虽然很困难，
但我当时就想，梅花鹿我一定要养，
养殖场我也一定要办起来。”正在给
梅花鹿准备饲料的曹向阳说，“为了
尽快筹钱，我那段时间天天打电话
问别人借钱，还专门跑去借贷款，好
在最后把钱凑齐了，我的养殖场也
办起来了。”

一处简单的建筑，一些简易的设
备，一个宽敞的场地，这就是曹向阳建
立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养殖场终于开
起来了，但是，运行不到一周的时间，
梅花鹿就开始生病。他以为是“初来
乍到”的鹿群水土不服，适应一段时间
就好，结果鹿却接二连三地生病，甚至
病死，这一突发状况让曹向阳再次陷
入了困境。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受。当
时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梅花鹿就死了
一半。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劝说我把
剩下的梅花鹿都卖了，不然就全赔进
去了。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不能卖，
毕竟前期投进去那么多的资金，都卖
了那就真的赔完了。”说起那段时间，
曹向阳一脸苦笑。

“只要养好鹿，那就一定能富。”这
是东北专家告诉曹向阳的话，也正是
因为这句话，让曹向阳没有放弃，而是
坚定了养殖梅花鹿的信心。

“刚开始养鹿，我完全就靠专家指
导，自己一点经验都没有，鹿也损失了
一大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开
始自己钻研学习技术，慢慢地，我掌握
了不少养殖技术，现在梅花鹿有什么

问题，我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了。”曹
向阳说。

为了养好梅花鹿，曹向阳每天
围着梅花鹿转，细心照顾周全，像照
顾家里的孩子一样，丝毫不敢怠
慢。为了给梅花鹿看病，曹向阳一
边向东北专家请教，一边用白色泡
沫板练习打针。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在，他已经成了包治百病的“鹿医
生”。为了让梅花鹿吃得好，曹向阳
还种植了 10亩玉米和苜蓿，自己加
工、配比，用心准备饲料，比自己的
一日三餐还要上心。

经过不断摸索，曹向阳从养殖梅
花鹿的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两年
多的时间，他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
梅花鹿养殖经验，养殖效益得到很大
提升，养殖数量也由刚开始的14头变
成了现在的 34头，年收入达 10万元，
梅花鹿成了他的“致富鹿”。

“2023年，我的收入还不错，仅鹿
茸就卖了 8万元左右，还有鹿肉也卖
了钱。”曹向阳一边展示自家的产品，
一边对记者说，“下一步，我会做好产
品的精深加工，比如酿造一些鹿茸酒，
然后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当地的
村民养殖梅花鹿，让大家共同发展产
业。”

如今，曹向阳的养殖之路越走越
顺。走进养殖基地，随处可见花色斑
斓、俏皮可爱的鹿群，它们或相互依
偎，或独立静卧，尽显悠闲安逸之态。
曹向阳说，新的一年里，他还要好好
干，一“鹿”向前的最好馈赠。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敏 王刚
记者 孙艳艳） 1 月 9 日，在洛川县
交口河镇京兆村吴新善家的果园
里，京兆村社会化服务队的工作人
员正手持剪刀，穿梭在果树之间修
剪枝条。

吴新善家有 6亩果园，虽然务作
果园，但他不善于果树修剪。在他正
为果树冬季修剪发愁的时候，村上组
建的社会化服务队为村民修剪果树，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服务队的队员都是村里人，干活
实在价钱也公道，一棵树剪下来就七
八元。相比起雇用外边的工人干活，
我能节省下1000多元呢。”吴新善说。

京兆村社会化服务队于 2023年
10月组建，目前主要从事农机服务和
苹果技术服务，以低于市场价为务果
群众有偿提供施肥、果树修剪、苹果套
袋、耕地等业务。服务队队员由本村

村民组成，其中有驾驶技术高、懂维修
的，也有务果技术高、懂管理的。

村民常红斌干活利落，果园管理
技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手”。服务
队组建时，他便第一个报名。“我在服
务队负责打药，除草、修剪树、开机械，
两个月就能收入6000元。”

京兆村党支部书记韩文录告诉记
者，随着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外流和老
龄化日益严重，谁来种地？怎样种好
地？这些问题成了该村发展产业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去年 10月，
京兆村村“两委”牵头成立京兆村社会
化服务队，为村民提供苹果生产过程
中的各项服务，切实解决生产过程中
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降低生产成
本，让苹果产业稳步发展。

据了解，该服务队目前购置了拖
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割草机等机械，
涵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截至目前，

服务队收入 2万元左右。除此之外，
服务队还为脱贫户、残疾户免费服务，

真正降低了果农的劳动成本，满足了
农业生产需求。

寒冬腊月，记者走进志丹县旦八镇元峁村村民郑
来仓的院中，刚进门阵阵果香便扑鼻而来，只见郑来
仓和妻子正在将金黄色的维纳斯苹果、红彤彤的红
薯、又大又圆的土豆、颗粒饱满的谷子等种类丰富的
富硒农产品分拣装箱。

“这是富硒苹果，这种苹果产量高、含水量高、着
色好、口感好、耐储存，在市场上很受客商和消费者的
欢迎。”郑来仓笑呵呵地向记者介绍说。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
对食品的要求更偏于健康化，而富硒产业的发展恰恰
适应了农产品消费加速升级的趋势。发展富硒产业
是提升产品附加值不错的选择，富硒农业正渐渐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硒”望产业，郑来仓就尝到了其中的
甜头。

“富硒苹果比普通苹果价格高，我卖了7000多斤，
收入很不错，我打算发展富硒产业，种植和生产出更
多的富硒农产品。”尝到了富硒产品甜头的郑来仓，对
未来充满信心。

在发展富硒农业过程中，郑来仓多次外出培训学
习富硒产业如何正确发展。他还在网上与相关专家
积极交流，学习种植方法。郑来仓不仅自己种植富硒
农产品，还指导身边亲戚发展富硒产业，为他们传授
种植富硒产品的经验与做法。

“我在郑来仓那里看到他种的富硒土豆、红薯、香
菇，品质好，价格也很可观。”村民王彩玲笑着说，

“2023年，我就跟着他学习了一段时间，也种植了一些
富硒土豆，价钱卖得特别好。今年，我还想多种一点
富硒农作物，卖出更好的价钱。”

据了解，2023年，郑来仓仅富硒苹果一项，就有
1.3万斤，同时还有土豆 3万斤、红薯 1万斤、谷子 500
斤。如今，他光富硒苹果就卖了近4万元，富硒产品也
真正成了他致富的新“硒”望。

谈及今年的产业发展计划，郑来仓表示：“我打算
再种一些富硒大米、富硒麦子，销路我都想好了，主要
销往银川、宁夏这一带。”

寒冬时节，行至富县城南12公里处的茶坊街道洛
阳村，村内的二层宅院整齐划一，主街小巷宽阔平坦，
临街店铺人流不息。虽是寒冬，但却是一派热闹非凡
的乡村景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2012年，延能化在洛阳村辖
区内修建，洛阳村整村搬迁到新址。该村紧抓时机，提
出“支部引领创路子，依托园区谋发展”的思路，开始大
力发展景观带休闲、娱乐服务、农家餐饮小吃城等二三
产业，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助力老百姓就近就业、增收
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90后村民王峰，看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往来越来越
多，就将家里闲置的 9间房屋改造成了宾馆。他告诉
记者，能在“家门口”挣钱，之前他连想都不敢想，可现
在梦想实现了，不仅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
家里今后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记者了解到，王峰家的宾馆是2018年开业的。由
于附近每天来延能化开展运输和务工的人员络绎不
绝，他的宾馆入住率相当不错。平时王峰夫妻俩分工
协作，宾馆主要由妻子经营，王峰则在延能化务工，一
年下来收入可达15万元左右。

如今洛阳村的变化，得益于驻村企业带动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村上有酒店 2家、宾馆 5家、餐饮 20余
家，商铺共计42家，2022年的人均纯收入1万余元。

随着村集体经济逐渐壮大，村子的变化也是一年
一个样。如今洛阳村有“颜”更有“值”，村民的生活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该村硬化巷道4000平
方米，河堤绿化 1万余平方米，新修广场 1座，维修公
厕4座、路灯230盏，主巷道铺柏油770米。

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村里的广场上，乡邻们聊
着家常，脸上的幸福和喜悦溢于言表。村民王麦旺感
叹道，村子的变化很大，房子变漂亮了，人居环境变好
了，公共设施也到位了，群众的体验感得到极大提升。

“我在村里的纯净水厂务工，一年
工资 4万多元，我家现在的收入都要
感谢麻书记。”谈起现在家里的好光
景，黄陵县店头镇潮塔村村民杨厚财
乐得合不拢嘴。

杨厚财口中的“麻书记”，是潮塔
村党支部书记麻园林。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以来，他带领潮塔村融合发展一
二三产业，使村集体经济稳定壮大，村
民守家在地就业，合作社连年分红，村
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昔日的贫困村
脱贫“摘帽”，变成了乡村振兴示范村。

“要解决村里多年沉积的问题，必
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模式，让村民的
腰包先鼓起来，大家才有建设美丽新
农村的动力和决心。”对于村里的发展
计划，麻园林目标明确。

2019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麻
园林果断放弃自己经营得如火如荼的
煤炭生意，带着自己多年来赚的钱，在
村里投资近 400万元，成立了集体经

济产业——潮塔山泉有限公司和潮塔
村农业种植有限公司。他帮助村民发
展“稻渔共生”立体种养殖水田，使全
村水稻产量提升 30%；引进 300余亩
苍术种植项目成功“扎根”；大力开发
土特产，“潮塔山泉”“沮河之水”“花儿
飞”“潮塔贡米”等10余种商标成功注
册。

几年的“换道”发展，让潮塔村形
成了以蔬菜、水稻、中药材种植为主，
玉米种植、特色农家乐等为辅的农旅
融合产业新格局。

“现在，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年营业
额达到 120万元，每年为群众提供就
业约 3000人次。3年来，累计分红现
金 18万元、物资 17万元，全村人均纯
收入增长至 1.99万元，咱村也成了全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只要村子能发展
好，让我做啥都值得。”说起村里的发
展，麻园林欣喜而坚定。

“产业有了，村民钱包鼓了，还得

让村容村貌得到改善。”在潮塔村发展
的路上，麻园林从没停止过脚步。

“我们村依山，以前一到雨季
时，庄稼常常受灾，还会造成住房安
全隐患。为此，麻书记跑单位、要政
策，起早贪黑奔走在各个施工点，彻
底解决了我们临山 26户因雨水导致
的房屋安全隐患。”潮塔村村民祝可
来感慨地说，“村里的变化远不止这
些。这几年里，麻书记带着大家修
生产桥、找水源地、修缮河堤护堤
墙，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修建了稻
田引水渠、护田墙，对村道进行植树
绿化，村里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

面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麻园
林又多方协调，完成潮塔村 6公里的
道路建设，硬化村庄巷道及生产路
3000多米、修砌排水渠 2500米，实现
全村主道路及巷道水泥路全通。同
时，他还协调完成了整村改水，解决了

村上的自来水管道老化、经常漏水等
问题。

“他是真的把村民的苦当成自家
的苦，把村民当成了自家人。”村妇联
主席颜怀银说。

多年来，麻园林始终心系群众，在
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基础上，还定期
入户走访空巢老人，接送出行不便的
老人外出就诊，逢年过节给特困供养
户送去节日礼物。他的身影经常出现
在村头、地畔、村民家中，也早就留在
群众心里。

“村民就该是咱自家人，村里的
事也该是咱自己的事。作为潮塔村
的‘当家人’，就得让家里日子越过越
好。今年，我要带着村民多元化、精
细化发展产业，探索更多更好稳定增
收的路子，真正让大家在乡村振兴的
路上过得好、能致富、有奔头。”憧憬
着今后的美好愿景，麻园林信心满满
地说。

曹向阳：一“鹿”向前奔幸福
通讯员 马倩

村上有了服务队 果园管理不发愁

小康梦圆

有“颜”有“值”洛阳村
通讯员 张伟莉 成培丽 记者 任琦

● 如今的洛阳村面貌焕然一新

● 曹向阳展示他的“鹿产品”

● 服务队修剪果树

● 郑来仓和妻子将富硒农产品分拣装箱

进行时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