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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

初夏时节，走进宜川县壶口镇郭
下村，集中连片的苹果园一望无际，一
串串青绿色的小苹果披挂枝头，着实
惹人喜爱。果园里，村民们正忙着进
行苹果套袋作业，呈现出产业兴、活力
足、乡村美的动人画面。

“郭下村少雨。盼雨，又怕雨。”壶
口镇郭下村党支部书记杨文红说，郭
下村乃至壶口镇都属于典型的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土质疏松、
植被稀少，降水少却集中，极易造成水
土流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宜川
县不断加大对黄河沿岸生态环境的修

复，特别是去年实施的“固沟保塬生态
修复”综合治理项目，为村上修建了蓄
水量达2320立方米的新涝池，维修了
一座蓄水1000多立方米的旧涝池，满
足了全村3000多亩果园用水。

“的的确确给我们村办了一件实
事。有了这两座涝池蓄水，以后果园
灌溉、施肥用水再也不愁了，村民们省
时省力又省钱。”杨文红高兴地说。

他给笔者算了一笔细账：过去村
民果园施水溶肥、浇灌用水，都是从沟
底抽到村里蓄水池中，再由三轮罐车
送到地头。1方水的成本价是9元，一
亩果园打一次水溶肥平均用水2方（浇

灌用水量更大），3000亩地用水就是6000
方水，算下来价格就是5.4万元。再加上
给果园打农药、喷洒叶面肥等其他用水，
一年下来最少节省10多万元。

同时，在郭下村和下源头村之间一
处路面，因上游塬面径流直排造成该处
多次出现塌方，严重影响村民安全出
行。“我们经过勘查，对侵蚀沟进行回填，
并修了排水渠和护岸，在裸露坡面栽植
了国槐、连翘等植被，减轻侵蚀沟排洪压
力，削弱塬面径流引起的侵蚀沟发展趋
势，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宜川县治沟
造地办副主任郭宏伟说。

据了解，该县先后栽植国槐、白蜡、

侧柏、红叶李、油松等名贵树种 3万多株，
修建涝池16座、集雨窖37座，引排水渠5760
米，完成生态防护面积12.98公顷。

青山就是财富，绿水就是幸福。水保
林、生物护埂、生态围栏、田间道路行树……
如今，一个个“保水土、添绿色、调结构”的
生态修复项目建成，黄土荒坡穿上了新绿
装，绘就了一幅“只此青绿”的新画卷。

“目前，项目区群众正依托‘绿水青
山’积极发展特色林果、草畜养殖、苗木繁
育、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乡村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山区群众过
上更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宜
川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马彦军说。

七月流火，艳阳高照，王擎
勇急匆匆地来到梁岔村，查看地
里的禾苗生长情况。

“最近没有雨，庄稼都快旱
死了，得想办法浇水。”王擎勇
说完一家，赶忙奔赴下一家，

“看你们缺啥设备，及时找我，
我这边想办法争取协调。”

…………
王擎勇是民生银行西安分

行一名员工，2021年，担任吴起
县长官庙镇梁岔村驻村干部。
三年多以来，他深入田间地头，
听民声、察民情，切切实实了解
群众强烈反映的痛点、难点，制
定村子发展规划，种植小杂粮、
发展山地苹果、修建冷库、养湖
羊、建光伏，带领村民收入实现
翻番。

“来了，就一定要为老百姓
干点事。”王擎勇以实际行动，
带领落后的小村正悄然发生着
变化。

让小杂粮变成大产业

梁岔村山大沟深、自然条件
差，村民一直有种植谷子的习
惯，但种植分散、面积小、产量
低。

经过走访了解，王擎勇带领
有意愿的村民，从延安农科所优
选引进“长生 07 香谷王”良种，
为村民免费发放，大面积种植延
安小米。有了新品种，谷子的产
量和品质得到提升，种植也逐渐
从分散到连片，全村种植面积从
几十亩到现在的 200余亩，年产
量达 6万余斤。

以前，村民齐炳瑞主要发展
苹果产业，在小杂粮产业发展的
带动下，开始种植谷子，亩产达
300多斤，亩均收入 2000元，8亩
谷子年增收 1万多元。

“这些年，小王帮我们又是
卖苹果，又是卖小米；给我们协
调了小米种子，我们不用花一分
钱。我现在不光自己种，还带动
村民一起种，比外出打工强多
了。”齐炳瑞感慨地说。

产量提高后，销路是关键。
王擎勇积极对接自己的单位，统
筹工会费用和业务条线营销费
用，开展线上线下推广销售，每
年从农民手里直接采购小米 2
万余斤。

把希望果变为致富果

长官庙镇位于吴起县西南部山区，辖区内有万亩优质
山地苹果种植基地以及千亩苹果示范园，所种植的苹果色
泽艳丽，具有含糖量高、硬度大、耐储藏、无污染等优点。

苹果产业经济效益虽好，但是资金投入大，付出时间
多，加之受霜冻、冰雹、旱情等因素制约，村民顾虑较多。
驻村以来，两任驻村队员积极争取，为村民购买霜冻保险、
搭建果园防雹网、修建水窖；并针对村民技术匮乏、劳动力
不足的现状，按不同时间节点聘请果业专家现场提供技术
指导培训。

“每年投入10万余元，用于果园集中管护；优先雇用本
村村民管护果园，不仅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还坚定了
村民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王擎勇说。

如今，梁岔村果园面积达 2700余亩，挂果园达 800余
亩，年产量达700吨，实现了户户有果园，家家能增收。

变一方增收为多元致富

为进一步加快农村产业培育，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促进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借助吴起县惠农政
策，王擎勇对接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捐赠 35万元，协助引
进县乡村振兴局项目资金20万元，村集体自筹25万元，在
村上新建1个基础存栏300只标准化湖羊场。

该项目占地面积9.8亩，于2022年8月投产，总计投入
资金80万元，形成了从规模化种植到规模化养殖的可循环
经济，为村民积累了规模化养殖经验，开辟了新的增收路
径，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

为响应国家号召，拓宽村集体收入渠道，王擎勇对接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先后投入帮扶资金 55万元，村集体自
筹10万元，协调建成180KW光伏项目。

目前，该项目发电量达70000KWH，并网每度电价0.35
元，平均每年为村集体增收8.5万余元，提高了资源利用效
率，形成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项目区农
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消费帮扶、教育帮扶、助农活动；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累
计采购梁岔村农产品 132万元、为张官庙镇中心小学筹集
资金20万元……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王擎勇察民情、找
资金、找项目，四处奔波，过得很踏实。

“现在梁岔村小杂粮、山地苹果、养殖产业已初具规
模，农民增收有多元、长效、稳定的渠道，看到村民一天天
富起来，我觉得这些天没有白过。”王擎勇说道。

近日，黄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县人武部，为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
人雷闻博、陈志刚送去立功喜报、功臣
牌及慰问金，传递建功喜悦，进一步激
发广大人民子弟兵献身国防、建功军
营的热情，形成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
良好风尚。图为雷闻博家庭领取军功
喜报。

通讯员 白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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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了荒山头 山沟清水流
——宜川县积极实施固沟保塬工程

通讯员通讯员 李文振李文振

● 王擎勇（中）指导果农套袋

▶ 施工人员对郭下
村侵蚀沟进行护岸修筑

盛夏的宜川，山峦叠翠，绿意盎然。
绿色，已成为宜川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色。近年来，宜川县

围绕“沟头不前进、沟道不下切、沟岸不扩张”这一目标，把“固沟保塬、
生态修复”工程作为落实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任务、保障晋陕大峡谷
生态保护修复的抓手之一全力推进，推动黄河流域宜川段生态治理，
全力打造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生态保护和修复7054.6公顷，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420公顷。

5月 23日傍晚时分，夕阳余晖映
照下的壶口镇上侯村，犹如披上了一
层薄薄的金纱，格外美丽。

吃过晚饭，76岁的村民崔峰山和
老伴沿着水泥路，来到距家不足 100
米的新建涝池边散步。“现在心里很踏
实，不再担心水把路面冲塌了。”崔峰
山高兴地说。

曾经，位于黄河沿岸黄土塬上的上
侯村，由于长期受塬面径流洪水不断冲
刷，沟头沟岸滑坡、坍塌频繁，水土流失十
分严重，已经威胁到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以前门口这段村道路面地势低，
一遇上暴雨，积水非常严重，靠沟一边
经常发生塌方，住在这里的我们很担

心。”崔峰山说，这是村民今年之前一
直面临着的一道难题。

“我们经过勘查后，将上侯村列入
固沟保塬项目的治理范围，对其进行
抢救性治理。”宜川县治沟造地办主任
冯旭柏介绍，2022年 10月，上侯村固
沟保塬项目开工，建设内容包括设置
小型蓄排工程，修建涝池、渗水池、排
水管道、消力池，实施沟头回填、土地
整理、混凝土硬化等，“工程建成以后，
可有效治理塬面，减缓沟头扩张。”

“现在这里的塌沟不见了，治理好
的沟道旁新修了涝池、排水渠，还铺设
了水泥路面，变成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崔峰山说。

位于壶口镇岭玉村的群众同样面临
着这一难题。多年来，由于塬面地质条
件特殊，加之人为扰动因素影响，村里塬
面径流直排沟道，引起沟头、沟岸坍塌，
造成沟头延伸、沟岸扩张、沟床下切的不
利局面，严重威胁塬面农田、道路、村民
住房安全，是诸多亟待治理区域中的“硬
骨头”。

2022年10月底，岭玉村依托固沟保
塬项目，实施了塬面径流调控、沟头加固
防护和沟坡生态保护恢复三项工程，修
建了涝池、沉淀池、消力池、引水渠、截水
沟等，让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
弱的荒山沟披上了绿装，成为全县固沟
保塬生态修复治理样板之一。

“以前由于雨水冲刷，居住窑洞一侧
沟坡上坍塌严重、沟渠纵横，我们出行不
方便，还有安全隐患。现在沟坡经过治
理，修了防护渠、涝池，周边环境越来越
好，晚饭后我们还到涝池边散步哩。”村民
刘显军对治理工程连连点赞。

“通过‘固沟保塬’项目，我们在壶口
镇岭玉、桑柏、郭下等 10个行政村、19个
自然村治理区，构筑‘塬面径流调控、沟头
回填加固、坡面治理拦截、沟道水沙集蓄’
四重防线，有效治理塬面水土流失，解决
塬面径流无序排放导致的农田、道路损毁
和沟头塌陷问题，局部缓解黄土高原塬面
萎缩和沟岸侵蚀扩张，造福当地群众。”宜
川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常章峰说。

▲ 顺坡修建的引水渠

▲ 岭玉村新修建的涝池

固沟保塬，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修复，绘就“只此青绿”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