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力量乡村振兴

“镇政府协调了两台水泵挨家挨
户轮流放水，我的十几亩玉米旱情基
本得到缓解。”7月2日，子长市安定镇
新庄村村民石保卫高兴地说。

近期，全市天气持续高温伴降水
较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子长
市把抗旱保苗工作作为“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具体举措，统筹调动驻村“四
支队伍”、在家党员、水管员等工作力
量，将排查核实旱情、寻找安全水源、
引导群众抗旱等工作落实到户，细化
到人，全力织密抗旱保苗“责任网”。

在安定镇新庄村、十里铺村等村，
玉米地里处处是村民们抽水灌溉的忙
碌身影。全镇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
力，多措并举开展抗旱保苗工作。该
镇还全面梳理检查抗旱物资、设备，为
抗旱工作提供物资保障，镇村干部深
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旱情，统计受旱
面积，针对各村受旱程度，分片区、分
作物指导群众科学抗旱。针对不同地
段，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抗旱设

备，组织群众用好现有水资源，对农田
内的玉米、土豆等作物实施浇灌。

新庄村有一股较大水源，经镇政
府协调项目资金，修建了一个 300多
方的蓄水池，可以用来浇灌周围的
100多亩土地。“村上一轮灌溉现在已
经完成，有效地保障了夏洋芋的丰收、
秋菜的播种。”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忠高
兴地说。

在安定村的玉米地里，村“两委”
干部积极投身到帮助村民抗旱保苗的
工作中。安定村党支部书记杨鹏表
示：“我们村积极动员400多户群众进
行抗旱自救，同时对接镇党委、镇政
府，协调了两台水泵，帮助年老体弱的
群众进行抗旱，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寺湾便民服务中心是远近闻名的
果乡，近期正是葡萄膨果期，该中心及
时成立抗旱保苗工作队，及时组织抽
水灌溉，为农民排忧解难。

“我们村上有阳光玫瑰葡萄，往年
年产值能达到120万元。去年这个时

间，葡萄长到1厘米左右了，今年葡萄
只有 0.5厘米左右。”李家川村党支部
书记杨小刚说，“中心及时帮助我们协
调了水泵和设备，给全村60余亩葡萄
放水灌溉。”

同时，寺湾便民服务中心作为农
作物种植大镇，通过购买水泵、管线等
举措，帮助农民灌溉了 1 万亩玉米
地。“我总共种13亩地，政府从昨天开
始给我们引水，今天明显有了起色。”
说起政府的暖心举动，张家崖窑村民
南军红感激地说。

目前，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充分发
挥现有水利设施和水资源的作用，结
合实际采取“水泵抽水到田、运水车送
水到田、水管接水到田”等措施，新购
置水泵 10台、管线 3000米，新旧抗旱
设备齐上阵，全力满足群众灌溉需求，
打通水源入田“最后一米”。

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浇灌农田
2000余亩，还组织镇村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宣传节约用水，动员群众开展抗

旱减灾，及时排查用水矛盾纠纷，多措并
举缓解旱情。

同时，子长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
人员及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抗旱，
动员广大群众克服“靠天等雨”的松懈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不等不靠，疏浚渠
道、打井、购买小型抗旱机具等，开动一
切水利设施，增加抗旱水源，积极开展抗
旱保苗活动。对有灌溉条件的农田，广
泛开展清淤排障和蓄水设施防漏阻漏工
作，积极组织灌溉。对多数没有直接灌
溉条件的农田通过提、引、拉等措施，以
拉水穴灌为主开展抗旱灌溉，做到能灌
尽灌、应浇即浇。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把
抗旱保苗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头等大
事，分类制定抗旱保墒措施，跟踪做好技
术指导服务，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
水利灌溉资源和机械设备，切实保障农
业用水，全力以赴打好抗旱保苗这场硬
仗。”子长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专职副书记
薛建宏表示。

抗旱保苗解民忧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陈延鹏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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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强荣在给蚕宝宝喂桑叶

葡萄缀满枝 生活甜如蜜

仲夏七月，行走在延川大地，一片片
桑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蚕农们有条不
紊地进行采桑、装袋、搬运，忙得不可开
交，处处呈现出发展产业的火热场景。

在文安驿镇封家湾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封强荣的蚕房中，他正和家人穿
梭其间，将一大早采摘的新鲜桑叶喂
给蚕宝宝们吃。封强荣一边撒着桑叶
一边介绍说：“去年我养了两张蚕，卖
了8000多块钱。今年我扩大了产业，
一下养了 12张，预计今年收入 4万多
呢。”说话间，一只只蚕宝宝开始进食，
发出沙沙声响。

封强荣是村里第一个带头养蚕的
人。一直以来，他认为养蚕是个好产
业。之前村里没人养过蚕，村民们对
养蚕产业不太了解，为了打消村民顾
虑，他便第一个带头试养。“这是我试
养的第2年了，希望通过我的养殖，让
村民了解养蚕，对发展蚕产业更有信
心。”封强荣介绍说，养蚕的黄金时间
是 7月和 8月，正是农闲时候，不影响
农田播种和秋收，而且养蚕周期短，只
要结茧就能有收益。

在延川县关庄镇杨家坪行政村，
尝到养蚕“甜头”的宜小玲已是村里远
近闻名的养蚕能手，今年是她养蚕的
第 5个年头。走进蚕房，宜小玲和丈
夫正忙着给蚕宝宝们上蔟。两人你来
我往，不一会儿，蚕盘上就摆满了一个
个整整齐齐的方格蔟，蚕宝宝们也铆
足了劲争先恐后地向上爬。

“县上派来的技术员一天来两次，
在喂食、消毒方面教了我们很多知识，

今年一个病蚕都没有，养得可好了。
从开始到现在，再难我都没有退缩，一
直坚持着，一年下来少说有 2万元收
入。”宜小玲笑呵呵地说，蚕房是政府
帮忙建设的，属于村集体所有，有四五
家养殖户都在这里养殖呢。

和宜小玲不同，村民常风明在自
家院子里养蚕。“我之前在村集体蚕房
养蚕，随着养殖户越来越多，我的养蚕

经验也逐渐成熟，政府帮忙在我家院
子盖起蚕房，现在养得越来越得心应
手了。”常风明笑呵呵地说。

只要有空，杨家坪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惠世平就跑到蚕房查看蚕宝宝，
和村民沟通养殖要点，生怕有什么闪
失。“我们2019年开始发展养蚕产业，
刚开始是党员、村干部带头，2020年
村民陆续加入。这两年的收益越来越

好，大家养殖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惠
世平说。

和其他村不同，大禹街道贺土坪行
政村则打造“村集体养殖+村民”模式，带
领村民发展桑蚕产业。近日，村党支部
书记高学文正在指导村民如何给蚕宝宝
上蔟。上蔟管理是养蚕的最后阶段，也
就是蚕在方格蔟上吐丝结茧的过程，直
接影响蚕茧质量。

“我们村集体养殖 7张蚕，采用村集
体养殖、给村民支付工钱的模式，一方面
把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利用起来，使他们增
加收入；另一方面能把一些没有经验又有
意愿的养殖户吸纳进来，让大家学习经
验，提高桑蚕业发展的信心。”高学文说。

让村民亲眼看到种桑养蚕带来的经
济效益，这是给村民打下的一剂“强心
针”。“村集体养殖+村民”模式，在带领村
民共同发展桑蚕养殖产业的同时，进一
步增加群众和村集体经济收入，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延川县目前桑园面积有
8000亩，分布在永坪镇、贾家坪镇、关庄
镇、文安驿镇和大禹街道等 21个村。今
年以来，延川县畜牧服务中心组织岔口、
杨家坪等 10个村、52名农户，第一批养
蚕 160张，最近陆续进入上蔟阶段，预计
今年产蚕茧1.5万多斤，销售收入可达48
万多元，养蚕户均可增收9000多元。

“我们将继续组织农户管护好桑园，
把蚕具消好毒，争取以后养殖两批次的
蚕茧，使年蚕茧量达到 4.5万斤以上，带
动村民就地增收。”延川县畜牧服务中心
主任张小平表示。

小桑蚕织起致富新“丝”路
通讯员 刘娟 记者 李欢

黄陵县桥山街道刘家川村位于黄
帝陵景区以东 2公里处的龙首川道，
210国道依村而过，交通便利。地处“桥
山脚下、沮水河畔”，茂盛的桥山古柏群
和穿流而过的沮河赋予了刘家川丰富
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乡村生态底色。

近年来，刘家川村凭借独特的区
位、交通优势，发挥生态等资源禀赋优
势和良好的基础承载能力，特色优势
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旅游串线成网，村
庄建设方兴未艾……在乡村振兴的康
庄大道上绘出了一幅民富村强、景美
人和的动人画卷。

十里麻油香，千里客自来。7月4
日，走进黄陵县桥山街道刘家川村瓦
石头麻油坊，企业负责人郭海斌正在
熬制新一批的麻油。

“咱家的麻油制作技艺是古法熬
制水代法取油，每粒麻子都是精挑细

选，浸泡、晾晒、炒熟、碾压、蒸煮、熬制
而成的上等麻油。”郭海斌盛起一勺麻
子油介绍道。

瞅准了刘家川旅游前景的郭海
斌，于 2023年 10月份在村上修建了
这间油坊，借助旅游热的持续上升，
他家的麻油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半
年时间就卖了二十来万。现在县上
发展研学旅游，游客会越来越多，我
的麻油生意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
郭海斌说。

在距离村庄 500 米处的陕西东
德顺食品有限公司 ，已经是十里八
乡家喻户晓的企业大户。在生产车间
内，一瓶瓶黄陵炖梨经过流水线呈现
眼前，负责人晏子明开心地介绍着自
家的新宠——黄陵炖梨，“在整个食品
生产过程当中，我们把轩辕黄帝文化
中药食同源的理念和中医文化、养生

文化融合在一起，使黄陵炖梨实现了
低糖、低脂。现在我们的中药材炖梨
在网上销售是零差评，阿里巴巴集团
给了我们一个月20万罐的订单量。”

农家乐是刘家川发展的重要产
业，经过近 20年的发展，不断升级改
造，如今的农家乐更是户户有特色，家
家有招牌。“我从2005年办农家乐，到
现在已经19年了，这几年乡村旅游发
展给我带来了不少收益，每天大约能
收入七八百元。”刘家川农家乐经营户
丁玉龙说。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下，刘
家川村努力守护绿水青山，培育乡土
文化气息，丰富乡村旅游的内涵价值，
紧紧围绕桥山“文旅服务创新区”“黄
帝文化科技示范区”定位，紧抓全县

“两包两带”工作机遇，积极探索、推陈
出新，采取“资源入股+招商运营+国

资撬动”模式，成立富玖川文旅开发公
司，对刘家川乡村旅游、民俗美食、文化
娱乐、研学交流、特色产品开发等进行全
方位运营包装。该公司先后承办了“物
资交流会”“篝火晚会”“啤酒烧烤节”

“夜集市”等文旅活动，打造青旅+研学、
民宿、特色餐饮等新经营业态，实现运
营专业化、管理精细化、产业市场化、农
民职业化，使刘家川在乡村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刘
家川村村集体收入 50.5万元，人均收入
2.1万元。

黄陵县桥山街道刘家川村第一书记
张陵强说：“我们要充分抓住乡村振兴这
个历史机遇，充分挖掘、整理村区位优势、
自然优势，健全所有支撑乡村文旅的产
业，比如餐饮、儿童游乐、休闲观光等，有效
结合一二三产业，把村集体经济做得更大，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就能致富。”

黄陵县刘家川村依托区位优势多点开花促发展——

吃上“旅游饭”托起“金饭碗”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党静 田伟

本报讯（通讯员 胡梦丹 记者 任琦）盛夏
之际，宜川县英旺乡富庄村的大棚葡萄迎来丰收
季。近日，记者走进富庄村种植户刘鹏的葡萄大
棚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散发出诱
人的果香，仿佛在诉说着辛勤耕耘后的甜美回报。

大棚葡萄在刘鹏的精心管理下，长势喜人，不
仅产量高、品质好，而且上市时间早、市场竞争力
强。“我们家这个棚占地有 7分，葡萄品种包括红
玫瑰和户太8号，每年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今
年预计收入 4万元，近几年整体情况还是很可观
的。”刘鹏说。

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来，富庄
村大力发展大棚种植产业，将大棚经济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目前，该村共有 92座大棚，主
要种植葡萄、樱桃、草莓以及各类蔬菜等特色产
业，其中葡萄涉及多个品种，包括夏黑、户太8号、
玫瑰香、红玫瑰等。

“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加
强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富庄村的葡萄产量和
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富庄村包村干部李振波
告诉记者，该村的大棚葡萄种植还带动了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亲身体验采摘
葡萄的乐趣，品尝新鲜美味的葡萄。

● 大棚种植户刘鹏在采摘葡萄

“不好意思，乘坐滑翔伞和热气球的预约已
经排到 5个月以后了。”在山东淄博博山区石马
镇五阳湖畔的悦湖飞行营地，工作人员潘雨君正
在给游客做预约登记，同时推介当地特色乡村
游，“虽然这次没法‘上天’，但大家可以先去五
阳山徒步，然后看看响泉村的古树和古泉，都别
有一番风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石马镇虽然有山水风光、
古村古迹、孝道文化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但一度
苦恼“藏在深闺人不知”，无法将丰富的资源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日益兴起的户外运动风潮，成为当地“破题”
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石马镇承办了十余项
各级体育赛事，“大赛镇办”叫响了五阳湖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的招牌。当地还不断完善各类户外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知名的户外运动目的
地。

石马镇党委书记张坤对记者说，仅五阳湖体
育文化产业园，每年就能接待省市运动队 1.4万
多人次，各地游客 30多万人次，解决 200多个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日前，“好运山东”2024首届户外运动休闲
季暨“齐风鲁韵 悦动五阳”和美乡村生态体育嘉
年华活动在石马镇举行。“这个活动就是要发挥
户外赛事的综合效应，以户外赛事拉动餐饮、住
宿、购物、文旅等消费，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以体
育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以体育力量点亮和美乡村
蓝图。”山东省体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文
清说。

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山、水、林、草、沙等都是
天然的户外运动场地。山东各地着力挖掘户外
资源，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统计显示，2023年在威海市环翠区半月湾
举办的铁人三项世界杯，实现 4700万元直接经
济收益，可量化品牌价值超过 4亿元，印证了“乡
村户外赛事+文化旅游”带来的乘法效应；今年
上半年，“好运山东”首届户外运动休闲季暨
2024德州“两河牵手”户外运动嘉年华活动启
动，大力推动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为进一步使户外运动赋能乡村振兴，山东省
体育局等 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
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2023-2027年）》，提出“以
乡村体育旅游、户外运动为代表的乡村体育产业
不断壮大”。同时在省级层面编制户外运动目
录、发展规划和设施建设规范，行业规范逐步建
立。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强说，山
东还将大力发展登山、骑行、水上运动、航空运
动、露营等乡村特色户外运动产业，培育打造乡
村特色户外运动消费场景，深化体育与农业、商
业、旅游、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产业深度融
合，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持续贡献力量。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

山东：“户外运动+”
成为乡村振兴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我有好产业我有好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