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好产业

青山环抱，绿水相依，沿着蜿蜒整
洁的黄五路川道由东向西出发，驶入
黄陵县店头镇区的第一个村庄便是新
城村。近年来，新城村将美食融入乡
村振兴中，凭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腰子棍棍面”特色品牌，走出了一
条“美食+旅游”的特色发展道路，让

“美食”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老板，来一大份火腿鸡蛋炒面。”
“我们这里要三小碗肉丝的。”
…………
临近中午，新城村面香源饭店内

食客络绎不绝。
“我卖棍棍面已经10多年了，是咱

村上第一家。”饭店老板周德正介绍
说，“石腰子就在公路旁，大车多，司机们
就来村上吃面，好吃顶饱，久而久之我
们‘石腰子棍棍面’的名声就打出去了。”

棍棍面，顾名思义，就是将面条搓
成小棍子的形状，经过师傅一拉一抻
一甩一摔，拉长变细，然后揪掉面头，
把光滑筋道的面条放入沸腾的热锅
中，在锅里上下翻滚，捞出后倒入由豆
芽、西红柿、青菜、鸡蛋等炒好的配菜
中，颠炒几下，一盘红红绿绿、面里有
汤、汤中有菜、冒着诱人香味的棍棍面
便出锅了。

“我是老顾客了，有时间就会来新
城村吃面，吃起来特别筋道，这条街上

吃过好几家，味道各具特色。”食客王
先生对“石腰子棍棍面”赞不绝口。

“以前吃棍棍面的都是本地的，现
在做出了品牌，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咱的面好吃不贵又顶饱，吃了都说好。”
周德正笑着说，“每天的营收都在一两
千元，这就是在家门口把钱挣了。”

近年来，新城村采取“党支部+协
会+商户”的方式，围绕“石腰子棍棍
面”乡土非遗美食，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和提质经营管理水平，着力打造“石腰
子棍棍面美食街区”。实施主街立面

提升工程，彩绘“石腰子棍棍面”主题
墙画300平方米，利用废旧瓦罐、农耕
农具等打造景观节点30余处，实现了
人文景致与生态环境有机融合。实施
农村雨污分流工程，卫生改厕287院，
天然气入户 104户，巷道绿化亮化黑
化2公里，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改善，人
居环境持续向好。该村还成立了棍棍
面协会，统一制定商标和餐服标准，探
索注册商标、打造品牌效应，为持续健
康经营提供法律保障，推动“石腰子棍
棍面美食街区”朝着标准化、特色化、

精品化的道路发展。目前，棍棍面经营
户由最初的 5家发展到现在的 20多家，
每户年销售额达50万元以上，带动村民
就业42人。

“我们更大力度发挥非遗资源在推
动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充分转化非遗经济价值，学习‘千万
工程’经验，探索‘非遗+产业’新路径，
让非遗‘老手艺’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
力。”店头镇新城村第一书记刘文杰说。

新城村不断延伸下游产业链，开发
棍棍面方便食品、红高粱特色产品，建设
集棍棍面现场体验、文化展示、文创餐饮
为一体的文旅体验中心，在农业产业链
各个节点寻找增值空间，让农业从“田间
地头”产出，在“市场端头”畅销。同时，
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新格局，依托现有
交通区位、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持续放
大棍棍面品牌效益，带动周边百子桥慢
生活体验区、高粱红了特色农耕文化体
验区、大棚果蔬休闲采摘区抱团发展，逐
步打造集休闲采摘、美食品鉴、露营烧
烤、情景体验等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休
闲旅游示范区”。

在“石腰子棍棍面”的带动下，新城
村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美食+旅
游”经济为拉动消费和助力城乡融合发
展提供了新样板，走出了一条“舌尖上的
非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一碗棍棍面 打造成品牌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张鹤婷 郑锦亮

● 面店老板展示做好的棍棍面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朱
浩龙）夏日时节，走进黄陵县阿党镇
河堤村的梅花鹿养殖场，三五成群的
梅花鹿在暖阳的照耀下，憨态可掬、
令人欢喜，前来学习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

“去年镇党委组织各村党支部书
记、养殖大户到吉林参观考察梅花鹿
养殖项目，回来后我们村就新建标准
化养殖棚 2个。目前养殖了 130只梅
花鹿，还参加了梅花鹿养殖协会，根
本就不愁卖，一只鹿纯利润保守来说

也能达到 4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
收入预计可达 40万元。”提到目前的
效益，河堤村党支部书记李铁栓非常
满意。

近年来，阿党镇党委紧紧围绕抓
党建促发展工作思路，坚持扩规模、亮
品牌，积极探索“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农户”共建发展模式，集全镇之力
抢抓机遇、多点发力，重点谋划、优化
布局，全面推进梅花鹿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与此同时，为推动梅花鹿产
业发展壮大，全力做好产业支持、服务

工作，阿党镇党委还组织协调成立了
黄陵县梅花鹿养殖协会，在现有梅花
鹿绿色养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延伸
梅花鹿产业链条，逐步形成以梅花鹿
产业为主体的特色养殖、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产业集群，不断拓宽农民群众
增收致富的渠道。

“协会以服务梅花鹿养殖、指导梅
花鹿销售、推进梅花鹿产业发展为主
旨，加强对梅花鹿产业政策指导和引
领，群策群议，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
力，统筹协调重大事项，细化明确目标

任务和政策举措，全力服务产业发展。”
黄陵县梅花鹿产业协会会长孙超介绍
说。

目前，阿党镇河堤村、北村、丁村已
建成三座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奎张
村、阿党村、咀头村梅花鹿养殖场正在筹
建之中，20户群众通过“庭院养殖+托管
代养”模式养殖梅花鹿320头，全镇梅花
鹿存栏量达到 1220余头，年产值实现
360万元。梅花鹿产业现已成为阿党镇
发展果畜结合循环农业和群众增收致富
主要产业之一。

镇上探索新模式 乡村走上振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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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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群众的问题抓在手上、放在心上
——记志丹县顺宁镇刘老湾村第一书记高豹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韩慧

他力量乡村振兴

身着橄榄绿，他是保家卫国的战
士；褪去戎装，他是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领头雁”。多年来，他退伍不褪色，
用青春热血践行初心使命，把军人的忠
诚品格根植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用
实际行动在社会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
事业中绽放风采。他就是志丹县顺宁
镇刘老湾村第一书记——高豹。

让老百姓在产业发展上更有信心

初到刘老湾村，高豹第一时间带
领驻村工作队员会同村“两委”班子开
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当时我就发现
刘老湾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果园管理
滞后，收入微薄，我就想着一定要扭转
这一被动局面。”高豹说，他当时暗下
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他
和村“两委”班子通过积极协调，从加
强组织建设到改造生产生活道路，再
到发展果园、培养种植大户，这一步步
走来终于有了收获。

截至目前，刘老湾村通过土地流
转发展村集体果园 208亩，村集体经
济年创造效益50万元以上。同时，利
用各种机遇组织果农外出考察学习，
先后组织召开产业现场培训会 12场
次，累计受益果农 1300多人，全村人
均收入达到 16800元，较上年提升了
8%，真正实现了产业兴旺、农民富裕。

“不怕你们笑话，这片果园之前
‘只进不出’，我是越干越没信心，我都
准备放弃这片果园了，没承想现在成
了我的‘摇钱树’。今年，我家套了近
90万袋，按去年价格基本上收入要上
百万元。”果业大户赵世荣笑着说，“多
亏高豹这个好娃娃、好领导了，不仅精
神上鼓励我们，还实实在在帮助我
们。县上有什么好政策，那娃娃比我
们还跑得快，第一时间就去争取了。”

据了解，为了改善果园运输条件、

灌溉条件、储藏条件，解决果园配电问
题，高豹积极协调、多方筹措资金，砂石
化果园生产道路17公里，新打灌溉深
机井2眼，新修集雨水窖36口、果库1
座，从根本上解决了产业发展硬件设施
配套难的问题。同时，高豹又主动帮助
种植大户积极申报各级奖补政策，帮助
果农申请小额贴息贷款，有效解决产业
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争取县镇村在肥
料、病虫害防治等物资上给予支持，累
计调运苹果专用肥150多吨，购买修剪
工具等物资500多套（件），帮助果农申
请小额贴息贷款80万元。

“现在村上一提起高豹书记，大家
都赞不绝口。”刘老湾村党支部书记张
宵笑着说，现在老百姓在产业发展上
更有信心了。

用实际行动筑牢村党支部
坚强战斗堡垒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

强不强，关键看干部。高豹深刻认识
这一道理，始终把党支部建设作为乡
村振兴工作的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从带领村党支部严格落实“四议两公
开”制度，常态化将“固定学习日”与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志愿服
务等活动结合起来开展，到组织村党
支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千村
示范、万村达标”和支部建设提升年
等系列活动，再到修订完善村级组织
各项管理制度，都离不开他的努力和
支持。

此外，为了提升村级阵地标准化
建设，高豹通过多方协调资金，新修
了刘老湾村村部，同时，建成了村党
群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室，建成后接
待群众 120多批次，解决实际困难和
问题 80个，服务群众 253人，用实际
行动筑牢村党支部坚强战斗堡垒。

“高豹书记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
活上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引领，

大家现在都争着抢着到村党支部开展党
日活动。”张宵说。

在驻村帮扶中，高豹全身心投入到所
包扶村的建设发展中，在一次次走访慰问、
一次次排忧解难的过程中，高豹早已和群
众打成了一片。无论是带领村“两委”班
子坚持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指
导所包扶村建设农村社区、“互助幸福院”
等自治组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养老服务、提升人居环境等短板弱项，还
是指导所包扶村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
用，全面推行移风易俗，都离不开他的身
影。在他的影响下，村“两委”班子、治保
会和警务工作站等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
用，积极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
理念。

“他总是身先士卒，深入到一线，了解
群众的所急所盼、所忧所想，总是把群众的
问题抓在手上、放在心上，直到落实到位为
止。特别是在处理群众矛盾问题，解决家
里、邻里之间的矛盾方面，他总是细致、耐
心、务实，将矛盾问题化解在一线，消除在
萌芽状态。”顺宁镇政府组织委员苗海云
说。

特殊的工作环境造就了高豹朴实
耿直的性格，他一心为公无私利，以军
人的本色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在高豹的带领下，所包扶的村
由原来软弱涣散村变为产业发展先进
村，村民安居乐业，逐步走上了富裕的
道路，他诚心诚意为民办实事、解难事、
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带领村民奔向小
康。

高豹表示，下一步，他将继续履行第
一书记职责，积极配合好村“两委”班子，
努力在组织建设、产业提效、人居环境改
善、乡风文明提升、综合治理等方面下功
夫、出实招，力争把刘老湾村打造成村民
富裕、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

在延川县延水关镇东村，住着一位默默耕作的种
桃领头人——杜晓燕，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他，自
2018年开始种桃后，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才能把桃
种得越来越好？”也正是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带动
村里的桃子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盛夏时节，正值桃子成熟期，杜晓燕一大早就来到
了果园，浇水、施肥、查看桃子长势、进行人工除虫，用
心呵护着自己的桃园。在他家的桃园里，低矮粗壮的
桃树枝叶繁茂，红彤彤的桃子在绿叶的掩映下分外好
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别看杜晓燕现在管理
桃园得心应手，但 6年前他也是从种植“小白”开始
的。“桃树管理涉及的知识很多，一开始不懂，桃子种得
就没别人家的好，看别的村收成好，我多少觉得有些

‘眼红’。”杜晓燕告诉记者，为了种好桃，他每次都会积
极参加村里组织的桃树技术培训会，跟专家学习怎么
精细化修剪、怎么施肥等专业知识。闲时，他会在网络
平台跟着专家学习，经过多年的学习与不断实践，他种
出来的桃子品相好、口味也好。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富。杜晓燕在种
植桃子产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村里的乡
亲，主动为种植桃子的乡亲们免费传授技术。在他的
帮助和指导下，周边果农不光学到了种植技术，也特别
注重果树品质管理和食品安全，大家一起将东村打造
成了县上有名的“桃园”。如今，东村的桃子深受大中
超市和游客的喜爱，收益也越来越好。

“果园里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去问晓燕，他特别
热心，还会专程来到果园手把手地教我们，感觉特别贴
心。”东村村民刘正安说。

谈到今后发展，杜晓燕充满信心：“现在正是桃子
成熟期，我们村桃园的摘果时间是6月中旬到8月底。
截至目前，我村共有桃树300亩，产出桃子60万斤，每
斤按1元算，我们村桃子今年收入大概在6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欢）近日，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
院的“陕北农链数智队”来到子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了解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现状以及红色
文化传播等。

活动中，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院的“陕北农链数智
队”先后前往子长市的 9个镇区、16个调研点，通过实
地考察、数据收集和访谈交流的方式，全面了解子长市
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应用情况以及对农业生产带来的
积极影响。此外，该队还对子长市红色文化资源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如何将红色文化
与现代教育、旅游等产业相结合，探索红色文化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创新传播方式以及通过文化传播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路径。

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非常
有意义，可以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既巩固了所学知识，更让大家对农村农业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也厚植了为民服务情怀。

本报讯（通讯员 田伟 文斌 记者 孙艳艳）“今
天有幸参加县上举办的培训活动，看到乔化果园三次
间伐，感触很深，我回去后，要给村民宣传这种新技术，
把我的果园按这种技术管理好。”近日，在洛川县果农

“大观摩、大学习、大培训”活动现场，槐柏镇果农李新
敏高兴地说。

活动当天，洛川县苹果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带领槐
柏镇、交口河镇、菩提镇部分果农现场观摩了槐柏镇、
永乡镇、旧县镇的苹果标准园、矮化幼园、苹果科技示
范基地、苹果营销企业等。每到一处，果农们都认真听
取苹果管理技术方面的情况介绍，热烈探讨苹果树的
长势、果园环境、挂果量等问题。

交口河镇果农李清权告诉记者，他已经是第 7次
参加大观摩活动了，之前观摩的是矮密栽植，今年参观
了乔化树的果园管理，感触特别深。“今年增加了机械
展示，迷雾机和开沟机我比较感兴趣。用传统的三轮
车打药费工、费药，人也很累，这些机械都特别实用。”

据了解，此次洛川县组织的“大观摩、大学习、大培
训”活动共计 4天，其间分别组织全县 9个镇街和 3个
便民服务中心共计约4000名果农，分组分批次进行了
现场观摩培训学习。

“通过这次大规模活动，能够让果农掌握矮化乔化
的栽培技术，了解苹果的储藏加工全产业链新技术，激
发他们的务果热情，提高全县的果园管理水平，推动洛
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主任王晓东表示。

让桃子成为乡亲们的幸福果
——记延川县延水关镇东村种桃领头人杜晓燕
通讯员 宋妮 记者 李欢

果农现场大观摩 学习技术强本领

大学师生进乡村 黄土地上写论文

近日，在黄陵县阿党镇丁村，工人们正在进行防雹
网搭建作业。工人师傅介绍说：“再有两三天就能完成
果园的防雹网搭建，搭建防雹网可以预防冰雹天气，减
少冰雹天气对树体、侧枝的影响，降低对果面的损伤，
提高果园的收益。” 记者 张鹏飞 摄

搭建防雹网 果园少受灾

● 高豹（右）入户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