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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洛川晚熟苹果陆续成熟，空
气里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果香，让人垂
涎欲滴。果农们有的加紧卸袋、有的
忙于采摘销售，果园里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

9月 26日一大早，走进洛川县永
乡镇阿寺村李亚民家的苹果园，记者
看到，一排排双矮密植苹果树上枝繁
叶茂，一颗颗果形硕大、色泽艳丽的
苹果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让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采摘、装筐、分拣、搬运，忙得
不亦乐乎，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

李亚民告诉记者，他家种植苹果
有 20多年了，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
不断学习深究，选用优良品种。经过
几年的摸索，现如今他种植的“阿珍”
富士苹果，不仅品质大幅提升，产量也
翻了一番。

“我这块地是4.5亩，今年套了8.8
万只袋，苹果生长得非常好，成熟期也
红得非常好，预计产量3万多斤，已经
全部订了出去，一斤订了 4.2元，预计
产值在 12万元到 13万元之间。”李亚
民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在洛川县凤栖街道芦
白村的陕西方旭科技创新园基地，卢
王斌正带领工人抢抓农时，进行卸
袋工作。看到记者来访，卢王斌耐
不住喜悦，他高兴地说，自己家里以
前有 9亩苹果园，其中的 4亩流转给
了陕西方旭实业有限公司，剩余的 5
亩今年已经卸袋结束，等待售卖。他

利用空档在基地打工，每年这个季节
都是最忙碌又开心的时候，看着一个
个即将丰收的苹果，他的内心无比满
足和喜悦。

“苹果卸袋是个季节活，要抓紧时
间把袋子赶紧卸完，苹果红了后赶上
好市场能卖个好价钱。”卢王斌一边卸
袋一边介绍说。

凤栖街道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采取“党
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目前全辖区苹果种植面积2.3万亩，苹
果产业效益稳步提高，果农收入逐年

增加，苹果产业成为了助力群众稳步
增收的“强引擎”。

洛川素有“苹果之乡”的美誉。洛
川苹果以其色泽鲜艳、口感清脆、甜度
适中而闻名遐迩，苹果品牌价值达
829.16亿元。多年来洛川人民凭借着
勤劳与智慧，精心培育着这片土地上
的苹果树，使得洛川苹果的品质不断
提升。

9月 23日至 25日，一年一度的中
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再度
拉开帷幕。来自 26个省市自治区的
783名领导嘉宾、院士专家、知名客

商、产业链链主企业等出席活动。会
上，各类优质苹果琳琅满目，展示着洛
川苹果产业的丰硕成果，国内外客商
洽谈合作，共同开拓市场。其间，458
名中外嘉宾出席，32名业内权威人士
发表报告演讲，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就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市场趋势、品牌建设等热点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为洛川苹果产业
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让洛川苹果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果博会上，各采购商与本地各企
业共签订各类苹果购销合同16份、意
向协议1份，销售苹果7.26万吨，订单
金额5.81亿元。带动全县苹果购销总
签约量 37.1万吨，订单金额 28.45亿
元，创历史新高。

在果博会的带动下，洛川的苹
果产业正朝着更加现代化、国际化
的方向迈进。今年洛川苹果喜获
丰收，预计全县 53 万亩苹果总产
量 114.04万吨，苹果产业综合产值可
达150亿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全产
业链条的科技研发平台，利用大数
据指导果农进行精细化种植，同时
构建起现代数字化的营销体系，充
分发挥智能选果线、冷藏库的作用，
全面推广智能分选分级包装，真正
实现优果优价，以质论价，让苹果由

‘种得好’向‘叫得响’‘卖得好’转变，
使群众依托苹果产业增收致富。”洛
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副局长郑洪博
表示。

“参加西部计划，成为一名光荣
的志愿者，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
清华研支团陕西分队队员姜丰，怀
揣着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踏上了这
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一路上，家人、老师和朋友的支
持，让他拥有了发挥才能、施展抱负的
宝贵机会。在与学生们相处的过程
中，姜丰从他们求知的眼神里，深刻感

受到了这份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备课
和授课阶段，他也收获颇丰，“教学相
长，这种双向奔赴给予我信心和动力，
让我能在岗位上继续奋斗。”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姜丰深知任重道远。他
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尽己所能
做好每一项工作。

清华之光，闪耀延川
通讯员 辛嘉颖 记者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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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农在忙碌地采摘苹果

本报讯（记者 潘文静 贺刚）近日，星光卫视中国金榜电影
人艺术团第四期《重走长征路》纪录片大型公益活动来到长征顺
利落脚点延安，在宝塔山下圆满举行了闭幕式。

9月 24日，阳光灿烂，天空澄澈，宝塔山下载歌载舞，笑声四
溢。星光卫视中国金榜电影人艺术团的演员们身着代表性服装，生
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们在延安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情景，仿佛
带领着现场观众们一起穿越到了那个伟大的年代。观众们纷纷拿
出手机拍摄留念，演员们和观众热闹互动，并且一一合影留念。

本次活动还特意邀请了万花文化园阳光情系千万家演出团，
为演员和现场观众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艺演出。豪迈威
武的安塞腰鼓一登场便引来阵阵欢呼；舞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黄河源头》热烈奔放，展现着陕北人民的优秀风貌；此外还有诗
朗诵《沁园春·雪》、独唱《我在延安等你》、陕北大秧歌联欢等，演
出内容丰富，节目形式多样，台下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据了解，星光卫视中国金榜电影人艺术团为进一步领悟红军
精神，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自2020年开始，先后组织具有浓厚爱
国情怀的退役军人和知青，共同重走长征路，踏寻先辈足迹。目
前，已经成功拍摄三期《重走长征路》大型公益纪录片。今年 9月
19日—25日是第四期“重走长征路”活动，全国各地 50多名退役
军人和知青共同奔赴延安，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

“星光”照耀长征路
宝塔山下尽欢歌

本报讯（记者 叶树峰） 9月26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传
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中小学少先队“大思政课”实践活动
在金延安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延安保育院》剧场举行，我市部分学
校的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约800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精彩的红色大思政课深入浅出，让师生们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随后，师生们共同观看了大
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看完演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剧中的一幕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小学四年级8班学生杨若水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一定要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好延安红色革命
精神的传承者。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延安市委、市少工委主办，共青团宝塔区
委、陕旅集团延安唐乐宫承办，旨在通过深入挖掘和运用延安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结合，
增强思政课的铸魂育人效果，切实发挥学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关
键课程作用。

团市委、市少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发挥少先队
的组织优势和实践育人特色，不断完善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
将少先队实践活动与思政课紧密结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学资
源，为学校和师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共同推动思政课
教育的创新发展。

红色大思政 入脑更入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朋 记者 王静）连日来，宝塔
区川口镇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零行动。活动中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参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提升村街颜
值，扮靓和美乡村擦亮了“底色”。

在同叉村，村干部和群众手持铁锹、扫帚、垃圾袋等工具，清
理白色垃圾、烟头、枯枝杂草、乱堆乱放杂物、排水沟污泥及河道
清淤，确保每一处清理彻底。村民薛海军说：“这次整治，房前屋
后都打扫干净了；道路杂草、河道垃圾也都清理干净了，住着感觉
比以前舒服多了。”

掀起环境整治高潮的还有川口村，镇政府干部和村民们围绕
主干道、居民点、房前屋后等区域，一起投入到环境卫生整治当
中，全面清理垃圾杂草，确保村庄干净整洁。“在这次环境卫生整
治中，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彻底把我们村上的卫生打扫干净
了。现在，我们出行方便了，心情也愉悦了。”村民曹延伟说道。

在王庄村，群众热情饱满，手持铁锨，重点围绕道路沿线生活
垃圾、沟渠与河道垃圾等进行清扫，确保整治彻底。村民王虎一
边干得起劲一边说道：“这次环境卫生整治，干部群众一起彻底清
理河道垃圾，河道干净了就没有污染，环境也会慢慢变好。”

在不远处的偏桥村，建筑垃圾整治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只
见挖掘机在轰隆隆地工作中，群众也在有条不紊地清理卫生死
角。“这个地方倾倒垃圾的比较多，我们这次动用机械、人力，人人
参与，把卫生死角清理干净，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居住环
境。”村民王涛指着清理的垃圾说。

今年以来，川口镇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稳步有序推进突出问题治理，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脏乱差现
象。截至目前，已累计上劳 440余人次，动用铲车、三轮等各类机
械 30台次，清理河道废弃物 5.6吨，规范村民院落 110处，小区停
车场 3个，整理小区空中飞线 7处，清理各类垃圾死角 90余处，倾
倒各类垃圾30余吨，辖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提升。

环境整治下力气
干群上阵村村美

近日，为确保辖养公路安全畅通，打造整洁、靓丽的公路通行
环境，志丹公路段对辖养路段的桥梁隧道、高危边坡及施工路段等
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并采取“人机结合，错峰洗扫”的方式，
对沿线波形护栏、公里桩、平交道口警示桩等公路设施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清扫，为辖养公路提“颜值”、增“气质”。

记者 张鹏飞 摄

擦亮公路增“颜值”

“到家乡需要的地方去，为孩子
们照亮前行之路。”2024年，即将从
清华大学毕业的潘腾飞，在看到西部
支教招募信息的那一刻，心中的使命
感如火焰般熊熊燃起。作为土生土
长的陕西人，北京的求学经历使他对
家乡与大城市在教育上的差距有了
更为深刻的认知，这份差距犹如一道
刻痕，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对潘腾飞来说，投身家乡的支
教事业不仅是出于内心的坚定选
择，也是他矢志不渝的目标。带着
这样的信念，他毅然踏上了支教的
旅程，最终站在了清华附中文安驿
学校的讲台上。

“能够成为一名支教老师，我感
到自豪。在这里，我要为孩子们打开
知识的大门，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
能。”潘腾飞来到清华附中文安驿学
校当了一名物理老师，是希望通过实
际行动，借助清华大学的平台，将成
功的经验和有效的学习方法传授给
家乡的孩子们。

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外，潘腾飞
还专门开设了“学科选择与专业前
沿”的社团课，结合自己的痛点和
困惑，帮助孩子们尽早了解
大学专业，让他们树立理
想，明确职业发展道
路。

“回到如家乡般的西部地区贡
献力量，让青春在支教中熠熠生
辉。”这是王雅内心的强烈呼唤。

新疆长大的王雅始终怀揣着为
西部地区作贡献的炽热梦想。当得
知有陕西这个支教地时，她毅然决
然地奔赴而来。

“来到这里仅一个月，强烈的使
命感便与现实的挑战一同扑面而来。”

王雅回忆说，这里的孩子们热情
好学，课后常常前来询问问
题，然而他们却缺乏自
信，不相信自己能够学

得更好、走得更远。
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王雅

希望能助力学生打牢基础，把知识
学得更加扎实；另一方面，帮学生树
立信心，确立可行目标，让他们在成
长的过程中发现自我、相信自我，实
现自我成长。王雅努力钻研各种教
学方法，依据每个学生的特点精心
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

“我渴望在一年的支教生活中，
能够在教学与社会工作方面实现全
方位的提升，完成一件让自己终身
受益的事情。”王雅坚定地说。

“曾经支教的尝试与探索，让我
坚定了成为长期支教老师的决心。”
身为清华研支团陕西分队队员的冯
翔，曾在大学期间多次参加短期支
教活动，在那一段段充满温暖与挑
战的短暂支教时光里，她看到了孩
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感受到了教
育的力量与意义。这些宝贵的经
历，让她愈发坚定成为长期支教老
师的决心。

今年，这位温柔而坚毅的姑娘
来到清华附中文安驿学校，开启了
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旅。在支教过程
中，冯翔发现学生们热情满满却没

有好的学习方法。“在平时教学中，
我不仅要做好知识梳理，也要做到
学习方法的引导。”她说，她深知自
己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受到了其他
老师的关怀与帮助，也被学生的热
情所感染。

“我会以身作则，践行清华‘行
胜于言’的校风。希望孩子们能树
立自己的理想，脚踏实地实现梦
想。”冯翔坚定地说，这里的孩子就
像等待绽放的花朵，而我愿做那个
精心浇灌他们的园丁。在这一年
里，她将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的
成长注入强大动力。

潘腾飞：借清华平台推家乡教育 王雅：帮孩子树立信心确立目标

冯翔：愿做精心浇灌孩子的园丁 姜丰：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近年来，在共青
团延川县委的积极推

动下，一批批优秀的青年
志愿者相继奔赴延川县贡献
自己的力量。其中，有 4位来
自清华大学的学子，他们来到
延川县清华附中支教，以青春
的热情与智慧为当地教育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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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苹果正飘香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