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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每当晨曦初露，志丹县河滨路上晨练的人
群络绎不绝，健走、跑步、打羽毛球、跳健身操、
打太极拳……人们，新一天的美好生活从健康
开始。

“这两年，咱们河滨路变化相当大，健康步
道也铺好了，路两边的绿化带有了花花草草。
夏天花开的时候，阵阵花香飘过，感觉特别
好。”每天，居民宋伟丽都从路北走到路南。

近年来，志丹县充分依托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积极整合各类资源，
夯实工作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进健康
志丹建设高质量发展，打造健康志丹名片，让
身心健康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全力
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文明城市的基石，只有
全民健康，才能达到全民小康。作为志丹县
2021年五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健康步道，
总长 8351米，总投资 1268万元，2022年 8月建
成并投入使用。如今，健康步道与县城河堤的
自然景观完美相融，与市民的休闲需求高度契
合，为健康志丹建设增添了民生“温度”。

“全民健身步道的建成投用，对巩固我县
健康县区创建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改善
了县城区体育锻炼的物质条件，为群众提供一
个舒适的健身休闲活动场所。”志丹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德喜说，“下一步，我们将
全民健身设施纳入县城建设重要内容，积极争
取政策支持，不断补短板强弱项，科学谋划实
施高品质项目，推动我县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
台阶。”

志丹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腹
地，也属严重缺硒地区之一。据监测发现，志
丹县年度人均每日硒摄入量不足 30微克，是
导致全县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免疫系统疾病
发病率多年来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身体健康水平，志丹县
积极争取中省市政策资金的支持力度，出台扶
持措施，打造富硒农产品产业集群，因地制宜，
规划种植区域，打造规模化、产业化、高效益的
富硒农产品种植基地，提高人体硒元素摄入
量，让全县人民健康从富硒食物开始。

据志丹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彭富
国介绍，在具体的过程中，该县抓投入，列支
专项经费，为种植养殖农户免费提供富硒肥
料，引导广大农民种植富硒土豆、小米、荞麦、
红葱、苹果等特色杂粮，开发具有陕北特色的
富硒杂粮种植基地。抓基地，鼓励“公司—基
地—农户”的运作方式，推进土地有序流转，
实现规模化布局，确保建设一片、成功一片。
抓认定，与省内知名产品认定企业达成协议，

按照批次和区域、地块分别将产品交由第三
方企业开展产品认定，以维护全县特色富硒
农产品的市场信誉。

“通过上述措施，我县基本形成了富硒苹
果、土豆、小米、荞麦、红葱等产业，产品深受消
费者青睐。”彭富国说。

身体健康是物质基础，心理健康是身体健
康的精神支柱。为了让“家门口”的红色资源
活起来、动起来，志丹县还将县域内的重要红
色旅游景区打造为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
主阵地，充分挖掘和整理红色文化故事，把党
史素材转化为教材，开设现场教学，让党员干
部群众在重温红色记忆、领悟红色精神的同
时，保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理健康。

“我们动用了社会各方资源，大量征集革
命文物，挖掘整理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教育内
容，并吸收中小学生担任义务讲解员，利用各
种重大节日、纪念日，以及入学、入队、入团等
特殊日子，精心组织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对青少年普及知识、启迪思
想和精神激励。”志丹陵园管理所副所长徐向
艳说。

2022年以来，志丹县不断整合各类资源，
积极推进健康志丹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爱国
卫生运动和文化体育活动“三结合”，形成健康
同环境、教育、文旅、农业农村等多领域资源共
享的新格局。

志丹县疾控中心副主任白江说：“通过政
府统筹，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全面实施‘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
和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打造健康志丹名片，让身心健康成为一种
时尚、一种生活方式，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
平和幸福指数。志丹县充分依托全国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夯实工作举措，健全
工作机制，全力推进健康志丹建设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份，志丹县通过省级技术评估，被省
卫健委授予“省级健康县区”荣誉称号。同时，志
丹县健康县区建设荣获全国优秀案例，被国家卫
健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志丹县卫健局副局长高尔军说：“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加大健康政策、健康环境、健康体
系、健康服务和健康文化建设工作力度，贯彻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覆盖生命全
周期的大健康战略体系，动员协调社会各界、
各部门以及家庭和个人，共同履行自己对健康
的责任，营造良好的健康氛围，形成健康县区
建设长效机制，全方位提升全县人民的健康素
养水平，全面推进我县健康县区建设工作稳步
发展，为健康志丹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哒哒哒……哒哒哒……
连日来，位于延长县

双创中心的中超利永延长
紫砂乡村振兴工场培训车
间里传出阵阵打泥声，赵
瑞和学员们在各自的工作
台前开始忙碌起来。

“在这里 3 年多了，如
今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 10
款紫砂壶器型的制作。”赵
瑞一手拿着泥坯，一手拿
着制壶工具兴奋地说。

宜兴位于太湖之滨，
是世界知名陶都，延长地
处黄土高原，两地相隔千
里之遥，在东西部协作国
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延宜
两地按照“企业+政府+社
会组织 +爱心人士”的模
式，2021 年携手创办了中
超利永紫砂乡村振兴工
场，以宜兴最大的富民紫
砂产业助力延长乡村振
兴。

今年 37岁的赵瑞是一
位宝妈，因为照顾两个孩
子无法外出工作，“双创中
心办了一家紫砂工场，可
以免费学一门技术，还给
发工资。”当一个朋友将这
个好消息告诉了赵瑞，一
下便激起了她的兴趣，她
立即到现场报了名。

“刚开始学习紫砂壶
制作的时候，遇到了好多
困难，好多次都想放弃，在
培训老师的细心教导和鼓
励下，我咬紧牙关坚持下
来了。”赵瑞感慨道，“非常
庆幸，我坚持下来了。又
能照顾家庭，还不耽误接
送孩子上学，闲余时间制壶还可以赚点钱，
补贴家用，我现在每个月都能赚到两三千块
钱呢。”

据工场负责人贾海刚介绍，来到这里学
习的基本是家庭妇女，做紫砂壶时间自由，
既能照顾家庭，又有笔可观的收入，她们除
了每月领取固定工资，自己制作的茶壶售卖
后还有一笔收入。

为了提升工场学员的技艺，公司派出专
业老师长期免费授课，他们从紫砂特性到绘
图，再到手工壶、模型壶的制作、烧制、整口、
打磨、修补等知识，逐一认真讲解，亲自示
范，耐心答疑，精心授业。2023年 8月来到延
长的工艺师王红群就是其一。

“现在学员们的技艺已经十分娴熟了，
基本上每个人都掌握了十几款紫砂壶器型
的制作。我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引导他们做
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新的壶型，更好跟市场接
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王红群说道。

如今，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乡村振兴工
场已步入良好成长期，截至目前，累计培训
学员 300余人，其中有 30余人制作技艺达到
初级职称水平，3 人被选派到宜兴中超利永
紫砂总场进一步提升学习，该乡村振兴工场
的紫砂产品销量已达上千件，带动场内学员
每月增收 2000余元。

贾海刚表示，接下来，工场将继续巩固
学员的制壶水平，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通
过线上直播销售和线下旗舰店的形式，拓宽
销售渠道，把学员的作品推广到延安乃至全
国各地，让延长紫砂产品成为全县的新名
片。并吸引更多的学员加入工场大家庭，掌
握一门手艺，稳定就业，为延长县乡村振兴
贡献一份力量。

将宜兴紫砂文化引入延长开设延长紫砂
乡村振兴工场只是宜兴延长苏陕协作的一
个缩影。协作以来，两地聚焦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着力在农业
产业、美食经济、特色文旅、人才交流等方面
开展合作共建，着力打造“宜延友谊”品牌。
目前，共计实施产业、民生、教育等项目 40多
个。

延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副主
任、宜兴市对口帮扶延长县联络组成员马晓
锋说：“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苏陕协作和革命
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要求，提高思想
站位，满怀对延安老区的真挚感情，加强系
统谋划，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
与’，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合作上持续
发力，抒写好两地同振兴、同富裕文章，为延
长县推进全面乡村振兴贡献出宜兴力量。”

多彩燃动 活力悦动
——志丹县积极打造健康名片

通讯员 朱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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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在广场打太极拳

● 群众在操场上踢足球

● 居民打羽毛球

● 群众在河滨路健步走

本报讯（记者 雷荣 赵小媛 通
讯员 李文振） 11月 25日，站在宜川
县云岩镇北赤村千亩农旅观光采摘
园，果农崔永永无比感慨：“没有‘以
株代亩’分田法，就没有这片好园
子。”

云岩镇是宜川苹果大镇，10.7
万亩苹果占全县三分之一，镇域农
民 95%的收入来自苹果产业。然
而，历经 30多年，全镇果树老化、品
种退化、劳动力弱化，以及机械化、
智能化管理程度低等问题日渐突
出。

在云岩镇北赤村，让村民更头痛
的还有：果园大都是“绺绺田”“块块
地”，农机掉不过头、耕牛转不过身；东
一块、西一块，连片的606亩老果园由

57户村民经营，面积最小的一户只有
4分地，有的农户 4块苹果园“相见不
相连”；果园里，道路纵横交错、坟墓遍
地散落。

全镇不止一个北赤村，破局势在
必行。如何破解？

2023年，云岩镇探索推行“以株
代亩”改革，改变农村传统“村界”“地
界”“亩界”“路界”“坟界”“心界”观念，
释放更多“耕地面积”，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

“向西有付五学 4棵果树。付天
杰。”曲洲村新果园重划地界，隔离桩
刻上醒目标记。实行“按株分配、一户
一田”，村民付天杰与付五学的果园由

“地界”变成“株界”。
一座坟占一分地，能栽十一棵树、

每年收益 2200元。堡定村村民破旧
俗、除“坟界”、消“心界”，将果园里78
座坟迁入村上新建的公墓内，引入公
司打造千亩农旅观光采摘园，实现规
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机械化操作、
社会化管理。

土地也能“长个子”。“小碎田整理
成示范园，北赤村老旧果园由 606亩
变成 701亩，新增 95亩。”云岩镇副镇
长王延宁算起了账，“95亩可增种矮
化密植果树 10450株，丰产期每年增
收209万元。”

“‘按亩分田’是过去‘庄稼人’的
思维，‘新农人’要以‘株’论英雄。”云
岩镇党委书记杜云说。

“现在，我们再也不担心分到坏地
块了。大型机械进了园，‘弯腰’老汉

再也不用费力爬树了。”果农郝建发笑
道。

“以株代亩”推行以来，云岩镇消除
“地界”1108条、整合“路界”306条、迁
坟167座，新增土地378亩；打造出全县
最大连片矮化密植种植区。2023年，
全镇人均果业收入 2.6万元，迈入全国
产业强镇。

如今，宜川县全面普及“以株代亩”
分田法，打造苹果花椒两个万亩示范
带，让更多群众享受改革红利。

“‘以株代亩’让小田变大田，表面
上是简单的重整与合并，实际效果形成

‘1+1>2’的叠加效应。”杜云表示，将进
一步用活“以株代亩”分田法，全力破解
制约全镇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助
力乡村振兴。

宜川“以株代亩”破“六界”

小田变大田 农户心里甜

● 赵瑞（左）学习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