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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近年来，吴
起县吴起街道办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持
续培育壮大设施农业，推动棚栽业向标准
化、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奋力
激活农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新引擎”。

寒冬时节，走进吴起街道办齐湾子
村果蔬大棚基地的香瓜大棚，一垄垄香
瓜藤郁郁葱葱映入眼帘，藤蔓下的甜瓜
个头饱满、长势喜人。种了快20年大棚
的齐湾子村村民蔺治东，正在棚里来回
穿梭，查看甜瓜长势并对瓜蔓进行管护。

“这茬瓜长势非常好，春节前便能上
市，收入应该在 5万元以上。我一共种
了 3个大棚，一年能收入 10多万元。”蔺
治东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齐湾子村村民王
霞，她正忙着在西红柿棚内把香瓜苗栽
种到西红柿的根部，确保西红柿和香瓜
生长无缝衔接。

“我们家的西红柿已经卖了2万元，这
两天我正忙着把香瓜苗栽种到西红柿的根
部，过不了多久，香瓜就长出来了。”王霞说。

一座座充满希望的温室大棚，构成
了产业振兴的新图景。近年来，齐湾子
村通过大棚种植，发展果蔬产业，有效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齐湾子村离县城较近，交通很方便，
这对我们发展大棚产业很有利。目前，全
村共有89座大棚，主要种植西瓜和香瓜，
参与的农户有21户，户均年收入接近10

万元。”齐湾子村包村干部王小青说。
与齐湾子村民自己种植大棚不同的

是，蔺砭村采取了“村集体＋产业大户”
承包经营方式，村民不用自己管理大棚
就能拿到收入，还可以在棚内务工赚钱。

“我4月份来到大棚开始务工，一天
能收入 120元，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蔺砭村村民张发萍说。

种植大户何玉林在蔺砭村承包种植
大棚 4年来，每年都会根据土壤情况调

换种类，以保证产量和品质。今年，他种
了2棚奶油草莓、4棚西红柿、1棚奶油黄
瓜，预计春节前就可上市，卖得好的话能
收入20万元以上。

好的产品想卖出好价钱，在确保产
品质量的同时，诚信经营也很关键。

走进马湾村魏彦发家的种植大棚，
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魏彦发的父亲正
在大棚中打理瓜架。

“棚里的香瓜批发一斤20元，采摘一

斤 25元，一个大棚一年就能收入 5万元左
右。”魏彦发说，大棚中的香瓜、蔬菜等，主要
供应吴起县城以及延安、甘肃等地区。

据了解，马湾村现有大棚 67座，实现
了家中有劳动能力的户户种大棚、家家有
产业，收入稳定可靠，户年收入均在 10万
元以上。

“马湾香瓜卖出了名气，和这里的瓜农
们诚信种瓜、诚信经营的优秀品质分不开，
现在村里还摸索出‘瓜亭议事、瓜农庭院、
瓜美村和’的‘三瓜治理’机制，大事小事都
有了解决办法，一派‘瓜美村和’的新气象，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
强。”马湾村包村干部梅艳艳说。

近年来，吴起街道办对标该县的“3+
3+X”农业产业体系，按照棚栽产业高效化
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棚栽经济。目前，该
街道办共发展日光温室 544座，用于种植
西瓜、香瓜、草莓、西红柿等果蔬，有效带动
117户354人农户参与生产经营，每年平均
能带给种植户10余万元的收入。

“2024年，我们完成土河院、杨青旧棚
改造 100座，建成中杨青单层拱棚 30座。
配套建设马湾标准化堆肥站和集追溯农业
平台，在县城建设农产品电商直播平台 1
处，培育家庭农场 13户。下一步，吴起街
道办将持续通过带动引导、技术服务、畅销
销路等，不断推动‘大棚经济’快速发展，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
力。”吴起街道办四级主任科员赵泉慧说。

绿意盎然“棚”勃发展
——吴起县吴起街道培育壮大设施农业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杭久洁

● 种植大户何玉林查看草莓长势

“您知道王全喜的家在哪吗？”
“往前走，屋内电机‘嗡嗡’响、院里

堆满树根的那家就是。”
2024年 12月 27日，在黄龙县麻地

湾村长青路，写着“黄龙根雕”红字标识
的小院门口，记者看到了王全喜。身型
高大、穿着迷彩服的他正手握喷漆枪，为
刚做好的镂空茶盘上漆。

王全喜是黄龙县根雕非遗文化传承
人，祖父和父亲都是木雕艺人，耳濡目染
中，他从小便对根雕有着不一样的情愫。

“小时候，每次看见父亲雕刻，我就
在边上看着学，当时觉得能把木头雕成
各种形状，特别有意思。”刚过完48岁生
日的王全喜回忆说。

画线、打胚、打磨……时间久了，对
于根雕技艺流程，王全喜已经熟能生
巧。经他雕刻的木料，鸟兽栩栩如生、佛
像神态各异、茶桌精致无比，其中以茶
海、雄鹰、孔雀为代表，作品达千余件。

对于王全喜而言，根雕承载着他对

父亲和祖父的记忆，也是他赖以生存的
技艺。

2005年，王全喜办起了黄龙县第一
个集根艺作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工厂；
2018年 7月，王全喜被认定为延安市第
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带出了60多名徒弟。

王全喜的工作间布置得很简单，除
了必备的工作台、工具架以及整齐堆放
的各种木料外，角落里还有一个大箱子。

“这些‘老伙计’已经不怎么用得上
喽……”王全喜擦了擦积尘，小心翼翼地
打开箱子，大大小小的刻刀装得满满当
当。

木雕是个“精细”活儿，雕刻者要根
据木头的纹理走向，用刀头大小不一的
刻刀进行细致雕琢。之前，王全喜用的
是普通的手工刻刀，后来更换成了电动
雕刻刀。工具变了，速度更快了，但对于
王全喜来说，挑战也随之而来。

2022年，王全喜逐渐意识到，“虚拟

技术”、3D打印等逐渐成熟，自己手中的
刻刀与电脑控制下的机床刀片相比，效
率落后了不止多少倍。

“手工到底还是不能跟机器竞争
啊！”王全喜抚摸着刚雕刻完成的笔架，
不由地叹了口气。

面对新技术的冲击，王全喜一度陷
入迷茫，“有时候想着，这手艺怕是只能
当个闲暇爱好了。”

真要看着几代的手艺就此失传吗？
几经挣扎后，王全喜暗暗下了决心：要让
这门老手艺换个新“活法”！

“时代再怎么变，最核心的还是审美
和创意。”王全喜说，“不管以什么形式，
都要把这门手艺继续传下去。”

根雕非遗的转型之路并非想象中的
顺畅。学徒年龄偏大、根雕风格落后、销
售模式单一……困难接踵而至。但开弓
没有回头箭。最难的时候，王全喜把自
己关在工作间整整3天，研究新作品、新
风格。

终于，事情在2023年迎来了转机。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面

前这个笔筒摆件采用了传统雕刻工艺……”
镜头前的王全喜正认真介绍着自己的产
品。从2023年开始，他尝试在线上讲解带
货，给自己带来了 10万余元的收入，还收
获了数十个年轻粉丝前来拜师学艺。

开直播、拓销路只是第一步。在作品
风格上，王全喜创新结合现代元素，将根雕
作品由观赏性逐渐向实用性靠拢。

变则通、通则达。王全喜还琢磨出了
新技法，让盆景和根雕达成“跨界合作”。

谈话间，王全喜带领记者来到独院一
侧的帐篷内，成百上千件形态各异的根雕
作品中，盆景占据了主要位置，枯木在绿色
松柏的点缀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些都是我培育的油松苗木，目前共
培育了1000余个盆景。”王全喜介绍说，这
样的创新结合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已经有
很多客商前来订购，预计这一批2027年就
能全部出售。

让老手艺换个新“活法”
——记黄龙县根雕非遗文化传承人王全喜

通讯员 高亚蓉 记者 杜音樵

“富县这些年待着是越来越舒服
了，要说哪里有很大变化，这还真说不
上来，全是些细枝末节的事，但就是这
些‘小心思’让人感觉很温馨、很安
逸。”近日，在富县鄜州博物馆门前，正
和姊妹们跳着广场舞的市民郭凤琴笑
着说。

近年来，富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建
设理念从大拆大建的“大干快上”向“微
更新”逐渐转变，用“绣花功夫”体现城市
的“万象更新”。

郭凤琴跳舞的广场位于富县鄜州博
物馆门前，该博物馆展现了富县人文历
史、时代变迁，还凸显了城市建设的综合
价值，将单一属性项目变成人人共享的
建设成果。

“鄜州博物馆不仅满足了市民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配套的广场、卫生间、地
下停车场等设施，也极具实用性，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鄜州博物馆副馆
长高思仲自豪地说。

在富县，小到石墩子、电箱、行道树，
大到公园、商业街、居民楼，每年都在悄
悄地整些“新活”。

“我娃就爱街上石墩子的彩绘，常坐

在上面不下来，还有随处能见的电箱、井
盖、桥墩都有各式各样的彩绘，把街道装
扮得漂漂亮亮的，挺好。”家住富县翡翠
世家小区的市民高龙龙笑着说。

通过彩绘、卡通装饰，给被人忽视的
“死物”赋予生机，这“活”整得不赖，也能
看出富县为了“扮靓”城市，下足了工夫。

路旁一颗小小的行道树，每年寒
冬有工人将其枝干修剪利索挂上五
彩的灯笼。曾经脏乱的“是非巷”，随
着城市的“微更新”变得整洁，改名为
文明巷步行街。街角的“口袋公园”
里，花儿映衬着稚童的笑脸，路过的
司机共享着这份愉悦，还拥有了更

开阔的驾驶视野。公厕里，砖明镜亮，
耳旁传来悠扬的音乐。地下，污水管道
和雨水管道泾渭分明，“海绵城市”初具
雏形……

在老城区“更新”之初，工程设计优先
考虑的是市民的出行和生活。自 2010年
以来，富县陆续新建了洛滨大桥、洛滨路，
拓宽了鄜城大桥，新增了人民街至桥居观
园小区双向四车道道路，拓宽了环城路，
并在这些主路上设置了辅路，能够直通沿
途小区。此外，还新增了多处露天停车
场、商住综合体、美食街……老旧小区改
造则摒弃了冗余过时的设计，最大化利用
小区有限空间，增加了停车位、单车棚、充
电桩等。

“我们还将根据 2025年‘两会’议案，
及平时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对诸如迎宾大
道绿化、陵园路功能增设等群众关切的问
题逐步予以解决，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富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安义平说。

从“开发模式”转向“经营模式”，从高
周转高利润转向长期价值创造。“微更新”
盘活了富县存量资源，改善了民生问题，还
提升了城市颜值与活力，让这座小城变得
更有温度、更加温馨。

●“微更新”后的“是非巷”改名文明巷步行街，卫生环境大为改观

“微更新”,让鄜州更温馨
通讯员 吴龙迪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东强 记者 贾志敏）重温红
色经典，传承延安精神。1月 2日，宝塔区“初心的光
辉”党史暨延安精神宣讲团走进延安圣鑫酒店宝塔山
店，为这里的近百名员工代表做了一场催人奋进的党
史暨延安精神主题宣讲。

宣讲团成员饱含深情地为该酒店的员工分享了
《守望家风》《国家的孩子》《夜空中最亮的星》《永不消
失的声音》《为有牺牲多壮志》等一个个生动鲜活，催
人泪下的红色故事，多维度、多层面阐释了延安精神
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颂扬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和精神追求。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格外引人动
容，讲述了毛泽东、杨开慧和毛岸英家国情怀的故事，
为一段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做出了一个动人的注
脚，让聆听者为之动容。大家纷纷表示，宣讲震撼人
心，感人至深，既是心灵洗涤也是思想洗礼，要将延安
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
命，推动酒店更好发展。

宝塔区“初心的光辉”党史暨延安精神宣讲团成
立于 2019年 10月，是陕西省第一支宣讲党史暨延安
精神的县级志愿者队伍。成立以来，宣讲团积极开展

“五进+”服务（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
园、进礼堂、进广场、进小区、进网络），累计义务宣讲
68场，网上同步直播 8场。线下受益群众达 15万人
次，线上点击率超过140万人次。

“初心的光辉”开年首讲
精神的力量感召员工

本报讯（通讯员 赵媛媛 陈娟娟）截至2024年12
月31日18:00时，黄陵矿业铁路专用线年累计发运1801
万吨，首次突破1800万吨大关，同比增运151万吨，再创
运营以来历史最高纪录,与专用线年设计运力持平。

面对运量持续高位运行、车辆车流不均衡、内外
部多点施工等运输压力，该公司坚持问题导向，将安
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贯穿于生产全过程，抓
基层，强基础，苦练基本功。紧盯安全薄弱环节，全力
防范季节性风险隐患，分区段包片区对全线桥隧涵、
山体、护坡挡墙等设备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扎实推
进“管理、作业、现场”三个标准化，落实隐患排查整改
闭环管理，全力消除线路盲区和安全漏洞。全年完成
14处铁路沿线灾害治理，509根伤损钢轨更换，总结提
炼标准化作业项目92项，闭环消除隐患2388条。

面对运输任务的调整，该公司持续在优化生产系
统上发力，制定出台《优化生产组织、提高运输效率》
实施方案，严格卡控调车、检车、装卸车作业等关键环
节，减少空费间隙；加强机车故障问题研判和分析，提
升机车运行质量；发挥调度集中职能指挥，统筹协调
上下、联系左右，精准掌握各装车点货源存储状况，调
整施工天窗，集中接空发重，有效缓解矿井库存高起
压力，全力保证矿区用煤需求。同时，与西安铁路局
调度所、铜川车务段、国铁黄陵站建立起良好的业务
指导机制和信息共享反馈机制，及时沟通协调解决运
输中出现的各类难题，确保空车进得来，重车出得去；
积极推广应用无线平面调车、微机联锁、机车监控等
设备，引进铁路多功能挖掘机，加强铁路技术设备升
级改造运用，最大化释放运输效能。全年承认车兑现
率始终保持106.2%，空排率同比下降15.8%。

黄陵矿业铁路专用线创运营以来历史最高纪录

年累计发运突破1800万吨大关

1月 2日，延川县举行 2024年壹基金温暖包发放
公益活动暨温暖童心·延川县寒冬送温暖志愿服务活
动，为延川 100名儿童每人发放了价值 365元的温暖
包，温暖包内含冲锋衣、袜子、鞋子、护手霜、书包、彩
笔套盒、绘画本等10多样爱心物品。

此次活动旨在为全县有需要的儿童搭建起爱心
桥梁,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儿童成长的重视与呵护，彰显
社会工作在凝聚公益力量、改善民生福祉方面的责任
担当。 通讯员 张曦 摄

“我们收到了温暖包！”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谭琳）“当名胜古
迹遇上你的声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清凉
山景区开展“‘声’动清凉 全民共创——用声音传递
清凉山的故事”讲解活动，向全民征集关于清凉山故
事的作品，有意愿的市民可以积极投稿参与。

本次活动征集作品形式丰富多样，可以用文字讲
述清凉山的深厚底蕴，也可以用声音传播清凉山的历
史故事，亦可以用镜头捕捉清凉山的精彩瞬间等。有
意参加活动的市民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延安清凉山
景区”（账号：yaqls）私信小编，或将作品发至投稿邮箱
yaqlsjq@qq.com，优秀作品将会获得丰厚的清凉山文
创奖品。

“声”动清凉 全民共创
清凉山景区向全民征集关于清凉山故事的作品

申请单位

延安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东区建设管理办公室

延安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东区建设管理办公室

延安市东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延安市东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延安高新中学项目（一期）

延安高新第一幼儿园项目

延安高新区方塔文旅新城-环湖路西侧绿化项目

延安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创新一路项目

供地位置

延安高新区

延安高新区

延安高新区

延安高新区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公园绿地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土地面积（平方米）

40581.28
3255.65
33729
11362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批前公示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9号令）及有关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我局拟对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划拨供地手续，现将划拨供地地块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公示期为 2025年 1月 7日至 2025年 1月 17日止，如有单位和
个人对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
局提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我局将依法向申请人办理土地划

拨手续。
联系地址：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邮 编：716000

联系电话：0911—7090420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