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时节，黄龙县三岔镇农户抓
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进行玉米脱
粒作业。作业现场，机器轰鸣，现代化
农业机械大展身手，将晒干的玉米变
成为金灿灿的颗粒，以便于后续销售
与储存。

记者 赵合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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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力量乡村振兴

“李叔，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咱们
年底的反诈宣传、安全防范要跟上，特
别是只有老人在家的那几户。”

“这个放心，周书记，上周开完安
全会，我们挨家挨户又解释了一遍。”

1月 14日下午 1点，走进宜川县
英旺乡英旺行政村党员活动室，周凯
迎面遇上李云斗，打完招呼就聊了起
来。

“之前村民医保报销的问题，解决
了吗？”“早就咨询过县医疗保障局，按
规定给报销了。”“最近养殖户没有什
么新情况反映吧？”“没有。”“真的没
有？”“真没有，有问题早就找你了。”

对话的两人，一个是英旺村驻村第
一书记周凯，一个是英旺村会计李云
斗，简单干脆的几句话，背后是“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乡村善治的场景。

虽然“90后”的周凯到英旺村工
作才短短几个月，但凭借着退伍军人

“退伍不褪色”的责任与担当，很快便
和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生桂叔，婶子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啊？”
“周书记，你又来了啊，她好多了，恢

复得很好。谢谢你们喽。”
下午 2点 45分，周凯和李云斗又来

到进行村民宫生桂家走访，帮助其用手
机线上进行慢性病申报。

不久前，宫生桂妻子因旧疾脑梗引
发高血压，身体突然感觉不舒服，需要前
往县医院检查治疗。正当宫生桂六神无
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周凯。“我带你们
去。”周凯迅速跳上车，把宫生桂和其妻
子送到了县医院，并跑前跑后帮助办理
入住手续。“以后有困难找周书记准没
错。”宫生桂对妻子说。

随后，周凯又来到了养殖户赵云柱
家走访。此时，67岁的赵云柱正悠闲地
给自家养的 6头猪喂食，院子里三架玉
米仓内金黄色的玉米，成为夕阳下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前几天刚卖掉3头，毛猪每斤价格
8.5元，行情不错。”赵云柱笑着说，“剩余这
几头，也全部预订出去了，过几天就拉走。”

赵云柱曾是村里的困难户，2018年

开始养猪，每年都有十余头“土猪”出栏，
因采用玉米等作为饲料，赵云柱养的“土
猪”很受欢迎。“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摘
掉了穷帽子，过上了现在不愁吃、不愁穿
的好日子。”赵云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现
在，我们的基层治理服务再升级。”周凯
告诉记者，村里以“党建+网格”的形式，
下沉治理力量，优化服务模式，持续为基
层治理注入新动力。

乡风文明建设，村民共治是关键。
英旺村以党组织为引领，制定了“村规民
约”，好婆婆、好媳妇、红黑榜成为引导村
民向上向善的载体，红白理事会、村民议
事会让“村里事”变“家家事”，周凯介绍
说：“村民从‘要我参与治理’转变为‘我
要参与治理’，主人翁意识大幅提高。”

“以前村里办事儿，打肿脸充胖子的
大有人在，不仅经济负担重，还造成了极
大浪费。现在新事新办，按村里红白理
事会章程来，白事主张吃‘一锅香’，大伙
都说‘吃席都能吃出文明乡风’。”说起近

年来的变化，李云斗感触颇深。
与此同时，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英旺村以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事，进一
步激活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

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群众围绕“房
前屋后环境大整治”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人居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提升。以“支
部+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农户”的发
展模式，培育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主
体，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产业。目前，全村
羊子存栏5000只、生猪存栏300头、肉牛
存栏150头，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

道路硬化了、变宽了；房前屋后改庭
院、建菜园；村里的老人都在广场上下象
棋、讲故事……在英旺村活动室内，七八
个村民正坐在一起拉话，说着村里的新
变化、新气象。

“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巩固发展‘塬
区少量精品果、川沟科学种养业’的基础
上，进一步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发展更多
特色产业，让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更红
火。”周凯说。

努力让乡亲们的幸福“满格”
——记宜川县英旺乡英旺村第一书记周凯

记者 贺秋平 通讯员 李文振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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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有好产业

1月16日晚，算着一年的收入账，
宜川县云岩镇上庄村果农刘万灵想起
秋天自家果园里的累累硕果，脸上溢
出笑容。

过去，每到苹果丰收季，如何将苹
果快速、安全地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手中，是刘万灵和乡亲们的一块心病。
如今，随着快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日益完
备，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
在有了快递物流帮忙，苹果很快就能寄
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咱这日子越来
越有盼头了。”刘万灵的这番话，道出了
延安众多乡村百姓的心声。

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将推进快递物流体系建设
视为服务“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的关键举措。在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
上，精心构建起一条条畅通无阻的物
流“高速路”，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完善网络布局，打通“最后一公里”

延安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村落分
布较为分散，不少偏远乡村交通不便，
这给快递物流的全面覆盖带来了很大
挑战。为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市邮政
管理部门赴各县（市、区）多次召开邮
快合作座谈会，积极引导邮政快递企
业互用资源、整合线路，以邮快合作最
终兜底的方式打通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市13个县
（市、区）均不同程度以邮快合作的方式
实现了快递进村。

在中国邮政延安宝塔区枣园揽投
部，为确保快递能够及时、准确地送到
村民手中，组建了一支业务精湛的专业
投递队伍，配备了专门的投递车辆。每
天，投递员们准时从快递点出发，沿着
蜿蜒的山路驶向各个乡镇和村庄。对
于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庄，邮政工作人员
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徒步将邮件送到
村民家中。“我们还积极与当地的便利
店、超市等合作，设立了多个便民服务
站，进一步延伸了快递服务的触角。”中
国邮政延安宝塔区枣园揽投部负责人
吴燕云介绍说。

创新服务模式，助力农产品走出去

延安拥有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农
产品资源。过去受限于物流不畅、销售
渠道狭窄等因素，这些优质农产品常常
面临“卖难”困境，农产品积压，农民的辛
勤劳作难以换来应有的回报。我市快递
行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创新
服务模式，为农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
高效的通道。

在宝塔区庙沟村，邮政投递员沈欣
欣正熟练地为村民们派送快递。沈欣欣
负责着宝塔区7个村子的投递与取件业
务，他告诉记者：“以前老乡们要寄农产

品，得自己跑很远的路，现在家门口就能
收发快递，方便多了。”此外，庙沟村专门
设立了苹果集中收寄点。只要村民们在
微信群里发消息告知需要邮寄苹果，沈
欣欣便会及时上门取件。在苹果等农产
品销售旺季，他们还会增加揽收频次，确
保农产品能够及时发运。

除了优化收寄服务，我市快递物流
企业还致力于为农产品提供从仓储、包
装到运输的一站式物流服务。在洛川苹
果智慧物流中心，一座现代化的仓储中
心映入眼帘。这里配备了先进的智能系
统，能够精准调控仓储环境的温度、湿
度，确保苹果在最佳的储存条件下始终
保持新鲜品质。“在包装环节，我们的工
作人员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点，精心设
计了专门的包装方案，既保障了产品在
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又通过精美的包装
提升了产品的形象和附加值。”韵达陕西
洛川县公司负责人段文龙介绍说。

高科技“上岗”，助力乡村物流腾飞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我市紧跟
时代步伐，积极引入先进的物流高科技
设备，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的活力与动
力。

走进宝塔区圆通集散中心，一套先
进的快递自动分拣机格外引人注目。该
机器配备恒链系统，通过扫描条形码，包
裹的数据能够快速上传到后台，后台系

统会自动对包裹进行区域划分，并根据
目的地进行精准的自动分类和分拣。以
往，人工分拣大量农产品快递包裹时，不
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现错分、漏分等
问题。如今，自动化分拣设备每小时可
以处理6000件包裹，大大缩短了包裹的
分拣时间，显著提高了物流配送的时效
性。“我们每天能处理大约四万件快递，
争取让消费者们能够第一时间品尝到来
自延安乡村的新鲜美味。”宝塔区圆通集
散中心负责人李静说道。

在投递环节，吴起县、宜川县、富县
等快递企业购置7辆无人车，在符合交通
条件要求的段道试点开展村级快件的投
递工作，部分段道试点使用“无人车+智
能快递柜”的新模式进行村级快件投递，
为打通农村投递“最后一公里”和开展寄
递领域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转型提供
了有益探索。

2024年全年，我市共寄递苹果等农
特产品4780.83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总
值27.66亿元。如今，延安的乡村面貌焕
然一新，快递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农产品
销售渠道更加畅通，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乡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力度，提升邮政快递行业供给质量，为畅
通城乡经济循环和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积
极贡献。”

物畅其流 村享其美
——我市加快推进快递物流体系建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 周家天 通讯员 张龙
“果树冬剪很关键，把树修剪好了，才能为来年挂

果打下好基础……”近日，在洛川县旧县镇上桐堤村的
果园里，工人们正在对果树进行冬剪，充足的干劲让这
料峭的冬日也多了几分温度。在这群人里，有一个人
显得分外忙碌，一会儿修剪果树，一会儿又与工人进行
交流，他就是这块果园的主人任志强。

今年53岁的任志强，以前从事过运输等工作。在
近40岁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了苹果种植
上，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果园里，一干就是14年。

改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了想法就得
干起来。2010年，任志强放下所有的包袱，怀揣美好
的愿景，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经过仔细考虑后，任志
强将自己的目标确定在有机苹果这一领域，他暗暗下
定决心，一定要种出更好吃的有机洛川苹果。

有机苹果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定要远离
污染区，要有隔离带，对土壤的要求也非常高。经过多
方考察后，任志强最终将自己的果园选在了桐堤村。
选址确定后并不能直接栽树，还需要对土壤进行养护
处理。所以任志强把地拿到手以后，准备通过3到4年
的时间先养地，进行深翻晾晒消毒后，再施用有机肥，
通过豆菜轮茬、积肥、秸秆还田等方式来增加土壤的有
机质。“刚拿到地的时候，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 0.8%，
到我们栽树时，有机质含量已经达到了1.3%。有了好
的土壤，就能种出好的苹果。”当时的任志强充满干劲。

人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经过前期充足的准备
后，2014年，任志强的果园终于栽上了果树。但是，栽
上果树并不代表有了收入。任志强开始选择的是乔化
果园模式，从栽树到收获最低也需要6年时间，再加上
前期的大量投资，所以在等待果园成型的那几年，也是
他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从 2014年到 2021年，是最艰难的几年。前后共
投资了 1500多万元，却没有任何收入。到了2021年，
苹果开始挂果，当年就卖了300多万元，我一下子就有
信心把这个产业做下去了。”第一年的好收成为任志强
的苹果事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任志强告诉记者，自从决定投身苹果产业，自己就
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虽然从建园到收获历经 11年
的等待。但是从 2021年以后的丰厚回报让自己对未
来的发展充满希望。目前，任志强的果园每年可以稳
定生产 150万斤的高品质有机苹果，销售渠道也得到
了进一步开拓。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注册了自己的
商标，有了自己的苹果专卖店，更有了稳定的客户。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缑宇玉 郝文博）临
近春节，苹果市场需求量激增，黄陵县各涉果企业都变
得忙碌起来，纷纷进入备货、销售阶段。

走进隆坊镇延安鲜丰水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为使苹果的食用口感最佳，工人们
用最快的速度将苹果分选、打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仓库每天的出货量在 50吨，主要销往华东
五市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保证顾客在春节期间能吃上
新鲜的延安苹果。”该公司采购副经理李龙介绍说。

为了在春节销售旺季能够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延
安鲜丰水果公司自存了 600多万斤品质上乘的水果，
这些水果被迅速调配至杭州、上海、合肥、武汉、天津等
地的数千家门店，有效充实了各门店的货架，为消费者
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同样，在桥山美域农业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内，也是一
派忙碌景象，员工们忙着捡果、装果、填单……紧张有序
地进行着相关工作。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品质上乘
的礼盒装苹果，由于订单增多，最近每天装苹果400多
盒，比平时翻了一倍，因此紧急增加了工人数量，新老员
工齐心协力，各环节紧密配合，全力以赴保障生产进度。

临年果企销售火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通讯员 袁欣）寒冬腊月，大
地一片萧瑟，而在富县交道便民服务中心的果园里，却
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作景象。果树间伐工作正
在这里如火如荼展开，为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走进交道便民服务中心桐村的一处果园，只见果
农李新云正指挥着工人们对果树进行间伐。近年来，
他积极参加果园间伐培训，也认识到了果树间伐改造
的优势，不仅可以减少病虫害，还能增强通风透光、提
高苹果糖分，同时还有利于开展机械化操作。

“去年看到别家挖改后的果园，果品质量明显提
高，花芽饱满，能卖上好价钱。我今年也下定决心把我
的果园挖了，争取卖个好价钱。”李新云说。

连日来，桐村党支部书记李圣昭在果园间伐现场
忙碌地穿梭着，自入冬以来，为切实做好果树间伐工
作，交道便民服务中心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要
求各村积极宣传动员，全面铺开间伐工作，确保人员到
位、宣传到位、技术到位，并协调解决果农在间伐中遇
到的各类问题，全力推动工作进展。

“目前我们村已完成 60亩的挖改工作。间伐后，
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大幅改善，肥料用量减少了，苹果质
量和产量却有显著的提升。这不仅减轻了果农的生产
成本，还增强了我们村苹果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产业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圣昭介绍道。随着果
树间伐工作的稳步推进，交道便民服务中心正逐步实
现从传统果业种植向现代化、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有望
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凭借高品质的苹果产业，让果农
的生活更加富足。

“我们通过举办多场现场培训会，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让果农切实认识到间伐的好处。经过详细摸底，我
们确定了辖区内成龄、密闭及残败果园的情况，并迅速
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工作，今年，已完成120多亩间伐
面积。”交道便民服务中心农业工作组干部张强表示，
后续还将持续跟进指导，确保果农能熟练掌握间伐后
的果园管理技术，实现果业增产增收。

冬日果园间伐忙

有机苹果生希望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文斌 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