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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积极转变工作作风——

产业兴起来 腰包鼓起了
通讯员 吴静

看
项目

今年因为周转资金有点困难，便从银
行贷了50万元，十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银
行的利息也降了，再也不用愁仅利息就要
还很多的问题了。

——小米加工厂责任人 李兵

群众说

通过打造特色科普教育基地，宣传科
技政策，普及科学知识，进行科普惠民活
动。让群众学会科学生活、绿色健康出行，
形成社会参与、全民受益，人人学科学、爱
科学、讲科学的良好氛围。
——甘泉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闫晓静

建设者说

让科学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甘泉县打造特色科普教育基地

通讯员 范筱霞 张平

甘
泉
县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服
务
全
方
位
时
刻
解
难
题

野生动物科普知识生动有趣；延安苹果科
普馆里，通过图文讲解、多媒体演示、产品展示
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了延安苹果的起源、传
播、品种以及营养价值；科普广场娱乐设施一应
俱全……以前，只有到科技馆才能看到的科普
景象，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高颜值”现代化
科普综合体初展羽翼，让甘泉县居民获得更多
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走进甘泉县延安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笔者看
到活动室内，志愿者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同学和家
长进行精彩讲解。“妈妈，你看，它还会跳舞。”一位
小男孩指着黑鹳兴奋地说道。志愿者随后给小
男孩讲起了救助野生动物的故事。

甘泉县延安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自 2019年
成立起，这里已向 86种野生动物伸出援手，眼
下就有 37种 159只动物在此处安然栖息。这
仅仅是甘泉县科学技术协会项目资金强化科普
阵地建设的一个缩影。

甘泉县科协为了不断加强科普基地建设，
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科普工作的社会化、群
众化、经常化建设，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传播
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社科知识，充分
发挥科普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作
用，全面助推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文社科素养提
高，为全县经济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该协会加大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
争取到市科普行动资金 14万元，项目资金 10
万元强化科普阵地建设。在此基础上，完善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科普基地建设。在延安野生动
物救助中心科普基地，新建基地标识牌1块，野
生动物科普知识宣传牌30个，重点保护动物宣
传栏1组。通过科普基地建设使人们可以近距

离观察、了解野生动物，增强爱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达到科普宣传的目的。

甘泉县科协新建张槐湾村科普广场，助力
乡村建设。在张槐湾村广场，新建休闲座椅 3
套，科普壁画、宣传标语共 8组，内容包括科技
创新、乡村振兴、村规民约，作风建设等。科普
内容的增加，寓教于乐，为提高周边居民的科学

素质水平，推进科普公共服务起到了积极作
用。并开展会企合作创建延安苹果科普馆。该
协会与延安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手打
造的延安苹果科普馆正式建成，该科普馆坐落
于甘泉县工业园区企业内部，建筑面积达 200
平方米，共分为4个特色展区：延安苹果发展史
展区，苹果风味展示区，联农助农展示区，公司

发展展示区。馆内通过图文讲解、多媒体演示、产
品展示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了延安苹果的起源、
传播、品种以及营养价值等全方位知识体系。

该协会打造“科普+果游”示范园，创新科普新
模式。在县美水泉山地苹果示范园打造了“科普+
果游”示范园区。该示范园占地1075亩，新建了科
普长廊，开展认领果树，布置休息娱乐设施，丰富游
玩内容。形成了集苹果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实验示
范、生产体验、科学普及、观光游玩等为一体的多功
能科普示范研学基地。

不仅如此，该协会巩固专家工作站建设，提升
产业服务能力。其中，创建甘泉八千里食品有限公
司专家工作站，建立了产品实验室。通过企业与专
家的深度合作，创新产品种类，研发新工艺，提高了
产品的安全性和健康价值。甘泉洛水河谷精酿专
家工作站建站完成，实现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
合发展，充分发挥了专业团队在企业重大技术决策
方面的关键支撑作用，从生产设备选择、生产工艺
流程布局、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等多个方面为企业
提供科学详实的技术论证咨询，为企业节约投资成
本160余万元，专家工作站的价值已经得到突显。

阡陌纵横，田垄交错。深冬的黄土地上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走进沿河湾镇茶坊村的黄瓜大棚，清新的瓜香
迎面而来，黄瓜藤蔓郁郁葱葱，朵朵黄花点缀其间，一派生
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种植户王凤平夫妇正忙着给绿油油的黄瓜掐茎、吊蔓
打杈，时而深蹲，时而直立，起起伏伏，手中的剪刀左右挥
舞，清除着瓜蔓底层的叶子，保证瓜蔓的通风透光，不滋生
病菌。

“这个黄瓜现在还不能摘，还得一个星期左右才成熟，
你看这长相，顶花带刺，青翠顺直，多好。”妻子高小林脸上
写满了丰收的喜悦。

“黄瓜的生长周期短，一般45天左右就能上市了，并且
采摘时间长，种植成本相对也比较低，经济效益还可观，所
以种黄瓜是我的首选。”王凤平边忙活，边和笔者讲述起了
他的种植经验，“茎蔓不停地生长，就要往吊绳上缠绕，每两
天整理一次。吊蔓时还要注意，不能只顾着闷头往前干，还
要多观察叶片和藤条，看它生长点是否健康，遇到病毒病植
株要及时打药。种大棚可是个细心活，比照顾娃娃还要细
致哩。”

说起娃娃，热情的王凤平夫妇脸上堆满了幸福和骄
傲。7年种大棚的收入不仅让他们供养了一双儿女上大
学，还在城里买下了楼房。现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建
筑工程上的一名技术员，年薪30多万元。女儿也是一家公

司里的会计和资料员，前几年也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王凤平夫妇俩一天也忙活着自己的
大棚产业，一家人齐头并进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如同这冬日
大棚里的暖阳“蒸蒸日上”。

种黄瓜王凤平可谓是“高手”。这几年来，他的大棚里
几乎年年有黄瓜，产量不仅高，而且时间差也打个正好，收
入自然也就少不了。“种黄瓜，水肥管理到位，就没问题。种
好了，黄瓜还能卖上10多个月呢，底叶子一层一层打掉，持
续落蔓，光那瓜蔓就能长出10多米长呢。”王凤平说。

“现在市场销路根本不愁，收入也基本稳定。一茬黄瓜
大棚下来能赚近5万元，春天那时种了西红柿调茬，卖了也
有 4万多元，所以一个大棚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近 10万
元。”王凤平嘴里念叨着他的大棚增收账，心里早已乐开了
花。

“瞅准黄瓜的好效益，每年村上基本都种植黄瓜，所以
我们镇上也有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户们进行培训指导，从栽
培、植保、管护等提供一体化服务。”驻村干部刘玉介绍，村
上还把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户组织起来，互相交流种植经验，
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以点带面，带动更多农户通过产业化种
植致富。

想要致富快，全靠产业带。如今村里的种植户靠着勤
劳的双手，早早过上了富裕幸福的日子。“看着乡亲们的腰
包越来越鼓，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刘玉说。

本报讯（通讯员 范筱霞 秦延利）“很感谢县
上的领导经常来我们这里开座谈会，帮我们解了燃
眉之急，要不然我们的工程进展不会那么顺利。”甘
泉县北关小区改造点的负责人李大林说。这只是该
县真真切切助推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按照省市“三个年”活动要求，该县坚决把开展
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作为牵引全年工作的重要
抓手，政务环境不断提升，监管效能更加优化、服务
保障更加全面。

在甘泉县政务服务大厅“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
口，笔者了解到，企业开办已压缩到 0.5个工作日以
内。截至目前，企业开办 150件，简易注销 87件，真
正做到为民企减轻负担。同时，深入推行“非接触
式”办税模式，“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清单已达 234项
可全程网办，基本实现“服务不见面，时刻都在线”的
办税局面。

据了解，甘泉县截至目前帮助企业解决“融资
难、担保难”问题，协调企业贷款金额2000余万元，兑
现企业奖补资金262.5万元。提高稳岗就业，先后组
织开展线上和线下招聘活动 4 次，提供就业岗位
2000多个，达成就业意向135人，开展失业保险政策
进园区宣传活动1次。并强化人才引进。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县级领导联系企业制度，扎
实开展遍访活动，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县级领导便访
率100%。用好“三解”，即：开展“周解扣、周解忧、周
解难”活动，累计召开周“解扣”会议 3次，研究提议 3
个，交办事项15项，已办结13项，正在有序推进2项，
助力 13个重点项目，破解 13个难点堵点；召开企业
生产经营周“解难”会议 4次，交办任务 6项，办结 6
项；累计驳回 1至 20日执法检查 2次，开展综合执法
检查3次，整体执法检查频次较2023年明显减少，企
业满意度显著提高。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民营市场主体6363户，新增
350户；民营企业1400户，新增80户；在库“五上”企
业67户，新增6户。

● 工作人员为群众宣传税收政策

● 甘泉县延安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 高小林修剪黄瓜枝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