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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陕西省

汉 中 市 南 郑 区 梁 山 镇
王 巷 村 村 民 正 在 采 摘
水蜜桃。

近年来，梁山镇王
巷 村 因 地 制 宜 ，引 导
群 众 大 力 发 展 水 蜜 桃
产 业 ，推 广 使 用 果 树
专 用 有 机 肥 ，结 出 的
水 蜜 桃 个 头 大 、色 泽
艳、口感好，深受广大
消费者青睐。
本报通讯员何祥斌 摄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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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

发展发展林果产业林果产业
激活激活致富致富““密码密码””

高雅楠 奥文渊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慧慧

近年来，陕西省神木市坚持
把林果产业作为推动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深耕林果产业培植，坚持
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目的，逐步调整林果业种植和经
营模式，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新路径，全力推动林果产业提质
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走进神木市沙峁镇兴四村
杂果园，漫山遍野的果林里绿叶
随风沙沙作响，满园的清香扑鼻
而来，黄澄澄的杏子挂满了枝
头，让人垂涎欲滴。

兴四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世
平告诉记者：“我们的杂果园占
地面积一千余亩，有杏子、桃子、
苹果等多个品种。最近是杏子
成熟的季节，前来采摘的游客平
均每天有100多人，周末、节假

日游客就更多了。”
随着杂果园产业规模的扩

大，不仅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
强心针，还能为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果园中成片的果树也美化了
乡村。

如何发展好特色林果产业，
让“资源变优势”，实现“绿富同
兴”？在贺家川镇五谷村王家
墕小组，上演着另外一种生动
的实践。

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
转过一道又一道山梁，走进五
谷村医用酸枣示范基地，工人
们正忙着为刚刚种下的酸枣树
浇水。

据了解，贺家川镇四季分
明，雨热同季，光照充足，山地丘
陵占比高，适合酸枣生长，等到
酸枣采收季节，还可以带动当地

群众加入酸枣“采收队”。酸枣
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
广大村民开辟了增收致富新门
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五谷村王家墕小组负责人
杨斌秀说：“我们今年计划新建
酸枣基地1500亩，选育产量高、
饱满度好的酸枣品种，研发酸枣
仁陕北地道中药材系列产品。
预计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00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5
个，季节性劳务工38个，为村民
带来120万元经济效益。”

兴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
富一方百姓。下一步，神木市将
继续突出抓好产业振兴，打好特
色牌，走好特色路，通过培育发
展特色产业，实施相关配套项
目，推动产业蓬勃发展，增强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一册记录本，一面瞭望
镜，一条大黄狗，几分薄田，一
个人。在陕西省黄龙县砖庙
梁海拔1500米上的瞭望台，这
些就是瞭望员孟振平的全部
生活。

38年前，21岁的孟振平成
为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圪台
国有生态林场的一名护林员，
24岁时，他来到了海拔1500
多米的瞭望台，把自己最好的
年华交给大山，日复一日坚守
在孤零零的山顶，重复着枯燥
而艰苦的工作，他见证了一批
批新人来了又走，也见证着大
山从荒凉变为郁郁葱葱。

孟振平介绍道，多年来，
他肩负着森林火灾、火情的监
测、瞭望与预报等工作，需要
准确地判断烟火与恶劣天气的差异，保证不
出现误测、误报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守护下，方圆20公里的林子近几十
年从未发生过重大森林火灾。

而每每回忆起自己的“战绩”，这个外表
朴实的男人，脸上总是露出憨厚的笑容。他
说：“这就是我的价值了，苦是苦了些，但是
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水清、山绿的宝贵
资源，挺光荣的。”

“老孟在1500米的高山上坚守了瞭望
台几十年，驻守在防火一线，工作认真负责，
充分发挥着森林防火‘千里眼’的作用，守护
着黄龙山这片茂密的森林，为我们的生态文
明建设作着默默贡献，这种精神真的很感
人，更值得我们学习。”圪台保护站副站长孙
卫钊感慨道。

后来，孟振平“38载守青山、从一腔热
血的青年坚守到两鬓斑白”的感人故事被更
多人所知，他的敬业与情怀，也深深感动着
大家。据了解，孟振平先后被县、局、场评为

“先进工作者”，2014年被授予黄龙县“爱岗
敬业模范”，2015年荣获“延安好人”称号，
2024年1—2月获评“延安模范”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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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龙圪台乡：

以服务之名
绘就暖心画卷

本报延安讯（杜婷 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近段时间以来，
在陕西省黄龙县圪台乡，香菇种植技术培
训、养老保险认证服务、连翘种植技术学
习、农机交通安全宣传……一场场温暖人
心的为民服务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除了以上活动，该乡还定期组织全乡
群众开展环境整治行动，带领大家一同清
理垃圾、美化家园。干部们深入到田间地
头，帮助村民解决玉米、蔬菜种植方面的难
题，引进新设备，助力产业换挡升级。在圪
台乡，到处都充满了为民服务的温暖气
息。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群众的生活
变得更加安全便利，也更有盼头。

本报安康讯（农业科技报·
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
近年来，陕西省旬阳市强力推进

“五好庭院经济”建设，“庭院经
济”成为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
收来源的有效途径，也是群众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抓手。

日前，记者来到旬阳市双河
镇高坪社区，社区组长汪前武介
绍说，人居环境整治靓化是社区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突破点和
切入点，他们坚持先规划再建
设，逐步探索了“六个一”工作

法，通过落实因户制定改造提升
方案，重难点工作纳入“一事一
议”范畴推进，每季度开展一次

“四改四建”成效评比，每户每个
院落确定至少一项增收产业，鼓
励志愿者、公益岗“一人包十户”
督促帮带群众，打造“一村一品”
乡村建设精品示范点等具体措
施，全面动员群众，广泛凝聚民
智，让群众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把群
众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的
最大动能，共同推动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展现新貌。

近年来，旬阳市委、市政府
认真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
以和美乡村建设为目标，坚持规
划引领、因地制宜，多方参与、标
本兼治，持续开展“扫干净、摆整
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
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引领培
树文明新风，大力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和“五好庭院经济”，让群众
就地就近就业创业。目前旬阳
乡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文
明新风深入人心，庭院经济成为
农民群众持续增收的新亮点。

陕西旬阳：

“五好庭院经济”成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