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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佳县引水灌溉陕西佳县引水灌溉
为为800800亩农田亩农田““解渴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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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李大安）
8月20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
北街道组织街道统战干部、部分村
的党支部书记和乡贤代表20余人
赴宁陕县考察学习乡贤统战工作
先进经验。

考察组一行先后赴筒车湾镇七
里村乡贤馆、海棠园村陈老汉矛盾
调解室和城关镇青龙娅村乡贤食用
菌产业园区、宁陕县乡贤人士实践

创新基地实地观摩，了解当地乡贤
组织运行机制、乡贤馆建设布局、乡
贤参与矛盾调解和乡贤带富经验。

通过此次观摩学习，学员们启
发了思路，获取了极佳的工作经
验。大家表示将积极加强宣传引
导，努力促进新乡贤在参与社会治
理、村民带富、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共同营造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

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程小莉
王青山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
网记者 王革委）夏日傍晚，记者走
进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太山庙村，
只见在路灯的照耀下，村民们三两
成群遛弯散步。

据了解，太山庙村是平利县委
办公室定点帮扶村，今年年初，驻村
工作队伍通过对村内6条主要道路
和2个搬迁安置社区实地走访后发
现，村上只有主要道路安装了路灯，

还存在年久失修、线路老化等问
题。为此，平利县委办公室领导积
极沟通协调专项资金，驻村工作队
和村“两委”对村内重点道路、集中
安置点多次实地摸排、统筹谋划，广
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明确了灯杆
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等事项。

日前，太山庙村的 81盏新路
灯、45盏旧路灯已全部安装维修完
成并投入使用，惠及沿线群众 2000
余人。

“小路灯”照亮驻村帮扶“大民生”

陕西安康汉滨区江北街道赴宁陕县
学习乡贤统战工作先进经验

本报榆林讯（魏杰鸰 农
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
记者 张慧慧）“蓄水池不仅
让村民吃水方便，而且让农
田灌溉更方便了!”近日，看
到清水灌入田间，陕西省佳
县朱官寨镇石家坬村党支部
书记石步伟满心欢喜。

“新建的蓄水池特别好，
天旱的时候也能定时浇水！
有了充足的水源，我种玉米、
高粱就有了底气。”村民张大
爷乐呵呵地说。

眼下正值水利工程整修
养护的黄金期。在石家坬村
村头的农田旁，挖掘机挥动
铁臂，清淤扩容、护坡固堤，
为农业生产、安全度汛打牢
基础。

去年夏天，受农田灌溉
不利的阻碍，石家坬村农业
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村民们
经济财产损失严重。

今年，朱官寨镇早谋划、
早布局，立足各村实际，加大
资金投入，新建扩建农业设
施，做好“生产自救”，建起了
一座座抗旱备用蓄水池，有

效缓解了农田用水的压力。
在石家坬村高标准农田

的路边，石步伟轻轻拧开水龙
头，源源不断的水流喷涌而
出。“这座蓄水池容量400多
立方米，能够覆盖耕地面积
800亩，惠及200余户、800
余人，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石步伟说道。

“我们派专人对蓄水池
进行维护，时刻监测池内水
源安全，过滤后的水再进入
到蓄水池。同时还设立了总

闸开关，全力保障村民用水
安全。”石步伟为群众演示放
水过程。

近年来，佳县依托资源
优势做足“水文章”，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未来，该
县将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补齐设施短板，将农村
农田供水提升工程作为乡
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来
抓，切实提升农田供水和
抗旱能力，让群众用水更
加安全、放心。

本报宝鸡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周俊鹏）8月 20
日，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陈
村镇槐北村看到，该村利用本地秸
秆制作了20余个卡通形象矗立在
田间，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槐北村内辖 15 个村民小组，
1057 户 4572 人，耕地 6100 亩，以
生猪养殖、粮食种植为主导产
业。槐北智慧农业园由槐北村股
份集体合作社联合第三方公司共
同投资运营，园区经营区域约
1000余亩。

槐北村在持续发展养殖和种植
等产业的同时，以乡村游为依托，
大力发展采摘游、民俗游、研学
游。今年夏收过后，该村将部分秸
秆用于打造旅游项目，村上先后投
资近30万元，邀请市级非遗传承人
用时1个多月，先后制作出20余个
卡通人物、动物、火车等造型的创
意草雕作品。

槐北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智介
绍，园区在现有企业的业态基础上，
以乡村旅游为依托，大力发展采摘游、民俗游、工
业游、研学游等，实现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发
展。槐北智慧农业园聚焦“文旅槐北”品牌，按照

“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筑梦槐北田园综合
体，创新乡村文旅运营机制，更好发挥其在生态增
值、产业增速、农民增收、文化增益中的作用，助力
形成全域美丽、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共富共享均
衡图景，将槐北村建设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
家园、村民旅游休闲的理想乐园、大众创业创新的
希望热土、共同富裕的展示窗口。石家坬村的蓄水池以及周边受益农田石家坬村的蓄水池以及周边受益农田。。

本报延安讯（通讯员 白
杨越）眼下，正值花椒采收时
节。走进陕西省黄龙县白马
滩镇，只见漫山遍野的花椒树
枝繁叶茂，一簇簇饱满红亮的
花椒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
阵“麻”香沁人心脾。

黄龙县白马滩镇乱麻科
村现有花椒面积1000余亩，
是全县花椒面积集中连片的
唯一村。

8月22日，记者走进乱麻
科村，只见村民迎着烈日在田
间采摘、收运花椒，一派忙碌
的丰收景象。“我们村种植花
椒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气候
条件孕育出品质优良的花椒，
具有色泽红亮、芳香浓郁、醇
麻可口等特点，现在我们村花
椒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每年花
椒都不够卖。”乱麻科村党支
部书记孙战锋说。

范志勇是村里的种植大
户，他家种了80亩花椒，提到
今年的收成，他脸上藏不住的
笑意，“按往年的情况来看，每
亩收益不低于3000元，再把
花椒经过初加工和包装，一斤

大概能卖到100元，今年又是
个丰收年。”范志勇说。

近年来，白马滩镇立足自
然优势，大力发展花椒种植特
色产业，不断扩大种植规模，
强力助推产业发展，为乡村产
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
力，花椒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
致富的“金钥匙”，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大产业。

花椒种植产业的发展不
仅增加了当地村民的收入，
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业难
题。每年花椒成熟的时候，
大批人员前来务工，“采摘一
天花椒平均能挣 180 元，采
摘期基本持续一个月，能收
入 5400 元。”务工人员王晓
梅说。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
业。因地制宜发挥花椒资源
优势，白马滩镇将持续扩大种
植规模，促进产业升级，通过
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等措施，
让小小花椒产业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当地乡
村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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