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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长兵）近日，在宁陕县江口回族镇江河村鲜食玉米种植
示范点，在机器的配合下正在开展玉米秸秆青储，现场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
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工人有 13 人，主要负责砍玉米杆和配合铲车装车，一天能收 5 卡车，大
约 15 吨。 ”鲜食玉米种植示范点负责人说，鲜食玉米采收后，经过协商肉牛养
殖场以 360 元每吨的价格对鲜食玉米秸秆进行回收，实现资源再利用，提高附
加值。

在宁陕县伊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园区内， 运输秸秆的车辆排成
了长队，过磅称重、记账开票的秩序有条不紊。 在现场，2 台秸秆粉碎机在 10
名工人的全力配合下开足马力进行玉米秸秆粉碎青储。

据宁陕县伊丰种养殖专业合作负责人曹传敏介绍， 今年的玉米秸秆回收
价格保持在每斤 0.18 元至 0.24 元，从目前的肉牛存栏量来看，青储饲料将达
到 500 吨，玉米秸秆青储持续 10 天，预计带动 40 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 4000
余元。

据了解，宁陕县江口回族镇大力发展肉牛、山羊、家禽为主的畜牧养殖产业，
通过培育主体、发展大户、带动散户的模式，坚持走生态养殖的路子，引领产业发
展，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明确了千头肉牛的发展目标，先后培育肉牛养殖企业 4
个，全镇肉牛饲养量逐年增加，积极在饲草种植加工、特色畜禽养殖、肉制品屠宰
加工、民族特色餐饮、有机肥料生产等方面探索一条循环发展之路。

“心若在梦就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
来……”54 岁的袁华对《从头再来》这首老歌情有独钟，
因为这首歌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他跌宕起伏人
生的真实写照。

8 月 23 日，笔者专程采访了袁华，听他娓娓讲述起
昨天的故事，一段励志的猕园创业史也随之浮出水面。

袁华是岚皋县佐龙镇佐龙村人， 因家境贫寒,21 岁
那年他离开了家乡， 跟着老乡一起来到河南省闯荡，因
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到一家金矿打工。 矿上的活又苦又
累，袁华常常累得精疲力尽，没多久手上就长满了厚厚
的老茧，但他咬紧牙关挺了过来，这种玩命的体力活一
干就是 20 多年。

尽管他不怕累，能吃苦，一个月也能挣得下 300 多
元钱，这在当时算得上不错的收入，但与他心中的致富
梦想却相差甚远。

直到 1993 年， 袁华来到山西省跟人合伙承包开煤
矿，5 年后终于才有了较好的回报。

1998 年，袁华带着赚到的 80 万人民币回到老家佐
龙，建起了小洋楼，还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起了运输，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一时间在附近羡煞旁人。

然而不安于现状的他，总感到在家挣钱慢，架不住
朋友的相劝，袁华最终卖掉货车重操旧业，先后辗转到
山西、河北、成都等地跟人合伙开铁矿，结果一场安全事
故让他赔了个底朝天。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年夏天，倍受
打击的袁华回到家乡，困顿迷茫中，一时不知接下来的
路该怎么走。

一天，袁华上山转悠排解心中苦闷，看到山上生长
的野生猕猴桃，眼前一亮，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他猛然间
想起在浙江省蒲江县认识一个种植猕猴桃的朋友，于是
心中有了种植猕猴桃的想法。

袁华当即请来朋友到佐龙实地考察，在得到家乡生
态优越，是猕猴桃适生区的肯定后，他坚定了自己的选
择。

2017 年，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袁华卖
掉了房子，又从信用社贷款，共计投入 430 万元，从村中
96 户人家手中流转山地 400 亩， 成立了岚皋县新园猕
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启了自己猕猴桃产业的种
植之路。

猕猴桃种植是一门技术活，这对一个门外汉来说简直
就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但令袁华喜出望外的是，他的这一
选择正好与县上鼓励发展特色产业政策相吻合，几年来政
府部门除组织他多次外出参观学习猕猴桃种植技术外，还
先后投资 188 万元为他修通了 4 公里进园的水泥路，为园
区铺设长约 15 公里的引水管道，建起了 6 个大蓄水池，基
础设施得到了完善，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然而， 袁华的猕猴桃种植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 。
2020 年，正当园区部分猕猴桃开始挂果，眼看着就要开
始赚钱的时候，袁华却发现部分果树患上了可怕的溃疡
病。 这是一种毁灭性细菌病害，具有致病性强、传播迅
速、根除难度大等特点，很容易造成大面积坏果。

情急之下，袁华分别前往汉中市、四川、河南考察，
最终看中了河南省西峡县一猕猴桃合作社的翠香、阳光
金果两个口感好、多肉多汁的新品种。

说明来意，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家合作社却死
活不肯将猕猴桃枝条出售， 袁华只好托人从中说情，再
经多番软磨硬泡，许以相关条件交换，这才取得了新品
引进。

新枝条运回岚皋后，袁华立即对可能存在传染风险
的 100 亩猕猴桃全部砍伐，在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
下，重新进行了嫁接。

新枝条嫁接完后，袁华的心却是忐忑不安。 每天他

都会来到猕园观察新枝的愈合情况，进入冬季他用套塑
料袋方式对伤口处保暖，到了春季萌芽长到 50 厘米，他
又一一解绑，引缚新梢上架，每天扎在猕园里带领工人
们忙个不停。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广施有机肥和精心管护，这
些脱胎换骨的猕猴桃竟长得枝繁叶茂，爬满藤架，今年
竟试花结果了，这让袁华长长松了一口气。

据袁华介绍，花期经过疏果，只保留了部分果子，估
计能产 1 万公斤鲜果，不急于求成的目的是为明年大面
积挂果蓄积更大的能量。

行走在园区的路上，山风徐来，果香沁人。 望着套
上果袋的猕猴桃在枝头上轻轻地舞动，袁华信心满满
地告诉笔者 ，搞农业产业投资周期较长 ，但看准方向
贵在坚持 ，做人要有一种韧劲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
来的，这 400 亩猕园就是自己过上好日子最甜蜜的盼
头！

燃情八月，万物竞秀。 走进石泉县两河
镇中心村，成片的玉米绿叶葳蕤、颀长的枝
干怀抱着丰腴的果实随风摇曳；一捆捆鲜嫩
可人的豇豆，整齐地堆列在田地间；一个个
紫色茄子长势喜人，挂满枝头……这些散发
着浓浓绿意的庄稼果蔬不仅成为乡村一道
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中心村壮大村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真实写照。

“今年我们通过土地流转、 撂荒地复垦
等方式，开始逐步探索向多元化、规模化、现
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

增加，预计可达到 40 余万元。 村民们种植甜
玉米、中药材所需的籽种、肥料、技术指导全
部由村上提供，不仅种庄稼不用投资，还可
以拿租金挣‘工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中
心村党支部书记郑孔雄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心村按照“村党组
织+合作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
本村丰富的中药材及粮食蔬菜资源，着力发
展农业特色产业， 重点培育发展中药材、新
鲜果蔬加工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在镇党委、
政府的争取衔接下，该村抢抓省药监局包联

的良好机遇，引进生产设备建成二期新鲜果
蔬加工厂房， 按照合作社与农户 “同耕、同
种、 同管” 的生产模式， 发展种植黄精 100
亩、茄子 50 亩、糯玉米 50 亩、黑花生 30 亩，
为周边农户提供灵活就业岗位 30 多个，多
元化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 村集体经济的
“造血功能”逐步增强。

同时，中心村还挖掘了一条“村集体经
济+电商”的新路子，利用独有的厂房加工优
势，对新鲜采收的甜糯玉米进行冷藏保鲜及
真空包装， 并大力收购附近村民的新鲜果

蔬 ，包装制成茄子干 、皮豇豆
等干菜制品，通过“互联网+短
视频”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有效带动全镇特色农副产品
发展，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和农
民同步增收，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 目前，该村电商平台已完
成销售额 20000 余元，为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再加“一把火”。

“产业兴则集体经济兴 ，
产业活则集体经济活。 ”中心
村只是两河镇通过发展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两河镇把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作为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着
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
题，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新路径 、新模式 ，有效整合
各类资源资产资金，持续推进
“一镇一业一龙头、 一村一品
一园区” 的建设目标，2022 年
预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110 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琛 刘慧）“我老了不会用智能手机，孩子们也都不
在家，交个养老金也不会操作，你们能来家里帮我真是太好了，解决了我
的大问题。 ”日前，在白河县宋家镇太平社区，64 岁的李阿姨拉着工作人
员的手连声感谢。

为贯彻落实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惠民政策 ，提高群众参保率
和缴费率 ，今年以来 ，白河县社保经办机构高度重视 ，会同县税务局 ，
成立联合工作领导小组专班，制订征缴工作方案 ;同时按照“放管服”改
革要求 ，在办税服务厅为居民社保费缴纳开设了绿色窗口 ，为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了现场缴费服务 ；在征缴过程中 ，充分发挥 “互联网+
政务服务”作用，针对行动不便困难群体，该县经办机构会同镇、村（社
区 ）干部采取上门服务 ，对于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 ，指导其安装 “陕
西养老保险”手机 APP 进行缴费，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居民，在核对个
人身份信息后，现场代收现金帮其进行缴费，对于常年外出务工居民 ，
线上通过电话联系或微信等方式， 远程指导群众通过 “支付宝”APP、
“云闪付 ”APP 等方式进行便捷缴费 ，以 “数据跑 ”代替 “群众跑 ”，全力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 全县已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 80204 人， 缴费率达
99.02%。

江口回族镇推进特色养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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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养老缴费让“数据跑”代替“群众跑”

产 经

“猕园是我过上好日子的甜蜜盼头！ ”
通讯员 张天兵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辉 黄姣姣）乡
村振兴，交通先行。 近年来，汉阴县交通
运输局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扎
实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不断完善提升农
村路网， 截至目前， 全县公路总里程
2700.641 公里，公路桥梁 404 座，公路
密度 197.826 公里/百平方公里。 其中
高速路 35.853 公里 ， 国道二级公路
73.36 公里， 省道 130.776 公里， 县道
166.532 公里， 乡道 258.46 公里， 村道
2035.66 公里。 良好的交通条件促进了
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优化路网， 加快推进民生交通建
设。 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加快
重点交通项目建设，S213 凤凰山隧道及
引线工程项目前期 23 项手续已经完成

18 项，力争在 10 月底开工建设。全力推
进民生交通建设，完成通自然村道路硬
化 9 条 16.1km，建设市级农业产业园区
道路 3 条 12.5km； 完成 13 条 36km 通
建制村公路隐患里程治理，实施通建制
村公路完善工程 2 条 11km。 加快推进
旅游公路建设。 投资 5043 万元，启动凤
堰古梯田旅游公路改造项目，已完成招
投标工作，征地拆迁工作正在推进。

精管细养 ，实现公路养护提质增
效 。 持续巩固建制村通硬化路成果 ，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养护质
量检查 ，强化责任落实 ，保障农村公
路养护质量达到既定标准 。 同时 ，开
展隐患排查治理 。 增加汛期路域巡查
力度和频次 ， 对县域内国省干线 、县

乡公路 、村组公路及公路桥梁 、涵洞 、
路基 、护坡 、排水沟进行了 “拉网式 ”
汛情隐患大排查 ，及时清除路面落石
枯枝 。 今年以来 ，该局已累计出动检
查人员 100 余人次 、车辆 30 台次 ，排
查 公 路 里 程 1200 余 公 里 、 桥 涵 79
座 ， 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130 余处 。
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干净 、舒适 、整洁 、
安全的出行环境 。

绿色环保， 引领低碳交通文明时
尚。 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逐步
扩大城乡公交覆盖面。 计划年内开通平
涧路涧池紫云南郡至平梁兴隆佳苑、青
枫秀岭公交线路，让群众共享城乡公交
发展成果。 今年 7 月初， 在全县投放 5
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新能源电动车

具有低噪音、节能绿色环保、服务设施
齐全等优点，吸引更多的群众选择绿色
低碳方式出行，增进了群众交通惠民的
获得感。

严格执法，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把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禁止从事非
法营运行为作为保障广大乘客生命财
产安全、 贴心办好群众事实的有力措
施。 今年以来，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40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50 辆次，查处违法
违规营运 30 辆次，批评、警告、教育驾
驶员不文明行为 80 余人次。 通过发放
宣传单、 利用网络媒体宣传等形式，积
极引导群众拒乘“黑车”，维护好自身权
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黄仲涛）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动
力，也是推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2022 年开年以来，
西北民航驻村工作队各成员发挥自身能力和单位优势，
积极推介旬阳市金寨镇农副产品， 不断加大消费帮扶力
度，切实为当地农民增收添动力。

金寨镇张河村阳光充足、生态优越，通过西北民航多
年来的帮扶，张河村的产业日益增强，种植业、养殖业不
断壮大，但是“销售渠道紧缺、对接市场难、知名度欠缺”
一直是制约金寨镇农（副）产品扩产和销售的最大瓶颈。
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消费能力，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为了乡村振兴和发展区域经济能落到实处，
西北民航工作队成员即是生产者又是销售员。

张河村红叶岭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西北民航
驻村工作队亲自组建成立的， 是很有名气的养殖专业合
作社，通过养殖、加工、销售分红带动村民增收，目前养殖
的乌鸡和芦花鸡长势良好。为打造无公害口碑，合作社采
用纯粮作为鸡食，在林下散养，饮用山泉水，建标准化鸡
舍和鸡群活动场地，既保证了鸡群的健康活动，也保证了
消费者安全消费。中秋节就要到来，西北民航为加大消费
力度，要求工作队成员收集地方农（副）产品，让金寨的农
（副）产品走进城市，让无公害食材走进集市，为农民实现
增收。

“只有消费帮扶做好了， 农民才能切切实实地增收，
才能更好利用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扩产，逐步形成良好的
产业发展循环。 ”张河村第一书记何彦文说，2021 至 2024
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第一阶段， 开展好消费帮扶
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手
段， 驻金寨镇张河村的工作队将一如既往地全力做好消
费帮扶工作，将金寨镇的农（副）产品推广到千家万户，惠
及更多消费者，为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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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提升农村路网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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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两个老板给我们捐赠了路灯，路上立马亮闪闪的，晚上走路安全
了，散步乘凉的游客也多了。 ”平利县八仙镇龙山村村民张友兵笑呵呵地说。

心系桑梓，情牵故里。 今年夏天，在外创业的东莞市创景灯饰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月回家探亲，深深感受到老家龙山村是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但老乡和
游客们夜间出行很不方便，便出资 5.3 万元购买 35 盏路灯，从东莞运来并安
装到位。

听说家乡的主干道还缺点儿“亮”，龙山村的又一名青年企业家平利县奕
超灯饰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明庚也向村干部表明意愿，出资 6.5 万元捐赠 30 盏
路灯和 4 盏广场灯，目前在紧锣密鼓地安装中。

据悉， 此次捐赠的路灯全部安装到位后， 将覆盖龙山村三分之一的主干
道，不仅提升了村里的村容村貌，更便利了村民夜间出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村里道路晚间照明困难问题。

陈元宝 唐露露 文/图


